
填报单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部门决策  决策管理 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等 10 10 制定详细的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

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财政供养人员控制等 10 10 制度健全，控制率100%

资金与资产管理
财务管理、预算执行、政府采购、

资产管理等
12 11 财务制度健全，政府采购规范，项目资金专款专用，疫情原因预算执行率未达90%。

机构建设与内部控制
信息公开、档案管理、党建工作、
业务学习、信息化建设、创新等

11 10 制度健全，信息公开，档案管理标准，创新多样化学习平台。

坚持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树
立核心价值观

举办弘扬主旋律艺术展览展示演出 6 6 各类文艺项目，高举主旋律，弘扬新时代。

团结动员全省文艺工作者，创
作作品反映时代精神

调动全省艺术家积极性，投入到各
门类艺术创作中区

6 6 各类文艺项目，充分调动艺术家参与。

加强文艺界与社会各界联系，
加强服务平台建设

利用好服务平台，为艺术家提供展
示艺术的场所

6 5 需要继续打造平台建设服务好艺术家。

实施文艺人才工程，培养优秀
文艺工作者

 培养青年艺术家在艺术上再攀艺术
高峰

6 6 培养各类青年文艺人才。

组织召开省文联、各协会代表
大会、学术研讨会等

通过协会管理引导艺术家创作主旋
律艺术作品

6 6 每年举办各类研讨会、理事会等引导艺术创作。

推进文艺志愿者组织建设
推动文艺志愿服务，让更广大的老
百姓方便欣赏艺术，丰富精神生活

。

6 6 开展各类文艺志愿活动。

维护文艺家合法权益
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艺术术劳动成

果
6 6 为艺术家开展各类文艺维权活动。

履职效益 人民群众对艺术活动的满意度 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15 13 需要让更多群众参与艺术活动中来。

95合计

部门管理

部门履职

通过绩效评价发现以下问题1、绩效评价应该是预算资金执行过程的绩效评价，有的项目的结束了才开展绩效评价不利于体现绩效评价效果。2、绩效评价需要设置单独部门或专门人员进行绩效评
价，目前绩效评价主要是在财务部门，多是兼职，业务上不能兼顾。3、绩效评价工作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尤其是实施部门领导的重视，做好平时工作材料收集，跟踪记录等工作。

五、有关建议（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提出相关完善或整改建议）

省文联在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项目绩效考核指标设置比较少，主要是以定性指标为主，定量指标设置有困难。因为省文联展开的各艺术门类活动属于意识形态范围，主要满
足人民精神生活，只能追求社会效益。2、省文联每年都要向省委宣传部申请省级宣传文化发展专项经费，但这些经费不例入当年部门预算，所以每次单独申请，单独划拨。又因为省级宣传文化发展
专项有审批程序，拨款流程太长，往往活动已经开展或结束了，相关经费还没到位，预算执行与绩效评价产生脱节，不利于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3、绩效评价缺少过程评价。目前绩效评价更多的是
关注结果评价，其实绩效评价是包含过程评价的，有的项目绩效体现在过程的方方面面。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权重 得分 说明

二、评价情况（评价思路、方式、做法，以及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结论等）

省文联2020年支出决算数8599.48万元，一是基本支出4874.47万元，满足了全体人员的生活需求，达到了绩效目标，为顺利开展各类艺术活动提供了合理保障。二是项目支出3725.01万元，主要是年
初部门项目预算和省级宣传文化专项经费。我们主要是围绕各个艺术门类的活动来设置评价指标的。例如：围绕抗击疫情展开的“致敬白衣勇士赠书画活动”经费预算226.35万元，计划1、赠送7家
医院70幅作品，2、赠送江苏援鄂一线医务人员书画作品，3、制作作品集、证书并发放。设立指标：1、产出数量指标：受赠书画作品数量2994幅，捐赠书画装裱数量2891幅，书画作品特辑印刷册数
5500册，证书1800册，举办书画赠送仪式2次；2、产出质量指标：字画损坏率0%，装裱验收合格率100%，印刷合格率100%，配送到位率100%。3、产出实效指标：字画收集、装裱、印刷、配送及时。
4、社会效益指标：省文联公众号抗疫精神传播次数达到10次，浏览量达到6000次，宣传形式种数3次，书画赠送仪式展览观看人次3000人次，得到省部级领导肯定1次，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符合
群众抗疫需要满足度，对弘扬抗疫精神有所提升等指标。经过省文联全体人员的努力，圆满完成这个活动，在产出数量指标，产出质量指标，产出实效指标，产出成本指标上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在
社会效益指标上完成公众号传播次数10次，浏览量6000多次，在3种以上不同宣传媒体上传播，现场参观展览人数超过3000人次，宣传了抗疫精神，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更是得到了省委领导
的批示和充分肯定，达到了预期绩效评价的效果。

三、主要绩效（通过绩效评价发现并总结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一、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思想政治引领提升新境界
重点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开展交流研讨，增强实践自觉。分层分类开展培训，举办全省文联干部网络培训班，组织开展第24
期文艺家读书班暨第2期新文艺群体优秀人才培训班和省文联党务干部培训班。修订《江苏省文联党组工作和议事规则》，对其中涉及“三重一大”事项，作出细化和界定。制定《江苏省文联党组、
书记处成员联系文艺家协会及文艺家工作制度》《省文联党组成员基层联系点制度》，明确党组成员和书记处成员每人联系1个以上文艺家协会和3名以上文艺家，每人联系1个县（市、区）文联，深
入调查研究，听取意见建议，帮助解决问题。
二、奋力书写抗疫故事，文艺苏军群体展现新形象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发生后，省文联主动作为，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以艺术的形式助力防疫抗疫。省文联会同省委宣传部、省卫健委、新华报业集团联合举办“致敬江苏援鄂白衣勇
士”作品赠送活动，向7家重点抗疫医院赠送书画精品70件、向我省2820位援鄂医务人员每人赠送一幅书画作品。省委书记娄勤俭对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专门作出批示，指出“活动很好，传递了正
能量，充分彰显了江苏文学艺术界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江苏文艺网设置《众志成城抗疫情》专栏，滚动推送抗疫文艺作品,共推出文艺作品3万余件，涵盖了戏剧、曲艺、书法、美
术、杂技、音乐、摄影等多种形式，其中有很多作品在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上播出或刊载，数十项文艺活动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推送。
三、聚焦服务中心大局，文艺使命担当彰显新作为
坚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文艺生动表现江苏人民笃定前行的精神风貌、开拓奋进的辉煌成就。一是紧贴重大国家战略开展文艺活动。组织开展“艺？江南——文艺发展联盟助力乡村振兴”论
坛、视觉艺术优秀青年艺术家作品交流展、长三角影视剧创作峰会、“邮驿路运河情”中国画展等活动，推动跨区域文艺的交流和合作，传承和弘扬大运河文化、长江文化、江南文化。二是聚焦省
委重大部署组织主题活动。重点开展主题文艺创作、组织展示展览活动、开展文艺扶贫支教、组织文艺惠民巡演等工作；开展“美丽家园——江苏省文联聚焦苏北农房改善工程影像纪实行动”项
目，用影像反映苏北地区农民住房条件改善的进程和风貌。三是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开展重大文艺活动。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题，举办“小康墨韵”书法名家主题作品邀请展、2020中国百家
金陵画展（油画）、第三届江苏美术奖展览、“大美民间？小康颂歌”全国农民画双年展等活动，充分展现江苏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凝聚奋发前行的精神力量。四是持续放大文艺活动品牌效应。
深入打造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晚会、中国二胡之乡民族音乐盛典、东方工艺美术之都博览会、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四大全国性文艺品牌。在苏州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系列活
动，活动得到多家中央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积极参与“紫金文化艺术节”，共举办11项文艺活动。
四、坚持出精品出人才，攀登文艺高峰取得新进展
围绕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目标，着力推出一批富有感染力吸引力的文艺精品，多措并举壮大新时代文艺苏军。一方面，大力推动文艺精品生产创作。歌曲《追》《我相信梦可以
像花一样的开》入选中国当代歌曲创作精品工程优秀推选歌曲；《江苏卫视2019—2020跨年演唱会》获第三十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舞剧《朱自清》、古典舞《雨花石的等待》获第十二届中国舞
蹈“荷花奖”；中篇弹词《军嫂》、《钱学森》获得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音乐剧《华中鲁艺记》、扬剧《血色浪漫》、音乐电视《中华英雄谱》、民间文艺《传统鱼纹在设计中的应用》
等4个项目获中国文联文艺基金资助项目。另一方面，大力推进文艺家队伍建设。继续实施“江苏文艺名家晋京展”，资助“紫金文化奖章”获得者李奕洁到上海举办个人专场表演。实施紫金文化英
才培育行动、紫金文化优青储备行动，一批文艺骨干力量加快成长。张建珍获第十一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评弹表演艺术家邢晏春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曲艺艺术家”荣誉称号。坚持把“
名师带徒”计划作为龙头性工程，通过名师高徒作品联展、师徒同台演出等方式，组织推出“代有才人”——江苏文艺“名师带徒”展演周，涵盖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四个门类41位学徒，有效
促进了师徒传承工作。
五、胜利召开第十次文代会，文艺界凝心聚力达到新高度
十次文代会于12月28日至12月30日在南京胜利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对未来五年文联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审议通过了修改的《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产生了新一届文联

四、存在问题（通过绩效评价所发现的问题）

2020年省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价表格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一、部门概况（部门基本情况、收支情况等）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江苏省文联）成立于1954年9月，是由省级文艺家协会、设区市文联和产业（行业）文联组成的人民团体。实行团体会员制，现有团体会员44个，其中包括12个省
级文艺家协会，13个设区市文联和18个产业（行业）文联。现共有省级会员39000多名，国家级会员8700多名。机关内设5个职能部门，分别是办公室、人事部（机关党委）、组联部、事业部、艺术
部。在实际工作中，机关党委独立运行工作。
所属省级文艺家协会12个，分别是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江苏省电影家协会、江苏省音乐家协会、江苏省美术家协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江苏省舞蹈家协会、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省摄影家
协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江苏省杂技家协会、江苏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下属事业单位5个，分别是江苏省现代美术馆（江苏省文联艺术研究所）、江苏省书画院、江苏省文化交流中心（江苏省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艺术时尚杂志社、乡土杂志社。
    江苏省文联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领导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肩负“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责，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文艺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尊重艺术规律，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服务；组织召开省文联和全省性文艺家协会代表大会、委员会、理事会和主席团会议；组织召开全省文联系统的工作和学术研讨等会
议，主管、主办文联省一级文艺报刊和文艺网站；团结全省文学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听取和反映文艺界的情况和意见。积极加强文艺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密切合作，共同
发展江苏文艺事业；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加强文艺人才培养，努力发展和壮大文艺人才队伍；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友好往来，扩大江苏文化对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根据文学
艺术的特点，适应新时代要求，拓展服务职能，通过规范行为、反映诉求、提供法律援助维护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核发权益，加强行业自律，加强对团体会员的管理和服务；承担省委、省政府交
办的其他事项。
   江苏省文联作为人民团体，实行团体会员制，设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组成主席团，主席团下设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全体委员会议一般每年召开一次，主席团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五年召开
一次省文联代表大会。  2020年省文联收入决算9209.15万元，比上年增加239.94万元，增加2.68%主要是人员经费增加。2020年支出决算8599.48万元比上年减少443.83万元，减少4.91%。主要是基
本支出增加720万元，原因是社保费用，住房补贴和公积金增加；同时项目支出减少1164.64万元，原因是省文联的项目主要是各艺术门类的展览展示、演出等人员聚集的活动，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影
响，项目活动大幅减少，经费支出也大幅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