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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2021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

政部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

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2〕1 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高

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

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国家文物保护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1 年度，财政部分批下达我区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资金共计 15700 万元，用于文物维修保护、文物安防、消防及防

雷工作，加强文物保护，改善文物保护条件。详细如下：

2020 年 11 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0〕197 号）下达新疆国家文物保

护项目资金 11576 万元；

2021 年 4 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65 号）下达新疆文物保护项目资金

4124 万元。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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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专项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中央主管部
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700

其中：财政资金 157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

绩
效
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目） -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
目）

-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目） -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保护利用规划实现
率

≥98%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一般项
目补助的比重

≤15%

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 ≤10%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四有”工作实现
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 ≥90%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率 ≥9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
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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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部分指标值未设定，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于收到资金下达文件 30 日内将本年度国家文物

保护资金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报送财政部备案，具体备案目标表

为：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专项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中央主管部

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700

其中：财政资金 157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社会

和谐发展。

绩效

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7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

目）
2

考古项目（一般项目） 17

可移动项目（一般项目） 13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一般项

目补助的比重
≤15%

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 ≤10%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 ≥90%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率 ≥9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

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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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区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0 年 12 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

护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0〕180 号）下达 11576 万元；

2021 年 5 月，自治区《关于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第

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1〕58 号）下达 4124 万元，

2021 年度，下达新疆文物保护项目资金共计 15700 万元。资金

分解如下：

2021 年度国家专项文物保护资金项目资金分配表（金额：万元）

序号 2021 年度国家专项文物保护资金项目资金

地州单位名称 第一批资金 第二批资金 合计

1 自治区本级 564 0 564

2 自治区文博院 6274 1434 7708

3 伊犁州 123 906 1029

4 阿勒泰地区 355 0 355

5 吐鲁番市 2728 0 2728

6 昌吉州 263 0 263

7 哈密市 217 259 476

8 巴州 435 0 435

9 阿克苏地区 617 0 617

10 塔城地区 0 505 505

11 克拉玛依 0 236 236

12 阿克苏地区 0 355 355

13 和田地区 0 429 429

合计 11576 4124 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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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下达的资金文件精神及确定的绩效目标，2020

年 12 月，自治区《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

的通知》（新财教〔2020〕180 号）下达 11576 万元，文件附项目

资金分配表，未附地区绩效目标表；2021 年 5 月，自治区《关

于下达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

教〔2021〕58 号）下达 4124 万元，并附分发地方的项目绩效目

标表。2021 年度，下达新疆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15700 万元，详

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石窟寺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版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对
全疆石窟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石窟寺保存现状进行评估，并将成果出版。该
经费的使用，充分保障全疆石窟寺调查和报告出版工作顺利实施。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0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
目）

≥10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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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人民剧场振动及沉降监测系统方案项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人民剧场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4

其中：财政资金 264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新疆人民剧场振动及沉降监测系统方案项目，在不破坏建筑环境、历史风貌的情

况下，对乌鲁木齐市地铁对新疆人民剧场造成的振动及沉降进行监测。通过新疆人民

剧场振动及沉降监测系统方案项目的实施，用于科技手段，对文物本体实施预防性保

护工作，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

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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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

目名称
克孜尔千佛洞 71-91 窟赋存崖体危岩抢险加固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

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自

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克孜尔石

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24

其中：财政资金 924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开展克孜尔千佛洞 71-91 窟崖体加固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克

孜尔千佛洞 71-91 窟周边危岩体实施锚杆锚固、冲沟治理、防风化处理等保护加固措施，

降低文物依托崖体险情，确保世界文化遗产及人员安全。

绩

效

目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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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保护修复二期建设项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

石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373

其中：财政资金 373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保护修复二期，对克孜尔千佛洞 5 个洞窟壁画的起甲、空鼓、

裂隙等病害进行有效修复，确保文物的安全存在，守护历史文化遗产。壁画的有效修

复，充分保存了原有的历史、艺术价值，为讲好新疆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有着积极的

作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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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库木吐喇千佛洞 9 号窟抢险加固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尔石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90

其中：财政资金 19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库木吐喇千佛洞 9 号为新清理洞窟，窟形独特，研究价值较高。开展库木吐喇千佛洞

9 号，在不破坏石窟寺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库木吐喇千佛洞 9 号岩体进行有

效加固，确保文物的安全存在，守护历史文化遗产。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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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石窟寺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版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

尔石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0

其中：财政资金 2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对

全疆石窟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石窟寺保存现状进行评估，并将成果出版。该

经费的使用，充分保障全疆石窟寺调查和报告出版工作顺利实施。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5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

目）
≥10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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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保护修缮项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吐鲁番市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13

其中：财政资金 713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保护修缮项目，在不破坏坎儿井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

吐鲁番境内 13 条坎儿井进行清理、掏捞、加固。通过坎儿井保护修缮工程的开展，遗

址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惠及当地居民

用水。

绩效

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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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石窟寺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版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吐鲁番市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对

全疆石窟寺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对石窟寺保存现状进行评估，并将成果出版。该

经费的使用，充分保障全疆石窟寺调查和报告出版工作顺利实施。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3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

目）
≥10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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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吐峪沟新发现土遗址抢险加固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吐鲁番市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382

其中：财政资金 382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吐峪沟新发现土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在不破坏石窟寺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

对吐峪沟新发现土遗址进行加固。通过抢险加固工程的开展，遗址本体病害得到有效

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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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吐峪沟石窟西崖北段洞窟集中区周边崖体抢险加固项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吐鲁番市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831

其中：财政资金 831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吐峪沟石窟西崖北段洞窟集中区周边崖体抢险加固项目，在不破坏石窟寺环境、

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吐峪沟石窟西崖北段洞窟集中区周边崖体实施锚杆锚固、冲沟

治理、防风化处理等保护加固措施，降低文物依托崖体险情，确保世界文化遗产及人

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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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妹妹麻扎保护修缮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伊犁州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8

其中：财政资金 7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妹妹麻扎保护修缮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

貌的情况下，对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文物本体构成妹妹麻扎进行保护加固。通过

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妹妹麻扎保护修缮工程的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

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

度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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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乌什喀特古城遗址抢险加固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

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新和县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617

其中：财政资金 617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乌什喀特古城遗址抢险加固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乌

什喀特古城遗址存在险情部位实施本体进行加固处理，降低和减少文物本体病害，确

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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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林校原玛纳斯校址修缮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玛纳斯县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63

其中：财政资金 263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新疆林校原玛纳斯校址作为一处重要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其保护修缮工程的实施，有

效提升其保存与管理条件，改善其保存环境，为开展对外开放展示、宣传教育等提供

基础支撑。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数量指标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

目）
1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

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
≤3.5%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

度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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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6

其中：财政资金 356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完成学术课题研究：“考古中国-两汉西域都护府军政建制体系考古”项目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发掘面积 1000 平米 100%

质量指标 达到预期学术目的 100%

成本指标 356 万元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社会教育职能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提高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创造当地劳动力需求 超过 10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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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8

其中：财政资金 9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在通天洞遗址一号洞穴内部、二号洞穴外继续发掘，预计发掘面积 80 平方米。二号洞

穴外全面揭露文化层，了解整堆积的全面情况。一号洞穴内部发掘在原有的基础上，

向其东、南、北三面扩方。与发掘同步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取年代学、植物考古

浮选样本、环境土样与埋藏学等基本测试样本；同时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结束后进行

田野资料初步整理，石器技术分析。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 100%

质量指标 田野考古规程 100%

成本指标 107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众考古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对当地历史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对文保及考古工作的满意度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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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县吉仁台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7

其中：财政资金 227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完成学术目标：新疆考古工作规划重点项目：新疆史前考古学区系类型和聚落形态研

究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发掘 1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控制成本预算 227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影响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国家重点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当地群众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满意度 大于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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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0

其中：财政资金 18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完成学术课题研究《新疆考古工作规划（2018-2022）》下“国家管理与文化认同考

古研究--新疆汉唐西域军镇建制体系考古”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工程预算控制价 180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影响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国家重点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力需求 大于 10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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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379

其中：财政资

金
379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学术目标：完成国家“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发掘面积 12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预算 379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影响 长期

可持续影响
“考古中国”项目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

限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当地群众对保护情况满意度 大于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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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北京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44

其中：财政资金 344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发掘内城东北高台城址北部区域，完整揭露该城址结构布局、形制，以及文化堆积，

进一步确认其功能与性质。

2、在考古工作中通过多学科结合，研究该区域自然环境变迁（包括土壤、水文、动植

物等等），从而为研究西域都护府军政建置体系的分布、选址、道路交通网络提供基

础数据；

3、研究和确认该城在西域都护府军政建置体系中的地位和性质，确认西域都护府遗址

所在，进而探讨军政建置体系的构成；推进两汉中央王朝管理新疆军政建置体系的认

识。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预算 344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众宣传与展示 长期

可持续影响 数字信息化采集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对文保与考古工作满意度 大于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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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8

其中：财政资金 20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重点发掘 10 号遗址（800 平米）、11 号遗址（600 平米），均位于子城西南角。子城

是北庭故城的核心区域，10 号、11 号遗址所在的台地保存情况尚好，希望通过两个遗

址的解剖，了解子城堆积保存的具体情况，以及子城破坏的程度。同时希望能发现建

筑基址及相关遗物。

发掘 11 号遗址西部旁边的探沟，面积约 100 平方米，探沟横贯子城西侧的道路，希望

能通过发掘了解道路和子城以及台基的关系。另外也了解道路的堆积情况。有可能找

到北庭城最早的地层。

外城南门附近 6 号遗址西侧探沟中发现一道土坯墙，需要扩方，面积 75 平米。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16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达到预期学术目的 100%

成本指标 208 万 344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社会教育职能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提高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意 满意率大于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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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呼斯塔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34

其中：财政资金 334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研究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

2)深入探讨这一区域社会发展演变过程和社会发展阶段

3)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前丝绸之路的形成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20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100%

成本指标 334 万 344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文保意识提升 长期

可持续影响 社会教育职能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满意度 大于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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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汗诺依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59

其中：财政资金 259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遗址东城的城墙拐角和城门，了解城墙结构与遗址地层关系，确认城墙修建或废弃

年代。2、遗址东北部的古代墓葬与拦水坝；3、遗址中部的窑址或作坊，对遗址布局

及古城性质判断有重大意义。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发掘面积 1600 平方米 100%

质量指标 达到预期学术目的 100%

成本指标 259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社会教育职能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提高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意 满意率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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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央民族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6

其中：财政资金 226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1、总体目标：明确遗址的分布范围、文物构成、结构体系、形制特点、文化内涵和断

代分期，发挥其科学、艺术、社会政治和经济作用，为保护和利用工作提供考古依据。

2、2021 年度发掘目的

2019 年度发掘成果，揭示了该遗址地下埋藏有丰富的遗迹、遗物现象，特别是大型佛

教寺院基址的出土，丰富了古代佛教寺院的形制类型，为研究新疆地区古代佛教寺院

建筑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2020 年度计划在此基础上，对未发掘完成的建筑基址进行

整体揭露和复原。2021 年度发掘有 3 个目的：

A、对北部方形佛塔塔基部及其周围区域的坍塌堆积进行清理，解剖该塔塔基的形制结

构和保存现存，以便开展保护工作；

B、重点对南、北两塔之间未发掘区域进行发掘，揭示寺院建筑的结构体系；

C、在台地西部断崖下试掘一条探沟，检查台地底部堆积情况。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 100%

质量指标 达到预期学术目的 100%

成本指标 226 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社会教育职能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提高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创造当地劳动力需求 大于 100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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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玉孜干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国家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4

其中：财政资金 94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为玉孜干古城性质、年代的进一步研究做基础奠基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94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历史文化传承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对当地文保意识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群众对文保及考古工作满意度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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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乌什吐尔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国家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7

其中：财政资金 97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为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清理寺庙遗址。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6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预算 97 万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 显著提升

可持续影响
国家重点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的影

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当地群众对文保工作满意度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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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博格达沁古城考古勘探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西北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3

其中：财政资金 83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配合完成学术课题研究“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完成勘探任务 100%

质量指标 完成学术任务 100%

成本指标 83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影响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历史文物产生的传统文化弘扬效应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当地群众对文保考古工作的满意度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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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卫拉特古城（道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考古勘探项

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国人民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47

其中：财政资金 147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配合完成学术课题研究“考古中国--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勘探 21 万平方米 100%

质量指标 达成学术目标 100%

成本指标 147 万 100%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影响文化遗址保护意识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影响文化遗址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满意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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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大河古城东城墙加固项目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巴里坤县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259

其中：财政资

金
259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大河古城东城墙加固项目，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大河古城

东城墙现存的掏蚀、坍塌、孔洞、风化等病害进行保护加固。通过大河古城东城墙的

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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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巴音沟承化寺修缮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05

其中：财政资金 505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开展巴音沟承化寺修缮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巴音沟

承化寺修缮现存的裂隙、空鼓、脱落等病害进行保护加固。通过巴音沟承化寺修缮的

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

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

比上一年

度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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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加固保护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

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

孜尔石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469

其中：财政资金 469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加固保护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

对台台尔石窟危岩体实施锚杆锚固、冲沟治理、防风化处理等保护加固措施，降低文物

依托崖体险情，确保文化遗产及人员安全。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

识

比上一年

度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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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森木塞姆千佛洞-玛扎伯哈石窟加固保护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

石窟研究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377

其中：财政资

金
377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森木塞姆千佛洞-玛扎伯哈石窟加固保护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

况下，对玛扎伯哈石窟危岩体实施锚杆锚固、冲沟治理、防风化处理等保护加固措施，

降低文物依托崖体险情，确保文化遗产及人员安全。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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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昭苏圣佑庙大雄宝殿修缮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昭苏县文物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804

其中：财政资金 804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昭苏圣佑庙大雄宝殿修缮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昭

苏圣佑庙大雄宝殿修缮现存的裂隙、空鼓、脱落等病害进行保护加固。通过昭苏圣佑庙

大雄宝殿修缮的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物及

人员安全。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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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伊犁清代卡伦遗址保护修缮工程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

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

单位

霍尔果斯市文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

额：
102

其中：财政资

金
102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开展新疆伊犁清代卡伦遗址保护修缮工程，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

新疆伊犁清代卡伦遗址现存的掏蚀、坍塌、孔洞、风化等病害进行保护加固。通过新疆

伊犁清代卡伦遗址的实施，文物本体病害得到有效治理，文物本体稳定性增强，确保文

物及人员安全。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

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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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国人民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4

其中：财政资金 174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1、通过考古调查、勘探搞清城址的形制布局。 2、通过考古发掘搞清城址的构筑方式、

结构布局、建筑废弃年代等，为城址的保护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 3、通过考古发掘搞

清城址城内重点遗迹的分布情况，对已遭破坏的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 4、必要的话对

城址周边的相关遗迹进行小范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力争搞清城址的性质和文化内涵，

推动学术研究的前进，为城址的综合展示利用提供核心内容。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掘范围 600 平方米 100%

质量指标 达成预期学术目标 100%

成本指标 174 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长期影响文化遗址保护意识 长期

可持续影响 长期影响文化遗址保护意识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创造当地劳动力需求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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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阿克塔拉古城遗址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南京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25

其中：财政资金 225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计划发掘阿克塔拉遗址中部的主要堆积区，明确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层次和性质，廓清遗

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文化内涵。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8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225 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国家重点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的影

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为当地提供劳动力需求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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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西旁景教遗址考古发掘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中山大学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89

其中：财政资金 189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发掘西旁遗址岗顶中南部房址，揭示寺院布局、各房址功能分区及寺院使用年代等问题，

为遗址保护、研究及进一步发掘提供基础。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考古发掘面积 500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预算 189 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 长期

可持续影响
国家重点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的影

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为当地提供劳动力需求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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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53

其中：财政资金 753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针对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依据相关规范和标准，结合文物藏

品种类和材质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有效提升自治区博物

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与文物保护水平。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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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802

其中：财政资金 802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本项目主要梳理自治区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需求，综合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海量数据处理

技术、数字化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基于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与管

理、数字化利用技术，将自治区博物馆建设成一个可实现智慧管理、互动展示型的数字

化博物馆。

绩效

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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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金属文物修复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

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5

其中：财政资金 45

其他资金 0

总

体

目

标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金属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针对不同形制、

不同材质的文物设计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步骤，修复完成后可供陈列，便于保存。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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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修复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5

其中：财政资金 45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馆藏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针对不同形制、不同材

质的文物设计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步骤，修复完成后可供陈列，便于保存。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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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信息化建设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10

其中：财政资金 310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梳理阿勒泰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需求，综合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海量数据处理技术、数字

化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基于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与管理、数字化

利用技术，将阿勒泰博物馆建设成一个可实现智慧管理、互动展示型的数字化博物馆。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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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哈密博物馆馆藏陶瓷器文物保护修复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哈密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93

其中：财政资金 93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哈密博物馆馆藏陶器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针对不同形制、不同材

质的文物设计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操作步骤，修复完成后可供陈列，便于保存。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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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哈密博物馆智慧数字化公众服务提升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

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

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

位
哈密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24

其中：财政资金 124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梳理哈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需求，综合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海量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化

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基于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与管理、数字化利

用技术，将哈密博物馆建设成一个可实现智慧管理、互动展示型的数字化博物馆。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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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若羌县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若羌县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5

其中：财政资金 155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综合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海量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化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基于珍

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与管理、数字化利用技术，将若羌县博物馆建设成一

个可实现智慧管理、互动展示型的数字化博物馆。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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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若羌县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若羌县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80

其中：财政资金 280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针对若羌县博物馆文物保存环境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依据相关规范和标准，结合文物藏

品种类和材质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有效提升若羌县博物

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与文物保护水平。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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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吐鲁番博物馆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702

其中：财政资金 702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本项目主要梳理吐鲁番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需求，综合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海量数据处

理技术、数字化技术等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基于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存储

与管理、数字化利用技术，将吐鲁番博物馆建设成一个可实现智慧管理、互动展示型

的数字化博物馆。

绩效

目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

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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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克拉玛依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

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克拉玛依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36 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 236 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

社会和谐发展。

绩效

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

性保护修复率
≥9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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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阿克苏地区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物局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阿克苏地区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55 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 355 万元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社

会和谐发展。

绩

效

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

性保护修复率
≥9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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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1）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和田地区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所属专项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文物局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自治区文物局）
项目实施单位 和田地区博物馆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429 万元

其中：财政资金 429 万元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

绩效目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

性保护修复率
≥9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85%

效益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

护意识

比上一年度

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 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 年度中央下达我区国家文物保护项目总预算资金为

15700 万元，资金到位 15700，到位率 100%。其中，2020 年 11

月中央提前下达新疆 2021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11576 万元，

2021 年 4 月中央下达新疆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预算资金为

41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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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度用于国家文物保护项

目的资金总计 15700 万元，共计执行 8210.94 万元，执行率 52.30%，

具体如下：

2021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执行情况表（单位：万元）

序号 地州单位名称 第一批 第二批 合计 执行数 执行率

1 自治区本级 564 0 564 435.45 77.21%

2 自治区文博院 6274 1434 7708 3975.43 51.58%

3 伊犁州 123 906 1029 82.05 7.97%

4 阿勒泰地区 355 0 355 136.68 38.50%

5 吐鲁番市 2728 0 2728 1777.29 65.15%

6 昌吉州 263 0 263 217 82.51%

7 哈密市 217 259 476 309.91 65.11%

8 巴州 435 0 435 264.88 60.89%

9 阿克苏地区 617 355 972 755.82 77.76%

10 塔城地区 0 505 505 8 1.58%

11 克拉玛依 0 236 236 68.52 29.03%

12 和田地区 0 429 429 179.91 41.94%

13 合计 11576 4124 15700 8210.94 52.3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文〔2018〕178 号）、《财政部 国家文物

局关于加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管理的意见》（财教〔2020〕244

号）等文件的要求，为规范国家文物保护资金使用和管理，提高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强调项目实施

相关处室做好项目执行情况，开展项目事前事中事后检查督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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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方面督促资金管理单位按进度向各实施单位支付项目经费，

提高经费保障工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严格要求项目实施单位加强

项目管理，赴项目工作地开展中期项目检查，确保项目在管理可

控范围内顺利实施。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做到了专

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支付

需求，确保国家文物保护项目顺利实施。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新疆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有效推进了文物保护利用，

是阐述与论证新疆自古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要依据，

促进了文物资源“证史、资政、育人”方面作用有效释放，充分

发挥了文物工作举旗帜、聚民心阵地作用持续发挥，是落实文化

润疆工程的重要举措。完成情况如下：

1.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17 项，

已完工 3 个，正在实施 11 个，未开工 3 个。其中：新疆石窟寺

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版（吐鲁番市文物局）、吐峪沟石窟

西崖北段集中区周边崖体抢险加固、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保护修

缮工程、吐峪沟石窟新发现土遗址抢救加固工程 3 个项目已经完

工；库木吐喇千佛洞 9 号洞窟抢险加固工程、新疆人民剧场振动

与沉降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克孜尔千佛洞 71#～91#窟赋存崖体

危岩抢险加固工程、乌什喀特古城抢险加固工程、克孜尔千佛洞

壁画保护修复项目二期、新疆石窟寺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

版（自治区文物局）、新疆石窟寺遗址保护专项调查及报告出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森木塞姆千佛洞-玛

扎伯哈石窟岩体抢险加固项目完成危岩体冲沟治理、部分锚杆加

固工作，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岩体抢险加固、大河古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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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修缮工程 11 个项目正在实施中；昭苏圣佑庙大雄宝殿修缮

工程、伊犁清代卡伦遗址保护修缮工程、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

扎——妹妹麻扎保护修缮工程 3 个项目还未开展。

2.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2 项，已完工 1 个，未开工 1 个。其中：新疆林校原玛纳斯校址

—办公室修缮工程已经完工，巴音沟承化寺修缮工程由于伊犁疫

情影响还未开工；

3.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13 项，已完工 3 个，已

开工 7 个，未开工 3 个。其中：哈密博物馆馆藏陶瓷器文物保护

修复、哈密博物馆智慧数字化公众服务提升、阿勒泰地区博物馆

馆藏文物修复保护 3 个项目已经完工；自治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

自治区博物馆数字化项目、伊犁州博物馆金属文物修复项目、阿

勒泰地区博物馆信息化建设项目、若羌县博物馆预防性项目、若

羌县博物馆数字化项目、吐鲁番博物馆数字化 7 个项目均已开工，

完成招标等前期工作，正在进行数字化采集、文物修复、文物储

藏环境提升等工作；克拉玛依博物馆预防性项目、阿克苏地区博

物馆预防性项目、和田地区博物馆预防性 3 个项目正在准备前期

工作；

4.考古项目（一般项目）17 项。其中：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15 项，均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库课题，另有考古勘探 2 项。

15 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中 4 项涉及早期人类起源研究，为温

泉县呼斯塔遗址、疏附县阿克塔拉遗址、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尼

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9 项涉及从汉至清历代中原王朝管辖治理

西域研究，重点以城址为依托，具体有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

遗址、博乐市达勒特古城、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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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都护府遗址群(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轮台县卓尔

库特古城遗址)、汗诺依古城遗址、库车县乌什吐尔古城遗址、

库尔勒市玉孜干古城遗址。2 项涉及“多元宗教及其中国化研究”

为喀什莫尔寺遗址、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截止到目前为止，17

项考古项目已按工作计划完成阶段性工作，年度田野任务结束，

正开展室内资料整理。考古工作中出土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多学

科的综合研究以及考古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尚在进行中，项目资

金仍未执行完毕。这是由考古学科自身的规律所决定的，考古资

料的整理与研究需要 3-5 年的周期。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

般项目）指标，指标值为17项，我区实际完成3项，完成率17.65%，

偏差率 82.35%，主要原因是：一是我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地理位

置较为偏僻，文物保护施工难度大，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多。二是

新疆文物类型以古遗址居多，主要以土质、砂砾岩构成，稳定性

极差。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要求，遵循文

物保护工程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全面保存文物真实历史信息和

价值要求。文物保护工程在施工前必须对实施部位进行考古清理

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考古审批由国

家文物局受理，因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的审批流程较其

他项目复杂，施工周期也随之增长。三是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

发影响，存在个别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企业进疆施工受限制，工期

延后。四是伊犁州实施的项目清代卡伦遗址修缮、昭苏圣佑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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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宝殿修缮、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妹妹麻扎保护修缮 3

项工程受 2021 年伊犁州疫情限制无法按期完工。

b.财政部随文下达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

项目（一般项目）指标，指标值为 2 项，我区实际完成 1 项，完

成率 50%、偏差率 50%。主要原因是：一是巴音沟承化寺为古建

筑类文物，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在我区文化遗址中占比较少，所有

构建材料要求较高，而且需要从疆外联系相关供应商，但符合设

计要求的供应商很少，文物保护施工难度大。同时该项目施工受

自然条件限制较多。二是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发影响，文物保

护工程施工企业进疆施工受限制，工期延后。

c.财政部随文下达考古项目（一般项目）指标，指标值为 17

项，我区实际完成 17 项，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d.财政部随文下达可移动项目（一般项目）指标，指标值为

13 项，我区实际完成 3 项，完成率 23.08%、偏差率 76.92%，主

要原因是：一是自治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自治区博物馆数字化

项目、伊犁州博物馆金属文物修复项目、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信息

化建设项目、若羌县博物馆预防性项目、若羌县博物馆数字化项

目、吐鲁番博物馆数字化项目均已开工，完成招标等前期工作，

正在进行数字化采集、文物修复、文物储藏环境提升等工作，受

疆内外疫情影响，项目实施所需材料、项目实施技术人员等无法

入疆按时到位，导致尚未完工验收。二是克拉玛依博物馆预防性

项目、阿克苏地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和田地区博物馆预防性项

目因 2021 年第二批资金 5 月 21 日才下拨，难以在 6 个月内实现

招标、开工、验收，导致尚未完工验收。

e.财政部随文下达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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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指标，指标值为≤15%，我区实际完

成 4.89%，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f.财政部随文下达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

比重指标，指标值为≤10%，我区实际完成 13.33%，完成率 133.30%、

偏差率 33.30%。主要原因是：第二批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资金申

请了 6776 万元的项目，但最后只拨付了 4124 万元的项目，部分

预防性项目和文物本体修复项目未拨付，导致数字化项目占一般

项目总比重上升。今后申报可移动文物项目将严格按照小于百分

之十的要求申报，并留足空间。

g.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保护

利用规划实现率目标，指标值为≥98%，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

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98%，

我区实际完成 55.55%，完成率 55.55%、偏差率 44.45%。主要原

因是：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须于项目完工一年后方

可进行。2021 年项目原则上都应于 2021 年开工建设，本年度无

法竣工验收。所有项目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保护工程管

理相关规定，有序开展，未开工项目预计于 2022 年 4-5 月陆续

开工建设。

b.财政部随文下达安全事故发生率指标，指标值为≤0.5‰，

我区实际完成 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c.财政部随文下达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指标，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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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d.财政部随文下达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

保护修复率指标，指标值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e.财政部随文下达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指标，指标值

为≤0.5‰，我区实际完成 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f.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四有”

工作实现率目标，指标值为≥98%，新疆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

的国保单位“四有”工作实现率目标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

偏差率为 0%。

（3）时效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a.财政部随文下达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

意识指标，指标值为比上一年度提升，我区实际完成比上一年度

提升，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e.财政部随文下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指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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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长期，我区实际完成为长期，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

90%，我区实际完成 9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指标，指标值

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c.财政部随文下达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满意度指标，指

标值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 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数量指标

a.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指标，未完成原因为：2021 年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工程 2 项，其中新疆林校原玛纳斯校址修缮工程已经完工，巴

音沟承化寺修缮工程项目未开工，一是巴音沟承化寺为古建筑类

文物，古建筑类文化遗产在我区文化遗址中占比较少，所有构建

材料要求较高，而且需要从疆外联系相关供应商，但符合设计要

求的供应商很少，文物保护施工难度大，同时该项目施工受自然

条件限制较多。二是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发影响，文物保护工

程施工企业进疆施工受限制，工期延后，目前延期项目陆续开展

招标程序，计划 2022 年 5 月左右开工。

b.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指标，未完成原因为：

一是自治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自治区博物馆数字化项目、伊犁

州博物馆金属文物修复项目、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信息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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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羌县博物馆预防性项目、若羌县博物馆数字化项目、吐鲁番博

物馆数字化项目均已开工，完成招标等前期工作，正在进行数字

化采集、文物修复、文物储藏环境提升等工作，受疆内外疫情影

响，项目实施所需材料、项目实施技术人员等无法入疆按时到位，

未能按时完工验收。二是克拉玛依博物馆预防性项目、阿克苏地

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和田地区博物馆预防性项目因 2021 年第

二批资金 5 月 21 日才下拨，难以在 6 个月内实现招标、开工、

验收，项目实行期较短，未能按时完工验收。可移动文物保护项

目在 2022 年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有序开展。

c.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指标，

未完成原因为 202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共 17 项，完工 3 项，实施中 11 项，未开工 3 项。2021 年新疆

文物保护工程进度缓慢主要原因，一是我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地

理位置较为偏僻，文物保护施工难度大，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多。

二是新疆文物类型以古遗址居多，主要以土质、砂砾岩构成，稳

定性极差，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要求，遵

循文物保护工程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全面保存文物真实历史信

息和价值要求，文物保护工程在施工前必须对实施部位进行考古

清理工作，考古审批由国家文物局受理，因此文物保护单位文物

保护工程的审批流程较其他项目复杂，施工周期也随之增长。三

是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发影响，文物保护工程施工企业进疆施

工受限制，工期延后。四是伊犁州实施的项目清代卡伦遗址修缮、

昭苏圣佑庙大雄宝殿修缮、吐虎鲁克·铁木尔汗麻扎——妹妹麻

扎保护修缮等 3 项工程已完成招投标工作，但受 2021 年伊犁州

疫情限制无法按期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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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指标，未完成

原因为：第二批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资金申请了 6776 万元的项

目，但最后只拨付了 4124 万元的项目，部分预防性项目和文物

本体修复项目未拨付，导致数字化项目占一般项目总比重上升。

今后申报可移动文物项目将严格按照小于百分之十的要求申报，

并留足空间。

2.未完成质量指标

a.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未完成原因为：一是可移动文物保

护项目需在前期开展全面科学的保护、修复、信息采集措施论证

及实验并获得良好效果后，方能进入具体实施阶段，项目周期长，

工作完成率及资金使用率较低；二是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

工程管理办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

验收须于项目完工一年后方可进行，因此项目验收合格率较低。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

（1）个别地方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是地县两级文物保

护力量薄弱。“小马拉大车”现象突出，无法履行应有的监管作

用，文物保护单位日常保养不足。原有文物局编制被统筹使用，

偏远地县文物保护工作为非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兼职”。二是部

分县市尚未建立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协调机制，遗产保护工作受

到制约。

（2）个别地州文物保护工程管理不规范。文物保护项目进

度缓慢，监管力度不足，缺少工程进度台账、工程档案不齐全、

审批流程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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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1）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内控制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十

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和国家文物局《“十四五”对

口支援新疆文物工作专项规划》，制定并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积极推动新疆历史文

化遗址保护利用与《“十四五”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规划》、《大

遗址“十四五”专项规划》、文化润疆工程、城镇总体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等衔接。根据国家文物保护工程及资金相关

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要求，继续推进完善新疆文物保护工程管理

内控制度。

（2）强化文物保护工程监管力度。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

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进度监督暂行规定〉

的决定》要求，推进落实文物保护工程开工报告制度、工程进度

台账制度。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检查管理办法（试行）》《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组织

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项目竣工验收和检查工作。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

10 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 10 分、产出指标 50

分、效益指标 30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经自评，2021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85.17 分，其中：预算

执行 5.23 分、产出指标 39.94 分、效益指标 30 分、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10 分，自评结果为“良”。

（二）在绩效自评中，发现部分资金执行率不够、甚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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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未启动等问题，针对问题提出以下改进措施，一是在预算执

行方面，资金下达后及时沟通，督促项目开展工作。在项目检查

中，如发现项目在实施中存在执行率不足情况，及时敦促加快资

金执行；二是在项目管理方面，加强事前项目事中事后检查督查

工作；三是在管理服务方面，做好地州文旅局的文物保护工程服

务咨询工作;四是加强业务人员培训，强化文博队伍业务能力。

（三）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门户网站及自治区

财政厅网站上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附：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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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 年度）

转移支付专项（项

目）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负责人及电话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地方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

15700 8210.94 52.30%

其中：中央补助 15700 8210.94 52.30%

地方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

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

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提升文物安全水平，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全年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

物保护项目（一般项目）
17 项 3 项

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

发影响，文物保护工程

施工企业进疆施工受

限制，工期延后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保护项目（一般项

目）

2 项 1 项

受 2021 年点状疫情爆

发影响，文物保护工程

施工企业进疆施工受

限制，工期延后

考古项目（一般项目） 17 项 17 项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一般

项目）
13 项 3 项

受疆内外疫情影响，项

目实施所需材料、项目

实施技术人员等无法

入疆按时到位，未能按

时完工验收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

国保单位保护利用规划实

现率

≥98% 100%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一般

项目补助的比重

≤15% 4.89%

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

般项目补助的比重
≤10% 13.33%

第二批可移动文物保

护项目资金申请了

6776 万元的项目，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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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只拨付了 4124 万元

的项目，部分预防性项

目和文物本体修复项

目未拨付，导致数字化

项目占一般项目总比

重上升

质量

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55.55%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文物保护工程竣工

验收须于项目完工一

年后方可进行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

国保单位“四有”工作实现

率

≥98% 100%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0‰

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

率
≥90% 100%

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

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率
≥90% 10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生率 ≤0.5‰ 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全国文物保护水平与

全民文物保护意识

比上一年

度提升
100%

可持续

影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影响
长期 1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100%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

度
≥90% 100%

社会公众对重点文物保护

满意度
≥90% 10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

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

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

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

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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