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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专项转移支付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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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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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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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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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项目转移支

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2 年度，财政部分两批下达新疆 2022 年国家文物保

护项目资金共计 14534万元，用于文物保护项目的维修保护、

文物安防、消防及防雷等支出，详细如下：

2021 年 10 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

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下达新疆

2021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资金 1524�万元。

2022年 4 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号），下达新疆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调减资金 K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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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为：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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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34

其中：财政资金 1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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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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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四有”

工作实现率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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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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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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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

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1〕234 号）下

达资金 1524� 万元，2022 年 5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教

〔2022〕54 号）调减资金 K14 万元，新疆 2022 年国家文物

保护项目，共计资金 14534 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分配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实

施单位

项目

类别
补助范围 补助事项 项目名称

最终安

排金额

总计 14534

1

自治

区本

级

自治区

文化和

旅游厅

（文物

局）

重点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保护规划编

制

新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工作规划编制
100

2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

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

遗址考古发掘

52

3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

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发

掘

150

4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

城遗址考古发掘
161

5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

市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

143



6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

舒克市托库孜萨来遗址

（唐王城遗址）考古发掘

145

7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

呼斯塔遗址考古发掘

121

8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

县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

发掘

37

9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市汗诺依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

116

10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

北庭故城遗址考古发掘

168

11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

勒市玉孜干遗址考古发

掘

138

12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

市乌什吐尔古城遗址考

古发掘

103

13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

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

145

14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

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唐朝

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122

15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市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
115

16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

考古发掘

130



17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伊吾县尖甲坡墓群考

古发掘

135

18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

地区疏附县阿克塔拉遗

址考古发掘

129

19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市高昌区西旁景教遗

址考古发掘

204

20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市高昌区巴达木东墓

群考古发掘

98

21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勘

探和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

坤县大河古城主城东墙

遗址考古发掘

56

22

克孜尔

石窟研

究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安防
克孜尔千佛洞安防升级

改造工程
1492

23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文物技术保

护（含文物本

体修复）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

皮靴保护修复方案
41

24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

文物考

古研究

所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文物技术保

护（含文物本

体修复）

新疆巴里坤团结东路墓

地出土清代服饰保护修

复方案（二期）

78

合计： 4179

25
乌鲁

木齐

市

乌鲁木

齐市博

物馆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安防 乌鲁木齐文庙安防工程 175

26

乌鲁木

齐市博

物馆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安防
毛泽民办公室及宿舍旧

址安防工程
161

27
吐鲁

番市

吐鲁番

市文物

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安防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安防

升级改造工程
512

28
鄯善县

文化体
一般

省级及省

级以下文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鄯善县东大寺修缮及其

他保护性设施工程
70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物保护单

位保护

29
伊犁

州

昭苏县

博物馆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预防性保护

昭苏县博物馆可移动文

物预防性保护
256

30
昭苏县

博物馆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数字化保护

昭苏博物馆文物数字化

保护利用项目
242

31
昌吉

州

木垒县

博物馆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预防性保护

木垒县博物馆馆藏文物

预防性保护
300

32

阿勒

泰地

区

阿勒泰

地区博

物馆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预防性保护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预防

性保护项目
238

33

布尔津

县文化

体育广

播电视

和旅游

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大喀纳斯景区墓葬群海

流滩古墓群围栏防护和

标识建设工程

462

34

克拉

玛依

市

克拉玛

依市文

博院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文物技术保

护（含文物本

体修复）

克拉玛依市文博院藏纺

织品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40

35 巴州

且末县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陈列展示
扎滚鲁克古墓群一号墓

地与 M24 保护展示项目
507

36

哈密

市

巴里坤

哈萨克

自治县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石人子沟遗址群保护设

施建设工程
559

37

哈密市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拉甫却克古城遗址西城

墙保护修缮工程
340

38
喀什

地区

喀什地

区博物

馆

一般
可移动文

物保护
预防性保护

喀什地区博物馆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241



39
和田

地区

和田地

区文化

体育广

播电视

和旅游

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赛图拉哨卡遗址保护性

设施建设工程
222

40

阿克

苏地

区

库车市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重点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库车友谊路墓群保护展

示工程
5110

41

柯坪县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

文物本体维

修保护

阔纳齐兰遗址抢险加固

保护工程
372

42

库车市

文化体

育广播

电视和

旅游局

一般

省级及省

级以下文

物保护单

位保护

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

整体陈列展

示

库车市林基路烈士纪念

馆保护展示工程
548

合计： 10355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中央共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资金 14534 万元，

资金全部下达，分解到自治区文旅厅、自治区文博院及 11

个地州市，分别为：文化和旅游厅 100 万元、自治区文博院

40K9 万元、乌鲁木齐市 336 万元，吐鲁番 5�2 万元，伊犁州

49� 万元、昌吉州 300 万元、阿勒泰地区 K00 万元、巴州 50K

万元、哈密市 �99 万元、克拉玛依市 40 万元、喀什地区 241

万元、和田地区 222 万元、阿克苏地区 6030 万元。下达目标

情况如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2）

转移支付项目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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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15248

其中：财政资金 1524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在不破坏遗址环境、历史风貌的情况下，对大喀纳斯景区墓葬群海流滩古墓群建设

围栏防护设施和标识设施。以降低遗址存在的安全风险及隐患，确保文物安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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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不法分子狡猾、诡秘、预谋、冒险、不择手段，伺机突发作案，

难以预测的特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建筑物的实体防护有机的相结合，在科

学的管理下，达到防范严密，常备不懈，无懈可击，严阵以待发挥全天候的防范效果，

以完成与刑事犯罪作长期斗争的战略部署。从而达到防外盗、防内盗、防内外勾结、

防潜伏作案、防集团化作案、防智能化作案、防暴力抢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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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革命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目） 1

可移动文物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0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目） 0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0

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

重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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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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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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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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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其中：财政资金 52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进一步了解和探索通天洞遗址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探索古人生活及

其社会形态；进一步加深对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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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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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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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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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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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其中：财政资金 15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计划在原有发掘区域（墓葬东北部）继续下清，以期了解下层各种具体遗迹现象。具

体了解墓葬四分之一的具体结构、形制，进一步明确大墓的建筑形制、规模、功能区

划和建筑工艺等，深化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墓葬形制、丧葬思想、社会结构和生业

经济等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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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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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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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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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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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其中：财

政资金
161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厘清高台建筑与城门之间的道路系统； 2.了解高台建筑与城

墙之间重要遗迹的分布、布局与形制。 3.继续加强土壤、水文、动植物、历史地理等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4.对奎城周边同时期遗存进行区域考古调查，探寻塔里木盆地北

缘从聚落到城址的早期文明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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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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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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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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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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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其中：财

政资金
143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核心目标为究竟达勒特古城形制布局与历史沿革，并以达勒特古城为切入点，深化新

疆地区宋元时期国家管理与文化认同研究及丝绸之路文化与物质交流研究。年度目标

为确认内城中部夯土遗迹，及始建期遗存，明确内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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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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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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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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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托库孜萨来遗址（唐王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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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其中：财

政资金
145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设两条 5×50 米的长探沟，分别跨古城址北部两座城墙南北两侧，以解剖城墙，寻找

城门，了解内城、外城、大外城地层堆积情况。为了解城址形制、年代、性质及文化

内涵提供材料。同时，开展遗址周边古环境调查，为探讨遗址兴废提供材料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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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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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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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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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自治州温泉县呼斯塔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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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其中：财

政资金
121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进一步发掘西城墙北段西门附近支渠及与之相通的城内建筑遗迹，明确该遗迹的结

构及性质。

2．根据西城墙内侧分渠走向，发掘其北段及南段，寻找分渠在西城墙上的入、出口及

结构。

3．继续进行 2021 年度由于疫情中断的遗址西南部墓葬区冢 2 的发掘。

4．继续进行 2021 年度由于疫情中断的城墙西北角的发掘。

5．继续进行 2021 年度由于疫情中断的院落南门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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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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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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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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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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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其中：财

政资金
37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一、补充发掘东区南部洞窟遗址。一是可以确认吐峪沟东区南部现存的洞窟数量，为

考古报告中自东区向西区连续排布的洞窟编号提供依据；二是为确认吐峪沟西区南部

和东区南部遗址的性质、内在关联及寺院功能分区提供资料。二、东区北部 3 座洞窟

的发掘与局部解剖。吐峪沟石窟东区北部，经 2010、2011、2017 年的考古发掘，整体

形制布局和洞窟类型、组合关系已大致明确。但其中的第 6、9 窟尚未发掘，性质不明。

第 57 窟前后经过三个时期营修改建，过程较为复杂，其改建关系可为吐峪沟相关佛殿

窟和塔庙窟的相对年代提供地层学依据。但该窟发掘工作不足，对于洞窟第一、二期

的具体形制和改建过程不明，需要继续进行局部解剖分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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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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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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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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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汗诺依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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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其中：财

政资金
116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通过解剖沟了解遗址西部和南部文化层状况，确定遗址的南部与西部边界 2.确认斯

坦因等人论著中“哈萨塔木”在遗址中的位置

3.重点发掘遗址东城，重点勘探和发掘城内建筑形制布局及时代

4、局部发掘遗址东界的托普梯木（佛寺），确认其形制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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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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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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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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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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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其中：财

政资金
16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通过发掘能全面了解 10 号、11 号、13 号遗址的相互关系，从残存的遗迹中了解这个

区域的形制布局、性质和演变等等问题，另外也了解道路的堆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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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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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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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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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玉孜干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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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其中：财

政资金
13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一、在 2021 年发掘区域基础上，继续清理城内高台的东南角，以完整揭露城内高台的

形制。二、对城内高台内部的活动面选择破坏较严重的位置继续向下发掘，以找出高

台始建时期的活动面。三、对周边城垣疑似城门的位置进行发掘，以确定城门位置及

城址整体布局。四、对完整揭露出的城内高台进行基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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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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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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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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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乌什吐尔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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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其中：财

政资金
103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发掘乌什吐尔古城遗址南部，解剖城门和瞭望墩台，了解古城的结构布局和建筑形制，

从而进一步明确古城的年代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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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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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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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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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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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其中：财

政资金
145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发掘内城东北高台城址东门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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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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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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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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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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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其中：财

政资金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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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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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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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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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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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其中：财

政资金
115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⑴发掘新发现 I、II 号基址之间区域的建筑基址，探明三者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确认

结构布局和功能性质； ⑵发掘新发现的 III 号基址南侧房屋遗迹，弄清总体结构； ⑶

发掘 I 号佛塔东面约 50 米处沙垅上调查到的疑似建筑遗迹，进一步确认其性质文化内

涵，从而确认遗址的范围与总体布局 ⑷调查莫尔寺遗址周边同时期遗存，开展相关研

究，探讨喀什地区 10 世纪以前宗教流行情况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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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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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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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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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黑山岭绿松石采矿遗址考古发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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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其中：财

政资金
130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本次发掘目的在于揭示东天山区域青铜时代人群的采矿工业生产方式，增进对新疆史

前文化、经济、技术与社会的全面认识与深入理解。

2022 年度考古发掘工作将主要围绕遗址区域内的房址群展开，以矿坑 K16 为例，研究

矿坑的结构、坑内聚落居址的分布、手工业加工作坊的位置以及不同年代的矿坑其聚

落形态是否具有一致性，继而研究古代矿工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体系，复原该地区青

铜时代经济状况与早期工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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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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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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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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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尖甲坡墓群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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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其中：财

政资金
135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发掘主墓M1封堆，确认墓口位置、环壕结构；发掘殉牲坑东部第1列、陪葬墓PM1-PM8、

祭祀石堆 SD10、SD11、SD17，并对东侧立石进行有选择性的解剖式发掘。在该墓群

开展科学发掘，对于填补东天山地区考古学空白，揭示该地区游牧贵族独特的埋葬制

度、文化面貌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揭示东天山地区战国至西汉多元一体文明的形

成过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

疆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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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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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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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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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阿克塔拉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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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其中：财

政资金
129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由于阿克塔拉遗址分布的范围比较大，每个遗存点的堆积相对单纯，规模不大，本次

发掘主要针对地层堆积较厚的，具有文化遗迹出露的地点进行发掘，希望找到典型的

居址遗迹单位和墓地，特别是对于已发现的早期冶铜遗迹点也需要进行细致的发掘，

希望找到冶炼活动的关键证据和相关遗迹。 发掘方法仍然采用探方法，使用 RTK 和

无人机等进行全程测量和建模，通过发掘确定遗址的堆积层位和性质，遗存分布范围

和保存状况，对遗址进行综合评估，为今后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做出更加详尽的规划，

可以对于阿克塔拉遗存的性质和喀什地区早期文化的来源及去向等问题取得一定的考

古证据，提出新的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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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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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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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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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高昌区西旁景教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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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其中：财

政资金
204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对西旁景教遗址西、北、东三面坡上建筑进行考古发掘，揭示寺院形制布局、各房址

功能分区、使用年代及废弃过程等问题，为开展景教考古研究，及遗址保护、展示、

利用等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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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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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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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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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巴达木东墓群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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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其中：财

政资金
98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明确墓地性质、保护文物安全。经实地调查，巴达木东墓群有 23 座墓葬存在不同

程度的塌陷现象，且这批墓葬分布于农民的葡萄地内，农业耕种、灌溉对墓葬威胁极

大，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特别是文书等有机质文物。为进一步明确墓葬性质，确保文

物安全，保存完整的墓地资料，特申请对该墓地 23 座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保护工

作。

2、深入研究吐鲁番晋唐时期丧葬习俗等历史状况。

3、为下一步完善该墓地的相关研究提供基础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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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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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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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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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县大河古城主城东墙遗址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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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其中：财

政资金
56

其他资金

总体目

标

1.将大河古城主城东城墙坍塌堆积清理干净，保证大河古城东城墙保护修缮工程顺利

实施。2.保存较为完整的大河古城资料。维修加固工程必然对文物原本状况带来一定

影响，考古发掘能够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原始资料。3.补充哈密市历史时期遗存缺环。

通过研究和梳理，进一步明确唐代天山以北以北庭都护府为中心的西域军政建置体系

的构成，及其在国家管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而梳理新疆隋唐时代城市发展系列

及所在区域文化。4.完善大河古城布局建制研究。对主城东城墙的考古发掘，特别是

东城门的发掘能够进一步明确城址的功能和布局，为古城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重要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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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1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安全事故发生率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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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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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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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中央下达新疆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总预

算资金为 14534 万元，资金到位 14534 万元，到位率 100%,

其中，2021 年 10 月中央下达新疆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预算资金为 1524� 万元，2022 年 4 月中央下达新疆 2022 年

国家文物保护项目预算资金为-K14 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用于 2022 年国家

文物保护的资金总计 14534 万元，共计执行 �535.44 万元，

执行率 5�.K3%，具体如下：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执行情况表

单位： 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实施单

位

项目

类别

补助范

围
补助事项 项目名称

最终安排金

额

资金执行

数

总计 14534 8535.44

1

自治

区本

级

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

（文物局）

重点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保护规划

编制

新疆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工作规划编制
100 49.5

2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勒泰地区吉木乃县通

天洞遗址考古发掘

52 12.27

3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

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

考古发掘

150 61.34

4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轮台县奎玉克协海尔

古城遗址考古发掘
161 60.52



5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乐市达勒特古城遗址

考古发掘

143 68.92

6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

木舒克市托库孜萨来

遗址（唐王城遗址）

考古发掘

145 143.12

7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

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

泉县呼斯塔遗址考古

发掘

121 0

8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

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

考古发掘

37 0

9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市汗诺依古城遗址

考古发掘

116 0

10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

尔县北庭故城遗址考

古发掘

168 130.37

11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

尔勒市玉孜干遗址考

古发掘

138 107.09

12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

车市乌什吐尔古城遗

址考古发掘

103 79.93

13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

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遗

址考古发掘

145 140.65

14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

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

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

发掘

122 118.34

15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

发掘

115 89.24

16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

羌县黑山岭绿松石采

矿遗址考古发掘

130 126.10



17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

密市伊吾县尖甲坡墓

群考古发掘

135 130.95

18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

什地区疏附县阿克塔

拉遗址考古发掘

129 125.13

19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

鲁番市高昌区西旁景

教遗址考古发掘

204 197.88

20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

鲁番市高昌区巴达木

东墓群考古发掘

98 98

21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重点 考古

考古调查、

勘探和发

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

里坤县大河古城主城

东墙遗址考古发掘

56 55

22
克孜尔石窟

研究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安防
克孜尔千佛洞安防升

级改造工程
1492 839.56

23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文物技术

保护（含文

物本体修

复）

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

土皮靴保护修复方案
41 30

24

自治

区文

博院

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文物技术

保护（含文

物本体修

复）

新疆巴里坤团结东路

墓地出土清代服饰保

护修复方案（二期）

78 20.41

合计： 4179 2684.32

25

乌鲁

木齐

市

乌鲁木齐市

博物馆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安防
乌鲁木齐文庙安防工

程
175 0

26
乌鲁木齐市

博物馆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安防
毛泽民办公室及宿舍

旧址安防工程
161 0

27

吐鲁

番市

吐鲁番市文

物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安防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安

防升级改造工程
512 296.09

28

鄯善县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一般

省级及

省级以

下文物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鄯善县东大寺修缮及

其他保护性设施工程
70 39.2



保护单

位保护

29

伊犁

州

昭苏县博物

馆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预防性保

护

昭苏县博物馆可移动

文物预防性保护
256 174.65

30
昭苏县博物

馆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数字化保

护

昭苏博物馆文物数字

化保护利用项目
242 72.27

31
昌吉

州

木垒县博物

馆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预防性保

护

木垒县博物馆馆藏文

物预防性保护
300 201.45

32

阿勒

泰地

区

阿勒泰地区

博物馆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预防性保

护

阿勒泰地区博物馆预

防性保护项目
238 163.17

33

布尔津县文

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

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大喀纳斯景区墓葬群

海流滩古墓群围栏防

护和标识建设工程

462 150

34

克拉

玛依

市

克拉玛依市

文博院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文物技术

保护（含文

物本体修

复）

克拉玛依市文博院藏

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

方案

40 15.8

35 巴州

且末县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陈列展示

扎滚鲁克古墓群一号

墓地与 M24 保护展示

项目

507 128.66

36

哈密

市

巴里坤哈萨

克自治县文

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

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石人子沟遗址群保护

设施建设工程
559 146

37

哈密市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拉甫却克古城遗址西

城墙保护修缮工程
340 242.04

38
喀什

地区

喀什地区博

物馆
一般

可移动

文物保

护

预防性保

护

喀什地区博物馆馆藏

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
241 166

39
和田

地区

和田地区文

化体育广播

电视和旅游

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赛图拉哨卡遗址保护

性设施建设工程
222 185.75



40

阿克

苏地

区

库车市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重点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库车友谊路墓群保护

展示工程
5110 3299.04

41

柯坪县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一般

全国重

点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文物本体

维修保护

阔纳齐兰遗址抢险加

固保护工程
372 234

42

库车市文化

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

一般

省级及

省级以

下文物

保护单

位保护

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

片区整体

陈列展示

库车市林基路烈士纪

念馆保护展示工程
548 337

合计： 10355 5851.12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

护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1〕234 号），2022 年 5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第

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2〕54 号），资金全部安

排到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资金拨付和使用过程中，为确保

项目资金的安全性，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严格遵循专项

资金的拨付程序，认真审核项目实施各阶段的相关材料和手

续，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拨付资金。总体来看，本项目资

金的整体管理水平严谨细致，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

规范支付，规范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在管

理可控范围内顺利实施。对项目资金阶段性使用和绩效追

踪，起到了一定作用，既保障项目资金需求，又确保项目顺

利实施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文件精神，下达我区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 14534 万元，按照申报金额，

结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 号）下

达资金情况，进行拨付安排，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2.资金下达及时性

2021 年 12 月 15 日，《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

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下达

我区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1524� 万元，2021 年 12 月，自治区

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

知》（新财教〔2021〕234 号）下达各地州，资金分解下达

及时。

2022 年 4 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 号）调减资金 K14 万元，

2022 年 5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

护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2〕54 号），

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地州，资金分解下达及时。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

号）文件，财政部下达我区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14534

万元，资金全部用于文物保护项目的维修保护、文物安防、



消防及防雷等支出，有效改善我区文物保护水平。文旅厅按

时对各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

号）文件，收入列 110024K“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 20K“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

出”。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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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等文件要求执行，资金使

用规范。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根据财政部下达的《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

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教〔2022〕�K 号）文件要求，文旅厅按时对各项目执行情况

进行监督，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等文件执行资金，确保各项支出资金符合政策规

定的使用范围，预算资金不存在偏离较大的情况，资金执行

准确。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

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K 号）等

要求，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

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

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K.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支出责任履

行情况良好。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2022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安排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

及革命文物保护项目共 10 项，均正在实施中。所有项目严

格根据文物保护相关规定，按照计划逐步开展，有序推进。

项目的实施有效推进了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了文物资源

“证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是落实文化润疆工程的重要

举措。

2.2022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安排文物保护单位本体维

修及陈列展示保护项目 � 项，已完工 4 项，正在实施项目 2

项，未开工项目 2 项；考古项目 20 项，已完成 1� 项，实施

中 2 项（鄯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发掘、吐鲁番市高昌区

西旁景教遗址考古发掘）所有项目严格根据文物保护相关规

定，按照计划逐步开展，有序推进。未开工项目受 2022 年



全疆乌鲁木齐、伊犁、吐鲁番等地疫情限制，无法按期开工。

2023 年将加快统筹协调工作，尽快开展相关项目。

3.2022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安排文物保护单位安防保

护项目 4 项，正在实施项目 4 项；安防工程项目柏孜克里克

千佛洞安防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已完成、现已进入调试，验收

阶段。克孜尔千佛洞安防升级改造工程项目已完成 �0%的工

程量，已按工作计划完成阶段性工作。乌鲁木齐文庙安防工

程项目、毛泽民办公室及宿舍旧址安防工程等 2 项安防工程

项目受疫情影响，招标工作一直延期至解封后的完成，目前

已开工实施。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a.财政部随文下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

（重点项目）指标，指标值为 2，我区实际完成 0，完成率

0%、偏差率 100%。偏差原因是：库车友谊路墓群保护展示工

程项目预算 5110 万元，已完成投资 3299.04 万元。该项目为

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因配套实施配合文物保护工程的考古

工作时间较长，故而延长项目实施时间。新疆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片区工作规划编制项目预算 100 万元，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进行政府采购程序，确定由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为成

交供应商，成交价格为 99 万元，并于 2022 年 K 月签订合同

书。根据合同约定，于合同签订一个月内，向湖北省古建筑

保护中心支付了第一笔费用（合同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十，即

49.5 万元），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开始进行规划编制工作。

2022 年 � 月-12 月，因疫情原因，无法组织专家对规划初稿



进行评审，也无法支付剩余费用。我厅拟于近期组织专家评

审，形成送审稿报送国家文物局进行审批，并按合同约定，

向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支付剩余费用。

b.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保

护利用规划实现率指标，指标值为≥9�%，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2.04%，偏差率为 2.04%。

c.财政部随文下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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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指标值为≤15%，我区

实际完成 4.25%，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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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e.财政部随文下达考古项目（重点项目）数量指标，指

标值为 20，我区实际完成 1�，完成率 90%、偏差率 10%。偏

差原因是：鄯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发掘、吐鲁番市高昌

区西旁景教遗址考古发掘因受到疫情影响，未能按时开工建

设。

（2）质量指标。

a.财政部随文下达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

“四有”工作实现率指标，指标值为≥9�%，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0%。

b.财政部随文下达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指标值为≥

9�%。我区实际完成 64%，完成率 65.31%，偏差率为 34.69%。

偏差原因一是根据国家文物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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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受

全疆多地近半年疫情影响，� 个文物本体维修保护项目目前

已完工 4 项，实施中 2 项，2 项未正常开工；陈列展示 1 个

项目，正在实施中，本年度无法竣工验收。三是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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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疆内外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材料无法入

疆，导致 10 个项目验收工作完成率及资金使用率较低。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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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率为 0%。

d.财政部随文下达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指标，指

标值为≥90%，我区实际完成 100%，完成率 111.11%，偏差率

为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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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随文下达提升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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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实际完成有效提

升，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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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随文下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指标，指

标值为长期，我区实际完成长期，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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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完成率 100%，偏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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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完成率 100%，偏

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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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数量指标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项目（重点项目）指标，



未完成原因为库车友谊路墓群保护展示工程项目预算 5110

万元，已完成投资 3299.04 万元。该项目为国家文物局重点

项目，配套实施配合文物保护工程的考古工作，因考古工作

时间较长，故而延长项目实施时间。

（2）未完成的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指标，未完成原因一是根据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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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是受全疆多地近半年疫情影响，� 个文物本体维修保护项目

目前已完工 4 项，实施中 2 项，2 项未正常开工；陈列展示

1 个项目，正在实施中，本年度无法竣工验收。三是可移动

文物保护项目受疆内外疫情影响，部分项目材料无法入疆，

导致 � 个项目还未完工验收。四是乌鲁木齐文庙安防工程项

目、毛泽民办公室及宿舍旧址安防工程等 2 项安防工程项目

受疫情影响，招标工作一直延期至解封后的 2022 年 12 月 25

日才完成。所有项目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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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期验收。未开工项目预计

于 2023 年 4 月陆续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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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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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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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自评价得分为

91.0� 分，其中：预算执行 5.�K 分、产出指标 45.21 分、效

益指标 30 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 分，自评结果为“良”。

2、在绩效自评中，发现部分资金执行率不够、甚至部

分项目未启动等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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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时督促加快资金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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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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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转移支付（项

目）名称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文物局

地方主管部门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4534 8535.44 58.7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534 8535.44 58.73%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

性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

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教〔2022〕87 号）文件明确项目资金明细，

自治区文旅厅根据财政部下达的要求，对照资金分

配情况分配项目资金。

无

下达及时

性

2021 年 10 月，《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

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2022 年 4 月，《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

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7

号）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14534 万元。

2021 年 12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教〔2021〕

234 号），2022 年 5 月，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

（新财教〔2022〕54 号），将资金分解下达各地

州，资金分解下达及时。

无

拨付合规

性

根据财政部下达的《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

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

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87 号）文件要求，

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

性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1〕232 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2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教〔2022〕87 号）文件，收入列 1100247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

入”,支出列 20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资

无



金使用规范。在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

未发现问题。

执行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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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文【2018】178 号等文件执行

资金，资金执行准确。

无

预算绩效

管理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新财教〔2016〕233 号)关于印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专项经费暂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新号)等要求，严格执行有关财经制度，进

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在预算执行中做好绩效监

控，预算执行完做好绩效评价，切实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确保资金安全规范使用，确保年度绩效

目标如期实现。

无

支出责任

履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

任，支出责任履行情况良好。

无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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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安排文物保护单位

保护项目 7 项，已完工 4 项，正在实施项目 1 项，

未开工项目 2 项；考古项目 20 项，完工 18 项，

未开工 2 项。所有项目严格根据文物保护相关规

定，按照计划逐步开展，有序推进。未开工项目

受 2021 年全疆多地疫情限制，无法按期开工。

2022 年将加快统筹协调工作，尽快开展相关项

目。

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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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

值

全年实

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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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

目）

2 0

库车友谊路墓群保护展示工

程项目预算 5110 万元，已完

成投资 3299.04 万元。该项目

为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配

套实施配合文物保护工程的

考古工作，因考古工作时间

较长，故而延长项目实施时



间。自治区文旅厅（文物局）

将做好项目后续的监督管

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并督促项

目尽快完成。

考古项目（重点项目）

数量
20 18

鄯善县吐峪沟石窟遗址考古

发掘、若羌县黑山岭绿松石

采矿遗址考古发掘因受到疫

情影响，未能按时开工建设。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文物

局）将在 2023 年督促该项目

开工实施，并确保项目资金

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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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项目预算占一般项目

补助的比重

≤15% 4.20%

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

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
≤10% 1.6%

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

0.5‰
0‰

文物损毁、违规修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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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64%

国保单位保护工程未进行竣

工验收，完工后按照相关规

定，需在竣工 1 年后组织验

收，尽快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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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

可持续影

响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影响
长期 长期

满意 服务对象 博物馆参观人员满意度 ≧90% 90%



度指

标

满意度指

标

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

意度
≧90% 90%

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满

意度
≥90% 90%

说

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如没有请填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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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实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