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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长沙市望城区旅游专项

绩效评价报告

湘天信咨字【2023】第 0100 号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

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

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

关于开展 2022年度预算支出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望财绩

〔2023〕5号）等精神，湖南天信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接受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委托，对长沙市望城区文化旅游广电

体育局（以下简称区文旅广体局）主管的 2022年度旅游专项实施

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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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支出基本情况

（一）预算支出概况

为不断增强旅游业的综合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旅游

发展格局，提高旅游收入。根据长沙市委市政府文件《关于加快

现代旅游业发展建设旅游强市的决定》（长发〔2012〕9号）规

定各区（县）要设立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区不少于 500万元，县

（市）不少于 1000万元，并逐年增长。结合长沙市望城区旅游现

状及未来旅游事业发展需求，区长办公会议纪要〔2021〕46号，

同意 2022年旅游专项预算增加到 2000万元。

2022年旅游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旅游宣传营销活动，根据

奖励办法奖励扶持文旅企业，战疫情促发展扶持文旅企业，支持

文旅企业开展节会活动等。

（二）预算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望城区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2年部门预算的通知》（望

财预〔2022〕1号），望城区财政预算安排 2022年度旅游专项资

金 2,000万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旅游专项资金实际到位

1,631.60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81.58%。

2.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2022年旅游专项资金支出 1,604.06

万元，资金结转 27.5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31%（具体支出情

况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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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好项目资金作用，

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区文旅广体局联合区财政局共同制定了

《旅游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明确了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及项目申

报、审批、拨付要求。经现场评价核实，区文旅广体局专项资金

使用经区政府批复同意，严格按批复的资金分配明细执行，资金

支出基本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制度规定的用途。

4.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2022年度旅游专项资金由区文旅广体局组织实施，全面负责

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监督，确保项目按计划高质量、高标

准完成。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区文旅广体局出台了《长沙市

望城区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对游客招揽、

宣传推广、品牌提升等规定了一系列奖励扶持政策。

（三）预算支出绩效目标完成程度

项目总体目标是围绕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与文旅产业复苏，

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业态创新发展、客源市场拓展、行业环境提

升。年度绩效目标是立足全区旅游资源优势和区域特色，统筹规

划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开展品牌宣传与营销活动，推进产业融合

升级、业态创新发展、客源市场拓展、行业环境提升，增加旅游

人次，提高旅游收入。2022年，在科学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望城

区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与营销活动，接待各地区旅游总人数 1114.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7%，实现旅游总收入 108.64亿元，同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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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30%。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依据望城区财政局文件要求，基于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视，

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负责人，负责指导、

组织、协调项目绩效评价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法

在查阅区文旅广体局绩效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绩效评价工作

小组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

过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实施

根据工作方案，评价工作小组对 2022 年旅游专项资金开展

现场评价。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前期资料收集、现场评价、评价结

果反馈、报告撰写和资料归档五个阶段，现场查看旅游专项资金

支出凭证、抽查景区进行现场走访，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

旅游企业对旅游政策实施的满意情况、游客对旅游景区及旅游设

施的满意情况。

三、预算支出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一）预算支出主要绩效

1.项目产出情况

一是开展旅游宣传营销活动。紧抓春节、五一、端午、中秋

各个假日节点组织推出不同主题文旅活动，策划铜官窑国风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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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中秋千灯节、海丝·湘江和声遗珍展，“望城在等你 继续

春天的旅行”“我们的节日-粽情端午”等特色文旅活动，组织举

办“首届湖南旅发大会-2022年湖南省文旅科技产品应用展系列

活动暨文旅装备设备博览会”、承办长沙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等

活动。

二是根据奖励办法奖扶文旅企业。出台《长沙市望城区推进

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办法》，面向招徕游客来望城旅游

的旅行社、区内 A级旅游景区以及在本区工商登记的旅游相关企

业推出游客招徕奖、宣传推广奖、品牌提升奖三个项目共九个奖

项，奖励文旅企业，进一步扶持壮大文化旅游实体经济。

三是战疫情促发展扶持文旅企业。针对疫情防控期间望城区

旅游市场现状，拿出专项资金开展文旅行业战疫情、促发展帮扶

工作，帮扶企业 23家，提升文化旅游产业效能。

四是支持文旅企业开展节会活动。支持靖港镇、庐江社区、

茶亭镇、桥驿镇、铜官街道、高塘岭街道等相关街镇和区内各文

旅企业，组织推出不同主题文旅节会活动，如国风花火大会、中

秋千灯节、铜官“古镇居民卡”发布会、乡村旅游节等特色文旅

活动。

2.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实施促进了望城区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居民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举办的各大旅游节会活动、媒体宣传、招商活动

反响良好，扩大了望城全域旅游的品牌知名度，为文旅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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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打下了基础，增添了活力。2022年，在科学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望城区积极开展品牌宣传与营销活动，接待各地区旅游总人数

1114.26万人次，同比增长 2.57%，实现旅游总收入 108.64亿元，

同比增长 1.30%。

（二）评价结论

评价小组依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项目决策、项目过

程、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四个方面，通过数据采集、现场评价和

问卷调查等方式，对 2022年度旅游专项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综

合得分为 81.87分，评价等级为“良”。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8分，实得 6分，扣 2分，其中资金分配合理

性扣 2分。扣分主要原因为资金分配无依据，补助的范围确定和

额度无标准。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27分，实得 25分，扣 2分，其中资金使用合

规性扣 0.5分，信息公开扣 1分，管理制度健全性 0.5分。扣分主

要原因为超范围列支文旅局房屋安全检测服务费 14.48万元；部

分资金分配结果、绩效自评情况未公开；高质量发展奖励未制定

具体评选细则，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文件未正式印发。

（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29分，实得 25.7分，扣 3.3分，其中数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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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2.8分，时效指标扣 0.5分。扣分主要原因为戏曲进景区活动计

划完成 50场，实际完成 36场；戏曲进景区活动未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

（四）预算支出成本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6分，实得 4分，扣 2分。扣分主要原因为乡

村旅游补助资金 273万元、茶亭花海 3A级景区创建补助 25万元、

“花海文化艺术节”活动补助 30万元、戏曲进景区补助 100万元

无政策标准文件依据，成本控制欠到位。

（五）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本项指标分值 30分，实得 21.17分，扣 8.83分，其中经济效

益扣 4分，可持续影响扣 1分，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扣 3.83

分。扣分主要原因为望城区全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108.64亿元；望

城区全年接待各地区旅游总人数 1114.26万人次，同比增长 2.57%；

全民读书活动没有做效果测评，效果没有具体体现，扣 1分；通

过发放问卷 191份，综合满意度为 80.42%，扣 3.83分。

五、成本分析

2022年旅游专项资金预算安排 2000万元，2021年预算安排

1000万元，同比增长 100%，2022年旅游专项资金支出 1,604.06

万元，根据项目支出占比图可见，2022 年旅游奖补支出 750.58

万元，占比最高，达 46.79%，其中拨付给镇（街）、村（社区）

的乡村旅游扶持资金有 273万元，该部分支出无明确的资金补助

方案，补助额度以镇街填报的资金申报表为拨款依据，成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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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较薄弱；长沙市首届旅发大会支出 499.97万元，占比 31.17%，

该项支出为 2022年新增内容；宣传活动支出 224.59万元，占比

14%，但部分活动开展资金使用效益不明显，如：全民读书活动

主要采用外购外包模式，实施单位主动参与度不够。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做法

1.特色活动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在落实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紧抓春节、清明、五一、端午、暑期、中秋、端午、国庆各个假

日节点，组织推出不同主题的文旅活动，做热旅游市场。持续开

展全域旅游形象宣传，通过市区公交、出租车，小区入户门、电

梯等开展精准落地宣传，有效吸引客流。

2.多元营销推广望城旅游形象。做实落地宣传，推出地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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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2306行程订票短信、步行街路牌广告机等全媒体，依托快

乐在望、文旅望城等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大众点评等热门 APP，

持续开展全域旅游形象宣传。

3.创建活动提升区域文旅品牌。启动编制铜官古镇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和 5A级景区创建规划与创建方案，积极推进创建

工作，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对 A级景区全覆盖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与景区服务质量督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降低疫情影响，扶持

旅游企业，助力品牌创建，促进望城区文旅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1.资金分配依据不充分

经检查财务凭证发现，旅游专项中列支的乡村旅游补助资金

273万元、茶亭花海 3A级景区创建补助 25万元、“花海文化艺

术节”活动补助 30万元、戏曲进景区奖补 100万元，资金分配无

政策文件依据，缺乏对支持对象的合理测算、调查研究和分析，

无法准确判断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预算资金分配

是否科学、合理。

2.专项资金超范围支出

经检查财务凭证发现，专项资金使用界限不清晰，资金存在

统筹使用的情况。如：旅游专项中列支文旅局房屋安全检测服务

费 14.48万元，不符合项目支出范围。

3.信息公开公示不及时

一是部分旅游专项资金分配结果未在公开渠道进行公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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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项目绩效自评情况未全面、及时、准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开。

4.部分项目未完成年度计划

根据年初绩效目标，花鼓戏团计划开展戏曲进景区活动 50

场次，2022年度实际完成 36场次。

5.项目制度建设欠完善

望城区推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励未制定具体评选

细则，致使申报资料不齐全佐证不充分，如：湖南省柏乐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申报宣传推介奖 5万元，仅提供广告合同及发票；长

沙市望城区旅游行业协会申报宣传推介奖 9万元，仅提供部分合

同、发票及宣传资料。

6.部分项目产出效益不明显

带一本书游一座城活动中的全民读书活动一是未按照读者

进行分类，未区分对象进行精准设计与实施；二是未做效果测评，

项目效果没有具体体现；三是项目实施单位主动参与度不够，大

多采用外购外包模式；四是没有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杠杆，撬动起

社会资本参与全民读书活动；五是没有紧紧契合本地特点，项目

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

7.群众满意度有待提高

评价小组分别对旅游企业、游客开展满意度调查，共收回有

效调查问卷 210份。其中：旅游企业 19份，满意度 95%；游客

191份，满意度 80.42%，根据游客集中反馈，主要存在公共交通

不便利的问题，希望提升公共交通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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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编制内容过粗，分配随意性大，预算安排没有细化

到预算部门、单位和具体项目上，造成资金分配依据不充分。二

是项目资金缺乏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单位未严格执行财务管理

规定及项目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未按照预算批复的用途使用。

三是区文旅广体局对信息公开重视不够，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

职责不了解，造成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充分。四是项目实施过程

中对项目缺乏进度监控，外加疫情影响，导致项目进度缓慢。五

是制度建设和执行意识不强，没有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制度，

已明确资金支出范围的也未严格执行。六是缺少反馈机制，不重

视项目产出效益，忽视受益群体反馈的信息内容。

七、有关建议

（一）改革预算编制方法，健全预算编制程序

一是要改变预算编制长期沿用的“基数法”，全面实行零基

预算，公平合理地确定预算支出；二是细化预算编制内容，将预

算资金直接安排到具体单位和项目，减少财政性资金的二次分配。

改变专项资金分散性的分配体制，体现专项资金的重点使用效果；

三是公开预算内容，预算要具有刚性约束力，就必须透明。此外，

建议科学制定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标准和定额，在现行标准和

定额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从预算层面保障各部门、单位的正常运

转。

（二）加强项目资金管理，规范项目资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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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单位对各类经费使用情况的内部监督，加强各类经

费收支管理，规范经费使用，不超越相关规定的支出范围；二是

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结合实际的发展，需进一步控制项目资金使

用范围，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

（三）加强政策文件学习，规范信息公开标准

认真对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入落实《中小企业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将专项资金分配结果、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主动向社会公开。

（四）落实项目考核制度，确保工作顺利完成

一是建议将全年演出任务计划细化到各时间节点，做好项目

安排，细化分工，明确职责，逐条、逐项、逐个落实；二是建议

在预算编制时对项目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结合上年工作完成情况，

充分考虑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增强年度目标设定

的科学性、合理性。

（五）完善项目制度建设，充分发挥资金效益

建议区文旅广体局在政策标准制定上需明确政策实施边界，

优化奖补标准的分布结构，需进一步完善奖补标准及申报资料的

内容，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

（六）前期工作充分调研，提高项目产出绩效

一是开展全民读书活动前制定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对活动

对象进行定位、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对象设计不同的具体活动；

二是全民读书活动结束后需要对项目效果进行测评；三是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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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单位应积极主动参与；四是全民读书活动可充分利用财政资金

这个杠杆，撬动起社会资源、社会资本来参与全民读书活动，动

员企业、社区、学校、行政事业单位都来参与全民读书活动；五

是全民读书活动可以紧紧契合本地方特点、本地特色，比如望城

是雷锋同志故乡，图书馆推进全民读书活动，要突出与彰显雷锋

品牌雷锋价值雷锋精神雷锋影响，通过各种读书活动，提升本地

图书馆的品牌与影响，逐步建设成全国县区图书馆的高地和样板。

（七）重视群众心声，提高整体满意度

一是建议各景区推出更多的旅游活动和特色项目，创新活动

形式，满足游客需求；二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提高

群众知晓度及参与度；三是优化调整城市公共交通线路布局，提

高城市公共交通对旅游景区景点的覆盖广度；四是定期对游客进

行满意度调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根据意见反馈结果，

分析游客的需求及偏好，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 1：2022年度长沙市望城区旅游专项绩效评价基础数据汇总

表

附件 2：2022年度长沙市望城区旅游专项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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