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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15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广东省促进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

〔2018〕27 号）的有关规定，2019 年广东省财政预算安排

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额度为 12,932 万元，其中旅游产业

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 6,932 万元，涉及地级市 21 个和省机

关单位，资金分配方法采用因素法和项目法；旅游投资大项

目贴息项目资金 6,000 万元，涉及地级市 10 个，资金分配

方法采用项目法。主要目的是到 2020 年，优质旅游产品更

加丰富，新增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10 家，形成若干个旅游

产业集聚发展功能区，新增旅游星级饭店 5 家，其中五星级

饭店 2 家，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功能更加完善，乡村旅游接待

人数达 5.2 亿人次，乡村旅游总收入达 2200 亿元。旅游产

业综合竞争力明显增强，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市、县（市、

区）达到 20 个，全省接待过夜游客 5 亿人次以上，旅游总

收入达 1.6 万亿元，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7%，涉旅

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 15%以上。到 2025 年，广东旅

游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珠三角都市旅游发展核、

滨海旅游产业带、北部生态旅游区和粤港澳世界级旅游休闲

湾区功能更加完善，全面实现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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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化、旅游治理规范化、旅游效益最大化，建成全域旅游示

范省，初步建成世界旅游休闲目的地。打造全域旅游大品牌，

做大做强旅游龙头企业，推动传统旅游企业转型，引导旅游

与文创融合发展。

（二）项目资金情况

1.资金的额度情况。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省级安排旅游宣传支付资金—

—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预算安排 6,932 万元，实际

安排到位 6,932 万元；省级安排其他文化和旅游支出资金—

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项目资金—预算安排 6,000 万元，实际

安排到位 6,000 万元。

2.绩效目标。

项目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旅游产业发

展及品牌宣

传营销

1. 培育发展优质旅游项目，优化

我省旅游业发展环境，健全优质

旅游产品体系，完善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其中：推动 2-3 个县（市、区）

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 全面提升广东旅游形象，增强

广东旅游整体竞争力，吸引更多

的国内外游客来广东旅游，推动

我省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推动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1) 推县（市、区）成功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 3 个左右（个）;

（2）扶持高端旅游项目数量 5 个

左右（个）；

（3）基础配套设施验收合格率 90%；

（4）国内过夜游客人数增长大于

8%；

（5）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速 9%；

（6）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 2%；

（7）落实环境保护政策要求较好；

（8）推动全域旅游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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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展，保证全省旅游业指标实现平

稳较快增长，其中：旅游总收入

预期增长 9%、旅游外汇收入预期

增长 2%，接待过夜国内外游客预

期增长 8%，其中入境过夜游客预

期增长 1.5%。

（9）游客满意度 80%；

旅游投资大

项目贴息

1. 培育发展优质旅游项目，推动

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健全优质旅游产品体系。

2. 培育发展龙头旅游大项目，打

造旅游大企业品牌，提升旅游产

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提高我省旅

游产业的竞争力。

1. 培育发展旅游重点项目数

量 2个；

2. 贷款贴息资金占项目投资额

比重≦1%；

3. 旅游发展模式转变意识改善；

4. 旅游项目服务面辐射面较广

5. 财政资金带动社会资本投入旅

游业总资金量≧ 40 亿元；

6. 贴息撬动贷款资金量≧12 亿

元；

7. 落实环境保护政策要求较好；

8. 推动全域旅游长期发展；

9. 游客满意度 85%；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项目本次绩效评价共计得分如下：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

宣传营销项目为 96 分，得分率为 96%；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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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为 97.8，得分率 97.8%。此财政事权专项资金自评分数

为 96.9，自评等级为“优”。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1）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

传营销资金预算安排 6,932 万元，实际安排到位 6,932 万元，

实际已支付资金 4,835.68 万元，资金结转 2,096.32 万元。

说明如下 ：结转资金绝大部是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停

止建设造成的；另外，肇庆市的《华辰玫瑰农业生态旅游度

假区游客服务中心、科技展示中心及生态停车场建设项目》

只完成前期工作，因受疫情和项目优化调整，影响了报批进

度，所以造成款项没有发生支付 800 万元（其中包括了旅游

投资大项目贴息项目的 300 万元）；部分结转资金是奖励资

金，安排及支出的全过程需较多时间。具体支出情况如下表

2-1：

表 2-1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下达额度 实际支出金额 资金结转

1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奖励 1500 702.55 797.45

2 高端旅游项目 2200 1700 500

3 国内交流合作推广 227 227 0

4 精品游径路线扶持 1000 392.13 6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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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下达额度 实际支出金额 资金结转

5 媒体宣传营销 1345 1154 191

6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660 660 0

合 计 6932 4835.68 2096.32

（2）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项

目资金预算安排 6,000 万元，实际安排到位 6,000 万元，实

际已支付资金 5310.88 万元，结转 689.12 万元。结转的主

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云浮市“文化和旅游消费项

目”225 万元资金受到严重的影响，使原《云浮市促进文化

和旅游消费实施方案》无法实施。具体支出情况如下表 2-2：

表 2-2 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际下达额度 实际支出金额 资金结转

1 高端旅游项目 2000 1691 309

2 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 3000 3000 0

3 文化和旅游消费项目 1000 619.88 380.12

合 计 6000 5310.88 689.12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项目。

广州番禺、江门台山成功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认定 7 个县（区、镇）为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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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配套政策，在全国率先出台由省级层面制定的政府规章文

件《广东省民宿管理暂行办法》，联合 15 个部门出台《乡村

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实施方案》，推出64条历史文化游径和100

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99 个文化和旅游特色村、20 个省旅

游风情小镇，开展“广东文旅护照”等项目，红色旅游、博

物馆和美术馆旅游、文化遗产旅游、工业商贸旅游等成为新

热点。开展全省文旅消费重点项目推荐活动，分类指导韶关、

云浮、惠州、清远、梅州、湛江、茂名等地开展文化和旅游

消费工作。推动地方旅游年卡、乡村旅游节、文化旅游节等

项目有效开展，并予以经费支持，激发各地文化和旅游消费

潜力。积极借力展会平台，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

（2）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项目。

项目实施后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方面取得效益，

其中：经济效益：旅游业优化产业结构，带动区域范围内建

筑业、制造业、食品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业等

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快速、稳步

发展。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

从而进一步推动地区对外开放。社会效益：各地区的项目的

建设和运营，极大丰富区域旅游产品和元素，与周边旅游资

源形成良性互动，对当地的酒店旅馆业、餐饮服务业等产生

切实带动，推动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上新台阶。生态效益：经

大项目投入，项目所在的区域，旅游资源丰富，交通区位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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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优越，旅游资源特色突出。通过建设，可以使地区上下普

遍重视旅游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让本地居民自觉维护

生态平衡，让游客深入认识生态环境演变的规律，从而最大

限度的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所取得的生态环境效益是

不可估量的。项目投入使用后，优化了生态和经营环境，建

设为各地游客提供绝佳的活动场所，获得众多游客的好评。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带动金融资本，引导民间资

本，全力支持我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优质旅游项目。

3.专项资金绩效指标分析。

（1）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项目。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一、投入 20 19.5 97.5%

二、过程 20 17.2 86%

三、产出 30 29.8 99.33%

四、效益 30 29.5 98.33%

评价总得分 100 96 96%

一是投入分析。

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9.5 分，得分率为 97.5%。

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项目在资金目标设置、保障措

施和落实方面，总体情况良好，资金额度已下达到实施单位。

但在论证和计划性方面得分率一般，主要原因为：小项目-

精品游径路线扶持补助资金额度较少而造成有些项目没有

做项目可行性分析；另外，有些地市的项目因疫情影响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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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度，但没有对疫情结束后如何启动，做相对应的重启计

划。

二是过程分析。

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7.2 分，得分率为 86%。在

支出规范性、实施程序方面情况良好，每个项目都有相应配

套管理制度，对项目进行了验收。但资金支出率得分率较低。

只有 70%，主要原因是：一是受社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

造成整个工作不能开展；二是部分项目因项目优化调整，如

肇庆市的《华辰玫瑰农业生态旅游度假区游客服务中心、科

技展示中心及生态停车场建设项目补贴》资金 500 万元未使

用；另外，部分项目未能提供项目建设的监管工作的佐证材

料。

三是产出分析。

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9.8 分，得分率为 99.33%。

在成本控制、完成数量、完成进度、完成质量方面情况良好，

各个指标都能按照规定的任务完成。

四是效益分析。

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9.5 分，得分率为 98.33%。

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方

面情况良好。一是创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拉动了当

地乡村的经济发展；二是完善旅游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广东

旅游形象，增强广东旅游整体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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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来广东旅游；三是提升了游客满意度，得到当地群众的一

致好评。但是受香港“修例风波”严重影响，国际旅游收入

年度增速指标没有完成，指标定增速 2%，2019 年国际旅游

收入增加了 0.05%（按美元算，如折算成人民币则增加 4.5%）。

（2）旅游投资大项目贴息项目。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一、投入 20 20 100%

二、过程 20 18.3 91.5%

三、产出 30 29.5 98.33%

四、效益 30 30 100%

评价总得分 100 97.8 97.8%

一是投入分析。

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20 分，得分率为 100%。旅游

投资大项目贴息项目在资金目标设置、保障措施和落实方

面，总体情况良好，资金额度已下达到实施单位。

二是过程分析。

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8.3 分，得分率为 91.5%。

在支出规范性、实施程序方面情况良好，每个项目都有相应

配套管理制度，对项目进行了验收。但资金支出率得分率为

88.33%，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云浮市文化

和旅游消费项目第十届云浮石文化节、云浮市首届乡村旅游

节”项目，资金结转 225.53 万元，肇庆市的《华辰玫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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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态旅游度假区游客服务中心、科技展示中心及生态停车

场建设项目》，资金 300 万元未使用；另外，部分项目未能

提供项目建设的监管工作的佐证材料。

三是产出分析。

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29.5 分，得分率为 98.33%。

在成本控制、完成数量、完成进度、完成质量方面情况良好，

各个指标都能按照规定的任务完成。

四是效益分析。

指标分值 30 分，评价得分 30 分，得分率为 100%。在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发展、满意度方面情

况良好。一是通过对大项目贴息，拉动了当地乡村的经济发

展，项目带动的游客增速为 15.5%，据其中 2 个项目提供数

据显示：增加就业 1000 个岗位，游客人数增加了 30 万人次；

二是广州长隆集团旅游接待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等 7个项目

共获得 7180 万元省旅游专项资金扶持，增强广东旅游整体

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广东旅游；三是提升了游

客满意度，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部分地方和部门的绩效管理意识不强。

部分地方和部门对绩效自评认识不足，对专项资金绩效

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支出轻产出、重项目申报轻项目

督导和绩效评价等问题。这首先就体现在项目绩效自评基础



11

工作上，收集材料大部分为财务核算和上级资金下达文件方

面的材料上。一些单位在项目绩效目标的设定上较为模糊、

简单。未能从前期论证、数量、质量、时效、成本、效益等

多方面收集材料，特别是缺乏对专项资金使用后而达到项目

效果方面的反映，绩效评价指标所对应绩效信息点的相关佐

证材料，去综合衡量资金使用的效果。

2. 绩效监管举措落实不到位。

绩效监管落实离不开相关主管部门的有效指导和管理。

在检查各地市及部门提交的佐证材料时发现，基本没能提供

当地主管项目单位的相关监管文件，未能更有效发挥督导作

用。

3. 资金支出率偏低问题。

因旅游产业发展及品牌宣传营销项目的部分资金下达

时间在下半年，造成下达到地方单位的时间较晚，又加上遇

到疫情，影响了项目开展工作，造成项目资金支出率偏低，

从而影响了项目进度。

三、改进意见

（一）提高全面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意识

2018 年 9 月 1 日印发并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指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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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 绩效目标

管理已经覆盖所有省级专项资金，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逐步建立，绩效评价工作已成为预算管

理的常态化工作。省文化和旅游厅应提高部门绩效评价水

平，并与各地市主管文化和旅游部门协调，以此次评价工作

为契机通过文件下达、宣贯政策等形式，持续提高部门、地

市文化和旅游专项资金使用单位的绩效目标管理意识。例

如，引导全体工作人员清楚认识绩效目标与日常工作计划、

预算执行的同等约束力，做到客观、科学填报预算绩效指标，

并在工作中努力完成绩效目标。

（二）完善项目管理，提升监管成效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各自负责项目的跟踪监管措

施，省级部门应加强对下级部门的督导检查工作。项目单位

要将专项管理模式化、制度化、组织化，制定专项资金跟踪

监控制度，成立由省主管部门牵头、各地市直管部门参与的

专项监督小组，重视对专项资金的检查工作。针对项目实施

单位专项资金监管体系不完善及存在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

况，建议项目单位：一是在已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基础上，

制定具体的专项资金跟踪监督管理措施或办法，实行资金动

态监管，进一步完善专项资金监管制度体系；二是成立由省

级主管部门指导、各地市直管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共同参与

的专项资金监管小组，明确监管小组的职能。自财政资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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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后，以季度为考察时间点，定期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度进

行跟踪，并形成检查记录，针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以

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加强专项资金工作计划

各项目单位应制定做好疫情复工项目工作计划，争取将

前段拖慢进度抢回来；另外，省文化和旅游厅处室应加强对

各地市的业务指导，做好调研工作，以协助各地市文化和旅

游部门的复工工作，完成各项目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