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宁夏彭阳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

调查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

考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 年

项目总额 288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288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288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288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

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宁夏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2025-2027 年）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将红河流域剩余区

域进行全覆盖式的考古调查。截止 2024 年，已完成红河流域上游三条支流的调查工作，剩余

的调查区域以红河流域干流区域为主，调查面积约 180 平方公里，每个年度计划完成 60 平方

公里范围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将继续按照全覆盖式踏查的工作方法展开调查，科学详实地记

录调查资料，并继续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在此期间也会加大对重点遗址重点遗迹的考察力

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项目实施长度、面积或范围
调查时长 3 年，调查面

积共约 180平方公里

12-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合格率 95%以上

安全事故发生率

项目档案资料完整率 95%以上

13-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周期 3 年

14-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总控制数 ≤288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考古调查发掘期间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力数量 30左右

22-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

意度
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固原工作站园林绿化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42.1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4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40
其中：

转移市

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4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该项目资金 40万元。意在有效改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的院内生态环境，彻底

解决院内黄土裸露、表层土壤沙化、水土流失严重等存在的现状问题，消除院内卫生和环

境死角，切实改变固原工作站的环境形象，同时作为出土文物的存放单位，可以有效改善

文物的存放环境，对于文物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栽植常绿乔木 69株、落叶乔木 202 株、亚乔木 87

株、栽植花灌木及造型球类 185 株、绿篱 1282平方

米、花卉 150平方米、栽植草坪 2568 平方米

40000 平方米

12-质量指标 按设计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固原工作站园林绿化项目 ≥95%

13-时效指标 固原工作站园林绿化项目实施完成时间 2025年 6 月

14-成本指标 固原工作站园林绿化项目经费 ≤40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所需的相关材料，能带动这一部

分商户的销售，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以及这些

材料在运输、存储、施工过程中，将政策资金转移

为企业或居民收入，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有效提升

22-社会效益

项目建成后在日常维护过程中，还需要雇佣若干名

日常维护人员，将提供若干中长期的工作岗位，提

高了部分农民群众的就业和家庭收入，对居民生活、

社会稳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增强

23-生态效益

可以有效改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原工作站的院

内生态环境，彻底解决院内黄土裸露、表层土壤沙

化、水土流失严重等存在的现状问题，同时对周边

环境以及原州区内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长期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为工作站内的工作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为出土文物的保护创造一个良好的存放空间
≥95%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涉案文物评估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2-经常性项目 项目期 99年

项目总额 1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金

资金总额 0其中：财政拨

款
1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2025 年，我所准备积极配合相关机构开展工作，为后期司法机关的工作提供依据。通过涉

案文物的相关工作，将会提高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加大群众对文物的保

护力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开展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活动 ≥5 次

12-质量指标
涉案文物的鉴定评估工作完成率 ≥95%

涉案文物评估档案资料完整率 ≥90%

13-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周期 2025年

14-成本指标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涉案文物评估预算控

制数
≦10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通过涉案文物评估以及进行后期宣传，加大震慑作用，

提高文物保护意识，避免群众及企事业单位在文物、遗

址等范围内进行施工、破坏产生的的经济损失

有所减少

22-社会效益 提高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通过涉案文物评估进行后期宣传，提高文化保护意识，

可有效持续的提升对文物的保护力度。
长期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

度
涉案文物委托机构的满意度 有效提升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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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承天寺塔防雷升级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物考古研

究所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

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124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24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24

其中：

转移市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124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

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通过承天寺塔防雷升级改造，达到《古建筑防雷工程技术规范》GB 51017-2014 第一级防雷

古建筑的要求，以降低或减少雷击击于建筑物所发生的文物损害和人员伤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承天寺塔防雷升级改造 800平方米

12-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通过率 100%

安全事故发生率

13-时效指标 项目竣工日期 开工后 60天内

14-成本指标 工程预算控制 ≤124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工程实施可增加本地劳动力数量 ≥3人

22-社会效益 提升文物安全防护意识 效果显著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为文物保护提供决策支持 影响深远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

度
社会公众及管理使用人员满意度 ≥95%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宁夏清水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

调查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3-多年期延续性

项目
项目期 5 年

项目总额 1112.74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5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50
其中：

转移

市县

（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其中：财政拨

款
15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

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清水河全长 320 公里，宁夏境内总流域面积为 13511 平方公里，涉及本次调查的区域大约有

6000 平方公里，计划用六年（2024 年—2029 年）时间完成整个清水河流域全覆盖式调查任

务。本调查项目主要以清水河干流及各重要支流两侧区域调查为主，所涉及的行政区域有固

原市原州区全域、中卫市海原县全域、中宁县西部和南部、吴忠市同心县全域、红寺堡区西

部。计划完成考古报告 3至 4部，考古简报及研究性文章 6 至 9 篇，申请国家或者升级课题

项目 1项。2025 年主要对原州区进行考古调查，调查面积 1000 平方公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项目实施长度、面积或范围
调查面积约 1000 平方

公里

12-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项目档案资料完整率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3-时效指标 项目总体实施周期 6 年

14-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总控制数 ≤150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考古调查期间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力数量 20 人以上

22-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3-满意度指

标

31-服务对象满意

度

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及使用人员对保护情况

满意度
＞95%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彭阳幸福城秦汉墓地出土

铁质甲胄本体保护修复及复原项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

治区文物考

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3-多年期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3年

项目总额 121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121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121
其中：

转移市

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121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通过对彭阳幸福城秦汉墓地 M3墓葬出土的甲胄套箱清理，实现对铁甲的保护、铁甲形制的

研究，以及铁甲的复原，同时对套箱内可能出土的其他陪葬物的保护修复。其中，2025 年

首先完成套箱的清理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修复文物数量 1件/套

12-质量指标

档案记录完整度 ≥95%

文物损毁率

项目验收通过率 ≥95%

安全事故发生率

13-时效指标 年度工作时长 8 个月

14-成本指标 项目年度预算控制 ≤121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修缮期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力数量 ≥3 人

22-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 增强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延长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文物所属方对保护情况满意度 ≥90%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项目（含中央）-自治区考古所-宁夏彭阳姚河塬城址考古勘探项

目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

研究所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

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40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40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400

其中：

转移市县

（区）资

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40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

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本次考古调查勘探是为全面了解姚河塬城址的范围、面积、布局，摸清姚河源城址相关的全

部遗存，重点要搞清楚姚河塬城址的形制结构、功能分区、城内文化层堆积厚度、遗迹分布

及保存状况等内容，通过文字、图像、摄影等多种手段对上述信息进行全面记录，为后续发

掘以及城址保护提供基础资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

标

11-数量指标 项目实施长度、面积或范围
工作时长 2年，勘探面积

约 90.6万平方米

12-质量指标

项目的合格率 98%以上

资料完整程度 98%以上

安全事故发生率 事故发生率为 0%

13-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周期 2 年

14-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400 万元

2-效益指

标

21-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期可为当地提供劳动力数量 20人以上

22-社会效益 社会公众对当地文物保护的影响与意识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无 无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对历史文化传承影响期限 长期

3-满意度

指标

31-服务对象满

意度

项目区域群众满意度及使用人员对保护情况

满意度
96%以上



2025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表

（2025 年）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项目-宁夏考古研究所

主管部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
实施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文物考古研究所

项目属性 0101-一年期项目 项目期 1年

项目总额 50 其中：年度资金总额 50

其中：

本级资金

资金总额 50
其中：

转移市

县（区）

资金

资金总额 0
其中：财政拨款 50

其他资金 0 其中：中央资金 0

结余结转资金 0 自治区资金 0

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

考古所第四次文物普查项目 50万元。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宁夏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能有效全面的掌握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数据，为精细化、

科学化制定文物保护利用政策制度，推动我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通过普

查，不仅能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全面落实保护第一的要求，加强文物全

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的原则，而且能明确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分布和价值特

征，促进文物活起来，从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绩效值

1-产出指标

11-数量指标 现场指导并进行抽查审核次数（每年） ≥5 场（次）

12-质量指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13-时效指标 项目实施周期 2024 年-2026年

14-成本指标 考古所 2025年实地普查费用成本 ≤50 万元

2-效益指标

21-经济效益
对宁夏地区文物资源的展示、保护和利用的质量

影响，促进文旅融合。
有效促进

22-社会效益

实地指导普查对全面掌握自治区各类文物的分

布情况、数量、状况等相关信息，为制定文物保

护利用政策制度提供基础依据。

有效提升

23-生态效益 生态环境影响 不涉及

24-可持续影响 文物普查对全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影响期限 长期

3-满意度指标 31-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满意度，参与人员满意度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