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汕头市龙湖区档案馆改建项目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汕头市丰业会计师事务所）

一、评价项目概要

（一）项目概况

为促进龙湖区档案事业的发展，更好提供覆盖人民群众

的档案资源体系，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和确保档案

安全保密的档案安全体系，为汕头市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等做贡献。根据《关于加强市、县（区）综合档案

馆馆舍建设的意见》（粤档发〔2012〕15号）、《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国家综合档案馆建设有关事

项的通知》（粤办函〔2017〕60号）的有关要求，要求广东

省各地各区县建设建筑功能齐全、建筑面积达标、科学布局

合理、库房环保节能、设备齐全先进的档案馆。汕头市龙湖

区档案馆旧馆位于龙湖区政府办公楼七楼，面积约 310平方

米，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2019年 9月 4日，龙湖区区委常

委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确定将“龙湖区档案馆改建”项目

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相关资金由龙湖区财政局下拨。

（二）项目绩效目标

预期总体目标：建设建筑功能齐全、建筑面积达标、科



学布局合理、库房环保节能、设备齐全先进的档案馆。

预期阶段性目标：目标 1：建筑功能齐全、建筑面积达

标、科学布局合理的档案馆；目标 2：打造环保节能的库房；

目标 3：配齐档案专用设备。

（三）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工作遵循目标导向性原则、科学客观性原则和

公平公正性原则，结合本项目特点，根据汕头市龙湖区档案

馆提供的资料，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问卷调查

法等，用定量及定性指标分析，对汕头市龙湖区档案馆改建

项目专项资金的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估，以

确定其绩效。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依据既定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汕头市龙湖区档案馆

改建项目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4个一级指标得分率统

计情况如表所示。项目在投入指标、过程指标及产出指标方

面表现优秀，在效益指标表现良好。

评价情况总表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评价总得分 100 90.22 90.22%

一、投入指标 20 18 90.00%

二、过程指标 20 18 90.00%



三、产出指标 30 29.50 98.33%

四、效益指标 30 24.72 82.40%

三、主要绩效

汕头市龙湖区档案馆改建项目专项资金产生了较好的

效益，主要绩效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档案馆建筑功能，扩大库存面积，提高馆藏

数量

龙湖区档案馆新馆建筑面积 2,227.00平方米，打造了集

收集保管、查阅利用、资政参考、展览陈列、智能管理及服

务公众于一体的多功能智能档案馆。库房面积 818.20平方米，

配置双面智能档案密集架，可容纳档案约 18万卷（册），满

足未来 20 年内的档案接收量。档案馆基本涵盖了多类具有

典型性、地方代表性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档案，构成

了一个门类相对齐全、结构比较合理、载体多样、具有汕头

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

（二）库房智能设计，节能环保，安全保密

改建后的档案馆配置了智能密集架系统、库存恒温恒湿

系统、库房智能环境管理系统、数字档案安全配套系统、智

能消防联动系统以及监控防盗系统等档案馆现代化智能馆

库综合管理系统。大大改善了档案管理工作所应具备的硬件

设施，改善档案的存放条件，避免档案材料的发霉、霉变虫

蛀而影响了档案材料的完整性、良好性和严谨性。同时安全



监控系统保障了档案材料的安全性。

（三）智能查阅，提高办公效率，查阅高效快捷

改建后的档案馆完成档案电子编目工作，实现档案电子

检索，极大的提高了档案查询的速度。缩短查阅档案所需时

间，免去档案调阅、复制的繁琐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提

高了馆藏资源的安全保管和高效利用，进一步增加了档案馆

的公共服务的能力，紧贴民众需要。

四、存在问题（略）

（一）项目目标设置的效果性指标不完整且不够量化

（二）档案资料管理不齐全

（三）民生类档案资源占比相对较低

（四）未实现跨馆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共建

五、相关建议（略）

（一）完善绩效指标工作

（二）完善档案资料管理

（三）加大民生类档案的接收力度

（四）加快实现区域档案资源的共享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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