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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长沙市博物馆

单位概况



一、部门职责

长沙市博物馆系公益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窗甲、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免

费开放博物馆和全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位于长沙滨江文化园东侧，按“省会一流、国内领先”标准建设，

集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宣传、教育服务等功能于一体。馆内收藏各类文物近 5万件，其中商周青铜器、

楚汉文物、长沙窑瓷器为国内外所瞩目。新馆于 2015年 12月 28日对外开放，以“让公众认识长沙、热爱长

沙”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特色鲜明的长沙文化展示空间、系统全面的文化遗产收藏体系、高雅活泼的市民学习

实践课堂、水平领先的藏品科技保护中心、理念前沿的历史文化研究基地。借助崭新平台，围绕社会公众需

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引领文化休闲时尚，提供参观、休闲、教育的星级化服务，成就青少年的学习成

长之旅，市民的文化休闲之旅，游客的星城印象之旅。

二、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根据长编委发[2015]21号文件，我馆内设机构调整为 8个，具体有:办公室，保卫部、展

览部、公共服务部、典藏研究部、社会教育部、信息部、文物科技保护部。

（二）决算单位构成。长沙市博物馆单位 2022 年部门决算汇总公开单位构成包括： 长沙市博物馆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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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2022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支总计均为 3883.76 万元。与上年度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116.61 万元，增长 3.10%。

主要原因是单位新增加 3 人及增加专项拨款。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入合计 3883.7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883.76 万元，占 100.00%；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占 0.00%；事业收入 0.00万元，占 0.00%；经营收入 0. 00万元，占 0.00%；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其他收入 0.00万元，占 0.0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支出合计 3883.76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598.74 万元，占 66.91% ； 项目支出 1285.02 万

元，占 33.09% 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占 0.00%；经营支出 0.00 万元，占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

出 0.00 万元，占 0.0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均为 3883.76 万元。 与上年度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增加 116.61 万

元，增长 3.10%。主要原因是单位新增加 3人及增加专项拨款。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883.76 万元， 占支出合计的 100.00%。与上年度相比，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16.61 万元，增长 3.10 %。主要原因是单位新增加 3 人及增加专项拨款。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3883.76 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 万元，占

0.10%，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79.76 万元，占 99.9%。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3475.81 万元，支出决算为 3883.76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11.74%。

其中：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4 万元。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年中追加对外交流活动及基地建

设经费专项拨款。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 文化展示及纪念机构（项）。年初预算为 196.28 万元，

支出决算为 193.82万元。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文化活动（项）。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0.2

万元。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年中追加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长效运行专项拨款。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博物馆（项）。年初预算为 3279.53 万元， 支出决算为 3416.53

万元。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年中新增3 人人员经费。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物（款）历史名城与古迹（项）。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250.41

万元。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年中追加历史文化名城专项专项拨款。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款）其他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 0万元，支出决算为 18.81 万元。 决算数大于年初预算数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年中追加 2021 年

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一般项目补助资金专项拨款。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2598.74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2413.04 万元，主要包括：

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

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奖



励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公用经费 185.7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咨询费、 邮电费、差旅费、维

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24万元，支出决算为 11.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49.5%，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支出预算为 5 万元，支出决算为 0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

因是受疫情影响，因公出国（出境）工作未按计划开展，与上年相比增减）0 万元，增减 0%。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 2022 年本单位无采购公务用车计划，与上年相比增减 0 万元，增减 0%,增减的主要原因是 2022 年本单位

无采购公务用车计划

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为 3 万元，支出决算为 0.66 万元，完成预算的 22%，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

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与上年相比减少

0.72 万元，减少 52.17%,减少（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

。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为 1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1.21 万元，完成预算的 70.13%，决算数小于预

算数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与上年

相比减少 1.34 万元，减少 10.67%,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要求。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 （境）费支出决算 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0.00%，

占 0.00%；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 11.21 万元，完成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预算的 70.13%，

占全年三公预算支出 94.44%；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 0.66 万元，完成公务接待费预算的 0.22%，占全年三公

预算支出 5.56%。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 0.00 万元。全年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 个，累计 0 人次,决算数小于

年初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受疫情影响，因公出国（出境）工作未按计划开展。

2.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 0.66 万元，全年共接待来访团组 14 个、来宾 74人次。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

主要原因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厉行节约的要 求，从严控制公务接待行为。其中：外宾接待

支出 0 万元。2022 年共接待国（境）外来访团组 0 个、来访外宾 0 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其他国内

公务接待支出 0.66 万元。2022年共接待国内来访团组 14 个、来宾 74 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



2022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年初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0.00 万元；支出 0.00 万

元，其中基本支出 0.00 万元，项目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九、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 11.21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 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11.21 万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2022期末，单位开支财政

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2 台。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明

本部门 2022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 万元（与部门决算中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中公用经费之和一致），比上年决算数增减 0 万元，增减 0%。主要原因是：单

位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十、一般性支出情况

2022 年本部门开支会议费 0.62 万元，用于参加博博会会议，人数 3人，内容为参加博博会。开支培训

费 1.15 万元，其中公用经费——培训费开支1.03万元，项目经费——培训费开支0.12万元。用于事业单位公

需科目培训，开支人数 18人，内容为 2021 年事业单位公需科目专题培训；用于继续教育培训，开支人数 8人

，内容为事业单位 2022 继续教育培训；用于全国博物馆展览高级讲习班培训，开支人数 7 人，内容为参加全



本部门 2022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62.8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167.31 万元、政府采购工

程支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195.50 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362.81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362.81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100%。货物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

同金额占货物支出金额的 100%，工程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占工程支出金额的0.00%，服务采购授予中

小企业合同金额占服务支出金额的 100%。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

国博物馆展览高级讲习班培训；用于文物报社线上培训，开支人数2 人，内容为参加文物报社线上培训；

我馆无举办节庆、晚会、论坛、赛事等活动的预算和开支。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明

2022 年期末，我单位共有车辆 2辆，其中：省级领导干部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

通信用车 0 辆、 应急保障车 0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干部用车 0 辆、

其他用车 2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单位业务用车；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 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3 台（套）。



十三、关于 2022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2年以来，在市文旅广电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我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聚焦文旅融合发展

主线，守正创新，砥砺奋进，为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创建“博物馆之城”提供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全年

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文明建设、服务水平有效增强，美誉度明显提升，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2022

年整体绩效自评考核结果为优，绩效目标完成较好.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年度年初预算为 3475.81万元，支出决算为 3883.7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1.74%。其中基本

支出 2598.74万元，项目支出 1285.02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津贴、奖金、社保缴费、其他工资福利

支出等业务工作的基本开支，以及专项费用。2022年实际开支合计3883.76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102.67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1226.8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10.37万元，资本性支出 243.89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 2022年度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名列第 25名、12月《中国文物报》专题整版报道长沙博物馆高质量

发展十年纪、官方微博荣获“全国创新应用与传播优秀微博”、“长沙故事”网络教育课程入围全国文博

社教百强案例、“地上一座长沙城”系列视频荣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发·现”展入选“2022



年度文博行业 100个热门展览”、“玉魂”等三个展览海报入围全国百强、获评 2022届省级文明单位。

3、提升履职效能

a、优化服务品质，确保全年平稳运行。2022年共对外开放311天，接待观众85万余人次，完成讲解接

待近1200批次，收到观众点赞留言1万余条，观众满意率达97.68%，并多次圆满完成中央、省、市各级领

导的接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及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未发生一起公共卫生事件。节假日期间

特邀医护专业志愿者来馆开展公共卫生应急志愿服务，全年共有88名志愿者来馆进行服务，累计服务观

众近2万人次。

b、强化教育品牌，分众活动精彩纷呈。全年组织开展“湘城讲坛”“哇哦 博物馆”“我们的节日

”等各类教育活动共计540余场，现场参与人数4.1万人次，其中未成年人数约2.2万人次，线上活动点击

量超1800万次。大力推进线上学习平台和资源建设，长沙历史文化以更加生动活泼、互学互进的方式进

行呈现，全年共举办文物点交、专家导赏、专家讲座、沙龙等高质量线上活动18场。继续推动儿童友好

博物馆建设，面向学龄前儿童编辑出版《哇哦 博物馆》儿童绘本；面向中小学生制作推出4堂网络课程

，受众约1.2万人次，其中“长沙故事”网络教育课程入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十佳案例宣传推介活动

百强案例。



c、整合各类资源，文化平台共建共享。积极发挥长沙市博物馆教师联盟作用，开展馆校合作，促进

博物馆资源与学校课堂教学、综合实践活动相结合，与开福区第一小学、蓉园小学等 7所中小学合作，举

办虎年画虎、“哇哦博物馆”进校园、步见长沙等系列活动 75场。前往各小学及高校开展巡展 11场，思

政党课宣讲 11场，共计受众人数 1.1万余人次，与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等

高校开展共建合作，受到良好社会反响。针对留守儿童、行动障碍群体、贫困区县学生、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开展关爱活 8场；携手教育部门、少工委、金鹰 955电台、湖南经视联合打造“红色文博研学万人行”

“亲爱的博物馆”“红领巾讲解员”和“如果文物会说话—— 我是小小讲解员”等青少年活动，让市民

共享博物馆文化。

4、促进社良好的社会效益

a、整体形象宣传更突出。积极探索传播新路径，馆藏长沙窑“寒食元无火”瓷壶参加中央电视台《古

韵新声·清明》节目，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长沙市博物馆的认知。2022年 9月，精心组织参加第九届“中国

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以独特的展陈视角和创新的互动方式在众多参展文博单位中脱颖而出，

吸引多位同行专家和媒体记者莅临展位进行参观交流，荣获“最佳展示奖”和“最佳通讯员奖”。

b、自媒体矩阵建设更出色。全年馆内自媒体矩阵（网站、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全平台累计推

送发布信息 1975条，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与“三审”制度，全年未出现舆情事件。粉丝总用户达 96万

人，总阅读量超 8000万次，点赞量 13万余次，利用社交媒体推广，特展微博话题两次登上同城热搜榜，



成为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矩阵。

c、融合媒体报道更出彩。充分利用各类媒体资源，进行多渠道、全方位、多角度新闻报道。全年在

全国各类媒体发表原创报道 374篇，其中国家级媒体发表 80余篇次。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专题报道了

我馆数字博物馆建设，《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题报道了“砂与火之歌—— 丝路玻璃文化展”。加强与中国

日报、中国青年报、湖南卫视等媒体合作，刊发典藏文保专题介绍片及文物专刊。联合抖音、小红书等博

主推广特展，与长沙网红书店合作举办 2场活动，将特展打造成长沙网红城市特色 IP。

5、增加可持续发展

a、特展题材多样，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全年举办了“雄踞东方—— 山东地区汉代文物展”“玉魂

—— 中国古代玉文化展”“发·现—— 长沙考古七十年巡礼特展”“贺兰山下—— 西夏文物特展”“

砂与火之歌—— 丝路玻璃文化展”“虎虎生福—— 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珠山逸韵—— 景

德镇近代文人瓷画特展”等多个高品质文物精品展览。其中“发·现”开展当月就荣登中博十大热搜展

览榜单，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中央媒体对展览和展品进行了推介报道，全网阅读量破3000万次；“

雄踞东方”“玉魂”“贺兰山下”等特展微博话题登上同城热搜榜，阅读量超过1100万次。



b、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彰显城市文化形象。“砂与火之歌”是我馆自主引进的首个境外展览，作

为2022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长沙文化活动周的开幕活动，不仅得到了日、韩两国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许，

更是我馆不断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培育公共文化意识的具体举措。同时也是我馆“世界文明”展览体系

建设之路上的又一力作，凸显了我馆以文物交流助力文化交流、助力长沙文旅名城建设的担当。2022湖

南·韩国友城交流周期间，与省市外事办共同承办了“2022湖南·韩国友城交流周—— 图片展暨青少年

绘画展”，通过展出湖南和庆尚北道70幅（组）青少年绘画作品，进一步加强湘韩双方政治互信，增强

人文交流，树立长沙开放与包容的国际历史文化名城形象。

c、展览交流纵深推进，长株潭博物馆联盟作用显著。2022年依托馆藏资源，巡展工作稳步推进。

原创展览“唐风妙彩—— 长沙窑瓷器精品展”在中国重庆三峡博物馆展出；与湘潭市博物馆共同策划“十

里荷花开世界—晚清民国时期湖南书画艺术展”在湘潭展出，两地观众对展览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长沙

历史文化有了新的认识。与此同时，作为长株潭博物馆联盟的牵头单位，成功举办了“2019— 2022年长

株潭区域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优秀案例评选及展示交流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博物馆陈列展示水

平，增强了城市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对打造中部地区文化标杆和文化强省升级版具有重大意义。



6、服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90%以上。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编制部门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量化。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按照上级要求认真开展绩效目标管理，落实专人进行预决算编报工作。强化相关业务知识和法

律法规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单位财务人员管理水平。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如：中国财政杂志社的刊物发行

收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国债协会、中国会计学会收取的会费收入等。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

中国财政杂志社广告收入等。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 、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按规

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

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

事业单位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事业基金和缴纳的所得税，以及建设单位按规定应交回的基本建设竣工项

目结余资金。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

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九、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十、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一、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二、“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中央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

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

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十三、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



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名词解释应包含本部门专

有名词，如市财政局应有对“财政事务” 科目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