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研究院（市拨） 主管部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2年 完成时间 2024年

实施单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根据省委宣传部《江苏省重点智库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新型智库管理与考核评估试行办法》等

文件要求，智库运行具有相应的经费保障。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作为省重点高端智库，围绕国家记忆与和平思想

开展咨政研究和交流活动，为确保决策咨询研究、社会舆论引导、成果转化应用、对外传播交流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切实发挥智库功能，需从项目研究、交流活动、人员聘任三方面加强经费保障。

实施可行性

切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海外史料翻

译、区域国别研究等具体项目，确保智库经费使用和产出效果符合智库定位和实际工作需要，项目设置具有合理性；依

据《江苏省新型智库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等上级有关文件精神编制，项目设置符合规范；增聘智库专职研

究人员以及续聘智库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完善智库人才梯队建设，契合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紫金草和平讲堂从2018年

以线下方式开办以来，已累计开展20余场讲座，疫情后推出“紫金草云讲堂”栏目，线上推送了80多个讲座视频，2021

年“紫金草云讲堂”获全国文化遗产云传播十佳云讲堂项目传播效果和社会教育效果良好。

项目实施内容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以国家记忆与和平思想研究为研究主体，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南京大屠杀史料外译的重要

批示精神为遵循，主抓智库课题，聘任智库专职研究人员，开展智库交流活动等。讲座将围绕南京大屠杀史、抗战史、

集体记忆、档案研究等主题开展。讲堂专家来源主要包括：高校教师、智库专家、研究会史学专家。讲堂策划突出跨学

科、前沿研究、交叉学科的相关成果，通过专家在馆课题项目的二次开发、专家在校讲述的课程、专家研究成果的分享

等方式，形成讲堂的新内容。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65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研究院（市拨） 32.5 65

中长期目标

根据研究院课题项目内容和特点，继续打造主流产品、推出系列成果，开展来馆观众认知调查等系列年度调研项目。推

出国家记忆系列研究主报告，围绕南京大屠杀史等日本侵华史，举办、参与学术研讨活动；推出南京大屠杀史料外译成

果，分专题汇编外文档案；扩大智库交流活动影响力，出版一批智库核心产品，推出专业图书；智库专家团队更为多元

化、专业化与专职化，行政人员和研究助理配比更加高效，智库人才队伍更加健全；创新讲堂模式，如举办地点、规模

、宣传方式，突出跨学科、前沿研究、交叉学科的相关成果。

年度目标
研究成果发布会1场；日本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关图书编辑出版等工作；开展紫金草讲堂8期，智库沙龙6期；学术研讨会1

场；新聘智库专职研究人员，续聘行政人员，提高智库的运行保障能力；专班教育活动不少于20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50% ＝1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研究项目 ≥2项 ≥5项

人员聘任数量 ≥2人 ≥2人

质量指标 项目成果合格率 ≥95% ≥95%

时效指标 项目进度安排 中期考核 按时推进、结项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专班教育或讲堂参与学校数 ≥10所 ≥20所

专班教育或讲堂参与学生数 ≥500人次 ≥1000人次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教育服务对象满意 满意 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