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深圳市福田区群众文化中心专项

债券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评价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

被评价单位： 福田区区委宣传部

福田区金融工作局

福田区建筑工务署

福田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被评价对象： 福田区群众文化中心专项债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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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区级专项债券项目重点绩效评

价工作的通知》（深财发保〔2023〕15 号）的要求，福田区财

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组织评价组对 2022 年度深圳市福田

区群众文化中心专项债券项目（以下简称区群众文化中心专项债

券项目）开展绩效评价，涉及专项债券资金 39,687.00 万元。经

评价，区群众文化中心债务项目绩效评价得 77.13 分，绩效等级

为“中”。具体报告如下：

一、主要经验做法

（一）债券举借机制健全，高效保障项目资金需求。

1. 债券发行机制全，为专项债券资金筹集提供基础。

区财政局与区发改局构建了“双向联动”发债机制，涉及债

务项目的筛选、确定、申报、发债等多个环节。一是充分利用政

府投资项目库，高效筛选债务项目。二是相关单位分工协作，高

效联动申报债券资金。

2. 债券筹集效率高，为债务项目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一是债券发行申请通过率高。二是债券从公示到筹集紧凑有

序。

（二）市区协同模式顺畅，高效推动实物工作转化。

1. 市区两级协同发力，有效保障建设目标完成。

深圳金融文化中心、国际演艺中心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一馆两中心”为统一规划项目，为实现“一馆两中心”设计风

格、设计标准等均保持一致，深圳金融文化中心、国际演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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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区投市建”的建设模式，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统一负责建

设实施。为理顺“区投市建”模式，福田区出台了《深圳金融文

化中心和国际演艺中心项目“区投市建”全过程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明确市区两级各单位的权责及主要内容。

同时，“区投市建”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构建了项目沟通协调

机制，例如，在设计阶段，由福田区政府和市建筑工务署的有关

领导联合多次召开了方案沟通协调会，最终确定“一馆两中心”

分别以“方、圆、三角”作为创作基本元素进行设计，其中深圳

金融文化中心以“三角”为元素、国际演艺中心以“圆”为元素、

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以“方”为元素，且呈现出“品”字形的空

间秩序，确保两个“区投市建”项目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设计

协调统一，空间布局规划协调。

2. 债券资金拨付高效，推动实物工作量转化及时。

一是各项目均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金支付。二是债券

资金及时形成实物工程量。

（三）债券资金投向明确，有效推进文体事业发展。

一是助力完善项目周边小区配套设施。福田安托山片区的住

宅小区密集，但存在幼儿园、文体设施等公共设施配套不足情况。

在用地紧张的条件下，群众文化中心建设项目通过“垂直构造”

的方式，将千座剧场、黑匣子剧场、少儿/老年人文化活动中心

及文化管理等多个功能场所集合在一起，有效缓解了安托山片区

用地紧张与文体设施需求之间的问题。同时，在建筑内分离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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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幼儿园用于缓解安托山片区幼儿园学位紧张的情况，解决了片

区公立幼儿园缺失的问题。

二是助力填补中心城区功能缺失。国际演艺中心建成后，将

增大福田区演出场地、设备供给，有效缓解中心城区的观演需求。

同时，国际演艺中心将以“艺术+科技”的方式探索新型演绎方

式，提升节目整体观感。此外，通过国际演艺中心加强与国内外

演绎专业人士的交流，进一步推动深圳市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四）偿债风险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1. 事前发行准备充分，债务风险可控。

一是发债准备工作做足，防范风险于未然。区财政局结合前

期优选、批复的债务项目，依照要求完成债务发行前的准备工作。

二是发债前福田整体债务处于“绿色”范围。福田区债务率整体

处于绿色范围，风险总体可控。

2. 事中强化监测预警，债务风险可查。

一是福田区具有完善的债务预警机制。二是债务项目实行

“区财政总体监控，项目单位自纠自查”，多方式防范债务风险。

3. 事后及时披露信息，债务风险可防。

一是政府性债务信息公开及时且全面。二是已投入运营的债

务项目收益良好。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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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券发行使用限制多，项目资金来源有待拓展。

1. 债务项目储备有限，财政资金投入压力大。

一是具有收益性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有限，项目储备发行难

度大。二是可举债项目需“量收举债”，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解决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程度有限。

2. 债券使用需及时，单位主动申请动力低。

（二）债务项目管理不健全，项目实施效率有待提升。

1. 项目统筹规划力度不够，项目工期普遍延后。

2. 项目建设过程管理不佳，资金使用经济性低。

一是个别债务项目目标多头管理，资金统筹效率低。二是个

别债务项目存在过度设计情况，资金使用经济性不佳。

3. 项目现场施工管理不佳，辖区居民满意度低。

一是债务项目现场文明作业不佳，有 3 个项目曾上榜“十乱

工地”名单。二是债务项目总体建设满意度低，个别项目曾上榜

“十扰民工地”名单。

（三）信息化手段使用不高，精细化管理程度有待提高。

1. 穿透式系统推广使用受限，监测作用发挥程度不高。

一是关键信息未打通，穿透式管理受阻。二是系统建设功能

未健全，监测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2. 资金使用目标管理不到位，预算绩效管理效果不佳。

一是年度绩效目标细化程度不足，与年度保障资金不匹配。

二是绩效指标设置科学性不足，指标内容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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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目标实现难，偿债风险预警有待加强。

1. 项目运营收入与预期存差异，偿债收入存在不确定。

一是部分纳入偿债范围的场馆未能按计划投入运营，偿债资

金来源存在风险。二是个别场馆实际计划用途与《实施方案》计

划存在较大差异，场馆产生营收困难。

2. 项目建成后运营方案未确定，营业收入偿债存风险。

3. 债券资金获得与偿还不对等，个别项目运营压力大。

三、意见建议

（一）完善债务项目储备，探索多元化资金投入。

1. 挖掘项目潜在收益能力，加大债券预选库储备。

围绕专项债券用于有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原则要求，在国务院

常务委员会确认的专项债券可投向的七大领域，建议发债主管部

门结合本辖区规划建设需求，积极寻找可用专项债券保障的项目，

扩大专项债券预选项目储备。

2. 探索社会资本参加项目建设，拓宽项目资金来源。

一是加强市区两级财政部门沟通，平稳有序推进项目开展。

二是建议建设单位主动申报国家、省市重大项目政策资金。

3. 科学加快项目支出，探索立项资金分配制。

（二）健全项目管理机制，提升项目总体实施效率。

1. 严把项目工期进度，统筹高效推进项目进度。

2. 加强项目过程管理，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加强市区两级项目管理。二是提高设计经济性，合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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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3. 强化项目现场管理，提高市民整体满意度。

一是强化安全生产意识。二是多措施保障施工文明，降低对

市民的影响。

（三）优化债券管理系统，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1. 定期反馈使用问题，持续推动系统完善。

2. 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科学合理设置目标。

一是明确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二是建立与年度资金相匹配的

目标。三是科学、规范设置绩效指标。

（四）构建项目备付机制，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处置。

1. 构建项目债务风险备付机制，提升风险应急水平。

2. 明确项目运营方案，合理安排项目偿债计划。

一是尽早确定运营方案，重新测算项目收入情况。二是确保

债务资金与债务项目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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