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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设备购置及 

公共支出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智慧图书馆建设项目 1包主要内容为

对学院主校区图书馆进行智能化建设，计划采购智能图书管

理系统（软件）、图书馆微信平台、智慧门户网站系统、等

共计 123 项。该项目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发布招标公告，中

标单位为河南新永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签订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8 日。实际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进行设备安装调

试及性能测试，共计 115 项内容测试运行正常，其中仍有 1

个手机借还书（软件）因为网络端口问题未安装完毕、7 个

数据库资源平台因当年学生人数较少暂未开通。后经 180 天

试运行，于 2023 年 7 月 15 日均竣工验收合格。 

根据学院提供的《关于对信阳艺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设备采购项目预算的评审意见》以及智慧图书馆建设项目公

开招标公告，项目 1 包申请预算 1,545.02 万元，实际预算批

复 1,025.96 万元。合同金额 1,018.80 万元，其中 2022 年 11

月支付 30%预付款 305.64 万元，2023 年共支付 713.16 万元

（700 万为财政下达设备购置及公共支出项目资金），剩余

13.16 万元为非税资金弥补。 

二、综合评价结论 

信阳艺术职业学院设备购置及公共支出资金综合得分

80.47 分，评价等级为“良”。总体来看，项目绩效目标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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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内容相关，但目标内容较为笼统。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精细，

预算标准无具体来源依据，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不精确匹配。

项目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但项目实施的

人员及设施条件落实不到位。个别系统安装不及时，部分设

备存在闲置情况。通过项目实施，学校文献检索效率有效提

升，工作人员整体满意度较高，达 96%。但图书馆年度接待

量不佳，后续运维和数字资源管理机制存在短板不足。 

三、主要成效 

智慧化赋能图书管理，推进图书借阅模式创新变革。在

当前高职院校管理模式深化改革背景下，信阳艺术职业学院

加大对智慧图书馆建设投入力度，多元化创新读者借阅模式。

一是引入智能图书管理系统，包含采访、编目、流通、典藏、

期刊、系统设置、数说馆务、馆藏地设置、报表系统、新增

读者查阅、读者登到、资产账单、大数据提示等 17 项模块内

容，为图书馆服务水平提升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二是采用

RFID 自动识别技术，摆脱常规图书馆借还书流程复杂、盘点

和查找工作量大、效率低下、借阅管理和防盗脱节等问题，

有效提升图书管理工作效率。三是通过电子图书借阅机开展

智能查找和借阅服务，不仅可以通过借阅机直接翻阅图书，

也可以下载到移动端进行翻阅。相对于传统检索借阅模式，

智能机器服务效率更高，服务内容更加完善。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前期谋划粗糙，预算编制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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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项目立项缺乏约束。项目前期无明确建设思路，缺

少整体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学院对于智慧图书馆总体空间

规划、馆藏建设、服务设施和智能化建设等方面均未设定明

确目标，预期建设标准不明确，建设内容不清晰，项目实施

缺乏目标引导约束。二是预算编制不严谨。预算编制无具体

标准来源，且预算编制材料中多处出现基础逻辑错误。                                                                  

（二）资产管理粗放，项目实施要素保障不到位 

一是技术支持及信息安全保障机制不健全。学院图书馆

现有工作人员 3 人（含馆长），均无计算机专业人员，截至

评价期结束，评价组未获取到该项目所购置系统软件相关安

全等级测试达标情况，图书馆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不健全。二

是资产管理不精细。根据学院固定资产台账，该项目所购置

资产分两批打包入账，未建立资产明细账目，且台账内资产

管理部门、管理人员以及使用人员均登记为临时人员。 

（三）购置设备与现有馆藏资源不匹配，图书馆服务效

益不显著 

一是图书馆购置设备利用率不高。评价组实地抽查共 50

项设备及软件系统，其软件系统 2 项未投入使用；设备查看

34 项，仅 15 项完全投入使用，资产效益发挥有限。二是图

书馆接待量未达标准。信阳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 2023 年度

读者人均借书量仅为 0.5 册/人，人均到馆次数为 7.17 次，远

不及 10册/人、20次的标准。三是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不足。

图书馆尚未建立有设备、系统平台及数据库运维机制，《图

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方案》内容不够完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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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建议 

（一）精准统筹系统规划，规范项目预算编制 

一是强化项目前期谋划论证工作。建议学院结合学校自

身发展特色及中长期规划，系统编制图书馆总体建设规划方

案，明确馆内具体发展目标、发展路径，为图书馆整体发展

提供目标引导。二是增进预算编制严谨性。建议学院今后在

申请项目预算时，基于项目建设内容，明确各项预算额度的

测算依据和编制标准，全面细化分解为单价、数量等量化数

据。同时加强项目预算审核及论证，并将预算支出细化到各

个执行节点，明确支出进度，保证项目支出预算精准、额度

合理。 

（二）健全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规范落实资产管理 

一是加紧落实技术人员配置及安全测评工作。建议学院

将图书馆技术人员配置列入学院人员安排规划内，落实项目

配套技术支持，以保障软件平台正常运行。同时加快开展对

图书馆信息系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工作，并同步制定信

息安全管理定期评估测评机制。二是细化资产管理。建议学

院根据所购实物、采购清单以及发票，将购置实物资产无形

资产等分类逐项录入固定资产台账，规范管理部门、管理人

员、使用人员等信息登记。 

（三）丰富图书馆综合服务形式，盘活现有闲置资产 

一是优化图书馆功能设置及空间布局。建议学院综合考

虑图书馆功能设计布局，对现有闲置空间进行优化调整，加

快闲置设备投入使用。二是科学利用资源引导思潮。建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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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与学院现有藏书资源平台相结合，

对信息网络环境进行改造，加大为学生创造获取知识的各种

平台力度，引导吸引学生进入图书馆阅读。三是健全完善持

续运行保障机制。建议学院加快制定出具图书馆设备及软件

系统后续运维机制，明确责任主体、使用权限、数据保护等

具体信息。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