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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色旅游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价值，而且还能够激发人们的

爱国热情和忠诚。根据《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引，

中国的红色旅游业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并且已经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目标。随

着近年来红色旅游的热潮，针对红色元素复兴也开展了大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对其专项资金的投入也持续增加，红色旅游项目日益增加、财政拨付资金

体系逐渐庞大、红色旅游遍布全国各地，加强红色旅游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绩

效审计，保证红色旅游专项资金的使用能够效益最大化是审计机关的重要职责。 

基于此，本文选取了甘肃省 Z 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探讨 Z 市红色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首先，文章梳理了国内外

关于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介绍了红色旅游的相关概念，并运用旅游地生

命周期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了当前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

现状，提出了当前绩效审计管理实施过程中存在搜集数据困难、指标选取存在

片面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不完善等问题；然后，从资金安排、项目运营、完

成效益三个角度来设计该项目的指标，通过结合 AHP 方法和 FCE 方法，计算权

重并最终设计完整的指标体系；最后，根据 Z 市审计局完成的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项目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实际运用，再根据权重汇总得分情况

为 Z市红色旅游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  Z 市红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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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tourism not only has great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value, 

but also can inspire people's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loyalty. According to 

the guidelines of the National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2016- 2020, 

China's red tourism industry has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and achiev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objectives. With the upsurge of red tourism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touris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view of the revival of red elements, and the investment in 

special fund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creased. There are many projects, a 

large amount of funds and wide coverage. It is an important duty of audit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special funds for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at the use of special funds for red 

tourism can maximize ef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hooses Z city of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fund of Z 

city. Firstly, this paper combs t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special funds at home and abroad, introduc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red 

tourism, and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special funds for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Z city by using the theory of 

tourist destination life cycle and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collecting data, the one-s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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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nd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measur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special funds in the process of the management of 

performance audit; then, it designs the indicators of the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und arrangement, project operation and completion 

efficiency, and calculates the weight and finally designs a complete 

indicator system by combining the AHP method and the FCE metho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Z city based o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performance audit project of the special funds for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completed by the Z Municipal Audit Bureau. 

 

Keywords: Red tourism development special project funds; Performance 

audi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Z city re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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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推动下，城镇化率从还不到 20%的水平跃升

到了 50%以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持

续发展，乡村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问题也日益突出，从总体上讲，伴随着城

市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农业基础正在逐渐退化，乡村正在逐渐被人们所边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从 1982年到 1986

年，一连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被用来对农村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改进。

但从1987年到2003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政府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三农”问题暂时被放在了一边。2004 年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也特别说明了，

要加快农业发展，必须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从 2004 年到现在，我国一直都在

关注着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每年的一号文件都会提到一个“农”字。“精准扶贫”

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 11 月在湘西地区第一次提出的“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这一新概念；2018年 9月 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其中涵盖了乡村空间、农业现代

化、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政府治理、民生和人才等多个领域，为“乡村振兴”

做出了详尽的规划。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强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措施，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当地人口持续增收。为了实现

“两个一百年”，国家必须担负起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布局和政策的引导下，在过去的一年里，红色旅游

逐步走向了主流。影视剧《觉醒年代》《革命者》《1921》催生了 90后、00后对

“新青年”的崇敬，并带动了红色热潮。参观革命地点、追忆革命思潮，逐渐

成为大众的旅游选择，也促进了红色旅游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文化遗产旅游、旅游演艺等产业，不断改进和完善旅游产品，以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旅游需求，促进休闲度假、乡村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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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为发展红色旅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将教育、乡

村、生态等多个领域纳入其中，以实现更加全面、协调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发

展红色旅游，我们应该完善产品体系，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研学旅游和

生态旅游的融合，并建立一批示范区来推广这一理念。文旅部主导设计“建党

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其中包含“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振兴”专题。 

最近几年，随着红色旅游的兴起，为了应对红色元素的复苏，也进行了大

量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其专项资金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项目多、

资金量大、涉及面广，因此，要强化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确

保红色旅游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达到最高，这也是各级政府和审计机关的工作

重心。基于这一点，本文从国内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背景入手，从资金安

排、项目运营、完成效益三个角度进行阐述和研究，将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的指标从经济和人文两个层面进行了区分，并通过 yaahp软件利用 AHP

方法计算出所有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套适用于红色旅游项目的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多次调查、专家评估，我们建立了一套完

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应用于 Z 市的红色旅游项目，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和

质量。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地审计机关的绩效审计水平，也为国家

的管理体制和管理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为政府审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

持，为国家的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推动力。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首先，对绩效审计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扩展与完善。本论文的目的就是要建

立一套对红色旅游专项资金进行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扩大对该问题

的探讨，并为建立红色旅游专项资金进行法律上的探讨作好铺垫。其次，科学

地、系统地研究了对红色旅游发展项目实施的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并对其进行了评价。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从财政专项资金的拨款、红色旅

游项目的实际运营状态和效益完成情况入手，对其分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

了定性和定量的评价。我们基于 AHP 方法和 FCE 方法，对所有指标进行了权重

计算，并综合了所有指标的得分，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全面的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这项研究为我们未来的学习和实际应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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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现实意义  

第一，确保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有效运用。全国各级政府每年都会拨

付支持红色旅游项目发展的财政专项资金，以此来保证红色旅游项目的良性发

展。通过开展对红色旅游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既能保证项目资金的

合理高效使用，还可以将其政策和运用纳入到审计的框架内，从而有效地防止

其流于形式。此外，还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政策的落实力度，更好

地发挥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作用。第二，加强和改进红色旅游业的发展，

并对其进行相应的优化和调整。审计的一项主要功能就是评估和监督经济活动。

关于财政专项资金决策的绩效审计工作，既要从微观的角度来找出问题所在，

更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红色旅游才

能真正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红色历史和文化。只有对财政

专项资金实施绩效审计，红色旅游政策实施的真正情况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才

能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所知悉，并及时将政策实际实施情况向上级汇报，为党

委和国家对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和决策提供依据。第三，要切实抓好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项工作。红色旅游产业项目的运作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的成败，因此应当加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运用，以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改善民生福利水平。通过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深入研究，

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审计模式，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准确评估其经济性、效

率性和效果性，从而有效地激发资金的潜力，并有效地监督资金的拨付和使用，

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首先，在对有关的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对红色旅游发展和专项资金绩

效审计进行了分析，并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对当前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进行剖析并及时找出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其次，从财政专

项资金的拨付使用、红色旅游项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效益完成情况为出发点，

将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指标从经济和人文两个层面进行了综合评

价，并通过 AHP 方法和 FCE 方法计算出 27 个指标的权重和对个权重结果汇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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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终建立一套适合于 Z 市红色旅游项目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经过前期的研究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实

际运用情况，并就今后的发展规划和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提出有益的建议。

本文的内容框架图如图 1.1所示： 

 

 

 

 

 

 

 

 

 

 

 

 

 

 

 

 

 

 

 

图 1.1  论文内容框架图 

全文共分六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包括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

容和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主要为了阐述构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

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文着重阐述了“红色旅游”以及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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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绩效审计的涵义，运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来为构建财政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夯实理论基础，并对其进行提炼。 

第三章，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发展现状。通过调研红色旅

游的发展情况，查阅相关的文献，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法，对现阶段的

红色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绩效审计中现在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四章，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文章通过实

地调研选择甘肃省 Z 市作为研究对象，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客观性的原则，

采用 AHP 方法和 FCE 方法构建红色旅游项目下的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

标体系。 

第五章，通过将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套用进甘肃省 Z 市红色旅游项目，并

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该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最后根据评价结

果给出政策性建议。 

第六章，研究结论和展望。本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归

纳，然后从多个角度对全文进行分析，从中提取出对全文的启发，指出本研究

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 

1.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文章通过阅读关于国内外旅游行业的发展态势以及财政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文献、教科书以及专业书籍等，详细了解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大背景下我国红色旅游的相关概念和发展态势，通过浏览国家审计署、财政

部、甘肃省审计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 Z 市财政局、甘肃省 Z 市文旅

局等网站搜集全国范围内关于红色旅游发展项目以及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有

关的政策和数据资料。最后，总结和建立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

指标。 

（2）案例研究法。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 AHP 方法，以甘肃省 Z

市为例，在甘肃省 Z 市红色旅游产业以及当地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资料数

据进行收集和分析，然后再根据甘肃省 Z 市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总结出当前存

在的各类问题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然后构建符合其实践运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在实践中展开应用，之后以综合评价结果为依据，给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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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对结论的推断和推导，指出该市红色旅游产业以及绩效审计的发展方

向。 

（3）实地调查法。本文采用了实地调研、访谈、问卷等方式，搜集了与红

色旅游产业有关的数据，并对其进行了数据分析。在这些方法中，访谈方法主

要通过网上投稿、现场访谈等方法，深入剖析了 Z 市各个区县的红色旅游主要

产业以及附加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问卷调查法主要是通过给

当地高校学者、审计局、地方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等专家下发调查问卷的方式

获取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判断意见。在获得了关于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政策落实情况等方面的有关

数据之后，通过大量的数据支持最终也更容易构建一套标准的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1.3 文献综述 

1.3.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绩效审计的研究 

1997 年《澳大利亚审计长法》第 5 节将绩效审计定义为“审查个人或机构

运作的所有方面”。 

鉴于 Johnsen（2001）的研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的公共行政

部门逐渐引入了绩效考核，并在大部分欧洲（尤其是北欧）的地区，对当地的

公共事务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卡罗琳娜·邦顿斯·罗萨（2014）认为，当前西

班牙公众服务部门正面对着一种持续的金融危机。所以，西班牙大部分的公立

机构都应该对其公务活动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应包含改进其可提供绩效的方

法。西班牙的财政部门对财政部门进行财政部门的财政部门进行了“重塑政府”，

是财政部门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措施。Bambang Sutopo （2017）运用多元线性

模型，研究了电子政务与地方政府的行政绩效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并

发现了电子政务维度与绩效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而审计意见也与预期绩效

呈正相关。这一发现证实了电子政务对于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和行政业绩具

有重要作用，而且这种影响也得到了审计意见的支持。 

（2）关于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选取原则的研究 

Karsten （2010）提出，在进行绩效审核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最起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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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准确，要具备定义清晰、严谨收集信息的能力，对问

题进行准确的剖析，从而对问题进行更好的掌握；二是可操作性，要对这些指

标有较好的理解，要对其内涵做出准确的诠释，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对其进行深

入的研究。Ragaigne （2011）提出，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应考虑到公

众与政府之间的交互作用，以降低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 

（3）关于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具体内容的研究 

新西兰在制定公众文化服务指数时，从公众的参与度、多元化的服务、文

化的认同感、社区的团结和经济的发展等五个方面来考虑。Pat Barrett（2010）

认为审计方案和个别审计本身的范围是评价的本质和水平的主要因素。 

1.3.2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 

①关于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目标的研究 

于彩珍（2003）认为，目前我国绩效审计的目标应该以经济、效率和效果

为重点，必须扩大审计范围，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寻找适合我国效益审计

的方法。宁波市审计学会课题组（2014）、刘杰、张勇（2016）等研究小组认为，

对审计结果进行符合性、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检查是对审计结果的根本需求，审

计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使审计的经济、效率、效果有进一步提升。江西省审计

学会课题组（2020）通过对市级财政资金审计为案例，指出市本级的具体财政

资金绩效审计目标：一是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推进政

府财政政策的有效落实；三是监督权力的规范运行；四是发挥“治己病、防未

病”的功能。从王会金（2014）和罗莹（2021）的调查发现，我国当前的财政

资金绩效审计尚未达到完善的水平，而且由于缺乏可衡量的标准，无法做出横

向和纵向的对比，导致无法建立起一个明确、科学、合理、具体的审计目标。

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中，应当根据自身偏好、单位领导及上级的指示，确定财

政资金绩效审计目标，以确保审计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提高审计工作

的效率和质量。 

②关于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研究 

尹淑平、吴立权（2011）认为，基于“5E”理论和财政专项资金运动过程

的绩效审计指标体系，不仅能反映财政专项资金的运行过程，而且能反映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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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关对财政专项资金的审计重点、内容和深度。李苗和崔军（2017）将新发

展思想作为切入点，并在已有文献调研的基础上，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

管理使用过程出发，采用 AHP 方法对其进行权值分配，建立了中央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基本出发点，考虑到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

实际问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评估陕西省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

效果，吕联盟（2019）对其进行了考察。在评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主要问题，

因此其采用了关键绩效指标法（KPI）来选择评价指标，还使用层次分析法

（AHP）来构建指标重要性矩阵，并使用 Yaahp 软件进行计算分析。通过这些措

施，希望能够更好地评估财政扶贫资金的绩效，并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

持。通过精确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以更加准确地反映陕西省财政扶贫资金的实际情况，为政府提供

有效的决策参考和指导。 

（2）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 

①关于乡村振兴现状的研究 

宋小霞和王婷婷（2019）强调，应当充分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尊重他们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从乡村文化建设中受益，并

从中获得满足与快乐。一方面，要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理，继承和

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活动载体，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丰富

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要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

入和管理，合理规划公共文化资源配置，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同时，

还要进一步拓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公

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研究表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刘焕和秦鹏（2020）指出，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的认识不够深入，政策制定上也存在着诸多缺陷，缺乏系统的政策体系；在

规划上，缺乏规划执行和落实的力度；在工作上，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牛

坤玉、钟钰、普蓂喆（2020）指出，为了增强乡村的吸引力，应当积极推进各

项政策的实施，大力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完善农村的养老服务，并且加大对

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以期达到更好的社会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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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的研究 

李成雷（2019）说明了，首先，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财政拨款情况；其

次，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再次，要及时准确地掌

握政府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最后，要及时准确地掌握政府投资项目的资

金使用绩效效果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重大专项资金能够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并实现其预期目标。李兆东等（2020）研究认为，审计人员应以乡村经济发展

为目标，将扶贫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作为审计重点，从而更好地推动乡村经

济发展。此外，还要在扶贫资金管理过程中，对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

进行全面评估，以确保扶贫资金得到有效利用。刘国城等（2021）指出，审计

机关应重点关注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中出现的问题，以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保

护农民的利益。首先，审计机关应重点审查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了解资金

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进行分配；其次，审计机关应分析资金的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最后，审计机关还应对资金进行有效管理，及时发现资金

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关于红色旅游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 

①关于红色旅游资金审计的研究 

汤二子（2019）提出，旅游资金作为财政支出的一项主要内容，其运用状

况直接关系到政府支出的分配和利用，因此需要加强对旅游扶贫资金使用情况

的监督，以确保财政资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此外，还应加强对旅游扶贫资金

使用情况的检查和审计，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周峰（2019）以研究分析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主，认为应重点关注旅游专项

资金的审计问题。叶子、李吉坤（2020）通过对旅游文化节绩效审计的探讨，

认为需要对旅游资金进行专账核算，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具体管理制度。 

②关于红色旅游项目绩效评价方法的研究 

王忠、阎友兵（2009）选择 TOPSIS 法建立评价模型，并以领袖故里红三角

为例进行旅游绩效评价。邹艳（2012）采取综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

创建形成的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基于功能视角的红色旅游节事进行绩效评价研究。

向延平，陈友莲（2016）采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以韶山红色旅游融合

发展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旨在利用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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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结合韶山红色旅游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有效评价和分析，从而推动韶

山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③关于红色旅游项目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李竹（2014）从红色旅游的共生能力评价指标出发，认为红色旅游共生单

元包括文化资源、硬件设施、软件条件和环境。然后基于共生单元之间的互惠

性，将红色旅游共生资源共享、共生组织共建、共生环境共营和共生价值共创。

张新成、高楠等人（2022）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评价体系，

以衡量红色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该体系涵盖了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方

式、发展成果、发展形态和发展基础。 

1.3.3 文献评述 

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学者们虽然在现有的研究过程中有助于了解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现状，而且

可以更好地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

标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已有的研究仍然存在着局限和缺陷： 

（1）本文仅从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概念出发，结合目前国内学者关于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对已有文献进行综述评

述，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2）在进行指标的选取工作时，目前仍旧是常规性指标，而没有考虑到其

他方面的效益性指标。比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这些效益性指标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理解项目实施的效果、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措施。  

（3）尽管研究者们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绩效概念与效益、效应、价值等概念，

但是在这些概念的定义方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相关的

文献研究。此外，对于红色旅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也

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些指标体系几乎不能体现出政策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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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创造的

革命文化和建设文化为资源，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以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的巨大成就为背景，以参观游览为主要形式，融观光、休闲、度假等为一体，

以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旅游活动。“红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和建设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

命胜利，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这一伟大历史过程所凝结而成的

特殊文化精神。 

红色旅游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下，红色旅游作为一种重要

的精神动力和教育手段，不仅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能够促进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1.2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管理的、

在一定时期内使用的专项资金，按照国家或行业制定的政策、法规、标准等，

通过审核其预算和决算情况，评价资金使用效果和效率，为管理部门提供建议，

促使其提高管理水平。从政府审计的发展看，绩效审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

新兴审计模式，虽然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争论，但它将成为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就是要对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管理情况进

行评价、监督和鉴证，促进政府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和管理水平。专项资金

是指各级政府为发展经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民生等项目，在财政预算

中安排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文化事业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按照预算

管理权限不同可分为中央财政项目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项目专项资金。从内容

上看，专项资金主要包括中央政府投资和地方政府投资。从目的上看，专项资

金主要是指用于某项事业发展的经费。 

2.2 相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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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从旅游地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两个维度入手，将

旅游地视为一个生命周期阶段的过程。它是由美国学者杰弗里·斯宾塞

（Geoffrey Spencer）于 1967年提出的，之后对整个旅游地发展过程进行了梳

理和研究，认为在时间序列上，旅游地经历了孕育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

该理论认为，随着游客的旅游需求增加，旅游业得以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客观

环境（如交通）的限制，导致旅游业持续增长的时间比较短。当环境变化使游

客需求不能满足时，游客数量和收入就会下降。旅游者离开后留下的遗产就是

“负资产”，它会对当地旅游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具有累积性。 

2.2.2 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是指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支出，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与社

会公共需要的支出活动。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从本

质上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之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财政在政府职能中居于主导地位，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

的重要工具，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并且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稳定作用。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财政是政府配置资源与调节社会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它

通过财政活动将社会收入分配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职能从市场机制中分离出来，

从而使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 

公共财政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

公共财政的内容及形式并不完全符合市场经济条件。20世纪 30年代至今，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公共财政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呈现出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不同

的特征。西方公共财政思想和理论体系是随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角色的变

化而发展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主

体，在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以政府为主体来研究、认识和评价公

共财政问题就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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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3.1Z 市红色旅游基本情况 

Z 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北连内蒙古，西邻青海，南接兰州、青海，是古

丝绸之路重镇和甘肃的交通咽喉。境内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

道，历史上就是中原通往西域、连接中亚和西亚的重要通道。Z 市境内红色旅

游资源丰富，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三甲。Z市的革命活动可追溯到 20世纪 20年

代初至 30 年代中期，先后涌现出陈树藩、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一批对党

和人民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积累了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全市

红色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主要有 Z市博物馆、Z市军分区党史军史陈列馆、平山

湖大峡谷等红色景区（点）。其中，平山湖大峡谷是全国十大最美峡谷之一，也

是国内少有的丹霞地貌与原始森林相结合的景区。此外还有河西师范、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等红色旅游景点。除平山湖大峡谷外，Z 市境内还有红

西路军纪念馆、高台山战役遗址、甘州区烈士陵园等一批红色旅游景区（点）。

可以说，Z 市是一个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城市。在新形势下传承革命传统，

弘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产业成为 Z市的重要使命。 

Z 市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红军长征的重要落脚点，是西北革命根据

地的核心区之一。为了缅怀先烈，弘扬先烈精神，2004 年起，Z 市开始对平山

湖大峡谷、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点进行改造提升和深度开发。201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平山湖大峡谷时指出“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

的地方。红军长征时，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革命遗址和战斗遗址，这些遗址是我

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先后两次视察 Z 市，并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2015 年 7 月 9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强调要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作为坚定理想

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举措，

自觉担当起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坚定信念跟党走，把党的理想和信念落实到

实处。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深入挖

掘红军长征精神和红色文化内涵，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讲好党的故事、英雄的

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3.2Z 市红色旅游发展政策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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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市以打造“西路军魂传承地”特色品牌为抓手，加大烈士纪念设施规划

保护力度，配套完善纪念场馆功能，构建起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为统

领、覆盖全域的红色阵地。研究制定《Z 市“十四五”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

规划》，与发改部门对接，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临泽战役纪念馆、石

窝会议纪念馆、甘州区红西路军纪念馆及梨园口、汪家墩、三道柳沟等 27 处设

施纳入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建设管理保护“十四五”规划。积极争取中国工农红

军西路军纪念馆、临泽战役纪念馆两个国家级纪念设施改扩建项目批复立项，

并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和改陈布展方案。 

研究出台《Z 市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实施方案》，通过

调研督查，积极推动各烈士纪念设施单位转隶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争取

省级以上修缮维护资金 1030 万元，多渠道自筹资金 1860 多万元，启动实施红

色纪念场馆建设和遗迹修缮项目 29 个，改造提升纪念馆多媒体辅助陈展设施。

按照全国部署，开展三个波次的烈士纪念设施校核，校核纪念设施 734 处，与

检察院联合开展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下发检察建议书

6份，开展县级及以下英烈纪念设施专项整修行动，申请中央专项经费 762.5万

元，自筹资金 50 多万元，将 25 处纪念设施纳入整修范围。目前已完成项目规

划设计和部分设施的整修，计划 2022年上半年全部完成整修任务。 

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立“Z 市英烈”专栏，指导 10 个烈士纪念设施单位建成

微信公众号，率先在全省建成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L 县战役纪念馆、G

区红西路军纪念馆、石窝会议纪念馆等 4个网上 VR实景纪念馆。2019年以来，

通过 VR网上纪念馆瞻仰陵园 63.54万人次，网上留言 6.63万余条。利用快手、

抖音等直播平台，开展“红色故事 100 讲”活动，以短视频形式，讲述红西路

军的河西征战史，介绍董振堂、陈海松、杨克明等著名西路军英烈故事，借助

网络打造传播红西路军精神的理论新阵地。 

积极搜集整理、挖掘抢救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编撰《Z 市烈士英名录》，收

录 Z 市籍烈士 475 名，整理烈士事迹 47 篇。遍访西路军老战士及其后代，探寻

西路军将士征战河西的红色历史和感人故事，制作《董振堂的书箱》《跨越 82

年后的重逢》《红色地标》《西路军魂》《祁连大爱》《杨克明四次化名为革命》

等红色微视频 33 部。寻访健在的参战老兵，回忆战争往事，缅怀牺牲战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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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抗美援朝老兵专题访谈纪录片《荣光——追忆战火纷飞的往事》（上、中、下

集），优选 4 名各时期的战斗英雄、功臣模范，拍摄访谈录，撰写回忆录，为红

色教育注入“Z市印记”。 

3.3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现状 

红色旅游是以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活动，是当今旅

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Z 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根据《Z 市“十三五”文化产业

发展规划》，将把红色旅游作为重要的文化产业进行打造，旨在丰富人们精神世

界、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

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2017年 4月，Z市成立了“Z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领导小组”，从市级财政拨付专项资金、县区财政配套、专项资金使用单位自

筹资金等三个方面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整合。截至 2017 年 9 月底，Z

市共投入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15279 万元。近年来，为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规范管理和使用为 Z 市红色旅游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Z市审计局将 Z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纳入预算执行

审计范围。 

Z 市首先通过建立“1+X”工作模式，即由 1 个部门牵头，N 个部门配合，

采用“1+X”工作模式。“1”为成立领导小组；“X”为各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

工作小组，在审计前各成员单位形成工作小组。其次是细化审计范围。在预算

执行审计中，将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纳入了审计范围。主要检查其政策执行、

项目管理、资金拨付、支出结构、效益发挥等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

改。最后是细化工作分工。从 2015 年开始，Z 市审计局每年均委托甘肃省审计

厅进行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同时，委托国家审计署驻西安特派办

对全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委托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对 Z 市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调查核实；委托 Z 市财政局对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进行跟踪审计。 

3.4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存在的问题 

3.4.1 数据搜集困难，技术缺乏先进性 

红色旅游项目的发展以及资金拨付涉及多个行政部门，导致各类数据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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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多，且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这就给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的绩效审计实际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Z 市的产业基础较差，与全国

其它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政府的信息化工

作。 

3.4.2 评价指标选取困难，内容缺乏全面性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审计机关在选择评价指标时，缺少了系统的思考，造

成了目前我国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指标构成简单和不够全面等

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定量指标为主，定性指标缺乏。根据古

德哈特（Gudhart）定理，英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的观点，任何可以观测到的数量统计数据，一旦被确定为政策目标，

其效果就会显而易见地减弱，因为政府会把更多的资金用于量化数据，从而损

害了其他行业的经济利益。与此类似的是，目前在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中，部分都是以定量的指标为主导，而缺少了定性的指标；

第二，合规指标为主，绩效指标缺乏。绩效审计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对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的效益进行考核和评估，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中，绩效目标的设

置和绩效审计的执行都是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负责的，大多数地方政府也没有建

立起一系列的专项资金绩效管理的统一程序。这就导致了当前在现实的审计工

作中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仍旧以合规性指标为主要内容，绩效指标过于单一化；

第三，过分重视经济类指标，忽视政治和文化功能类指标。目前在我国一些地

方的红色旅游产业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传播红色文化、

促进文化交流等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

行绩效考核时，要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增加对政治和文化功能的反映，

使其更好地反映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政治和文化功能。 

3.4.3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不够完善，绩效审计流于形式 

目前 Z 市红色旅游专项资金主要采取项目法进行管理和使用。因为地域差

异以及沟通不频繁，导致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专项资金使用单位等间缺

乏沟通协调的有效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职责不明确的现象，使得资金使用

效益不高、绩效审计流于形式。 

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机制有待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工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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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处于起步阶段，Z 市红色旅游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尚不健全，

尚未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无法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监管，从而导致专项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由于没有建立健全政府投资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导致 Z

市红色旅游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只注

重资金拨付数的变化、对项目建设质量和经济效益关注不够的现象。由于缺乏

相应的绩效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导致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不充分、后续管理薄

弱、跟踪问效不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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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是在传统的会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基础上，根据专

项资金的特点，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方面来设置的。首先，从财务方面，在评

价专项资金的绩效时，主要采用会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其次，在评价非财务

目的时，我们应该将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并设定评价

指标。具体而言，经济性主要通过投资收益率来衡量，效率性则通过投资增长

率来评估。最后，效果性则通过投资效果率来评估。在构建专项资金绩效审计

评价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其科学性原则，同时可以将国家宏观政策、上级财

政部门的有关规定与其相结合而确定出具有一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指标。 

4.1.2 可行性原则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应根据绩效审计的需要，在充分研究和掌握

被审计单位的总体状况和特点、历史经验、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相关

信息资料的基础上，在各种客观因素影响下进行评价，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

考虑指标体系应具有可量化性。一个好的指标体系，需要由三个方面来构成：

一是评价指标体系要能充分反映被审计单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反映被审计

单位或项目从创建到现在的变化趋势；二是评价指标体系要能够充分反映被审

计单位或项目所取得的财务成果或效益；三是评价指标体系要能够充分反映被

审计单位或项目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否则，再好的评价

指标体系也只能是一种空谈。 

4.1.3 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是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准则，它要求指标体系以审计

对象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客观地反映出审计对象的真实状况，以便更好地评价

其绩效，所设计的评价指标必须能够客观地反映被审计对象的实际状况，并能

准确地揭示其影响效益形成的相关因素。一方面，指标体系的建立应遵循客观

性原则，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必须从审计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确定

具有可比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另一方面，指标体系应以客观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 

19 

 

据为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客观环境的变化，相关数据也会发生变化，因

此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应以一定时期内、某一时点或某一方面的客观数据为

依据，建立起综合反映被审计单位或项目绩效情况的评价体系。同时由于绩效

审计是基于特定单位或项目进行专门审计监督活动，所以应以客观数据为基础

确定评价标准。 

4.2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构建依据 

通过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有效运用，可以更好地反映出其管理和使

用的成效，从而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并且可以更好地推动当

地的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本文根据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情况，从经

济性、效率性、效果性三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

了评价指标的权重。“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为促进全省

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

大政策措施，如表 4.1所示： 

 

表 4.1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相关制度 

编号 指导文件 发文单位 印发时间 

1 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7-03-29 

2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2018-05-31 

3 
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 
审计署 2018-08-30 

4 旅游发展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旅游局 2019-06-24 

5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 2021-01-24 

6 
“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5 部门 2021-11-22 

7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国务院 2021-12-22 

8 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2022-01-30 

注：以上资料均来源于国务院、审计署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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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以“以党和政府为中心”，准确掌握“红色旅游业”的

基本特点，突出新时期的发展特点，以求真务实为原则，以发展为导向，以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全面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2018年 05月 31日，《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获得了批准，该“规划”明确了培育新

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新的休闲农业、发展新的农村特色文化，并在资金使用、

监管等方面加强了对农村特色文化的管理，健全农村地区农村发展的相关法律

制度和规范，使乡村振兴的立法更好地起到保障、促进民生发展的作用；2018

年 08 月 30 日，审计署农业农村审计司印发《审计署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意见”里特别强调要加大对各类涉农经费的审计力

度；2019 年 06 月 24 日，财政部、国家旅游局颁布《旅发基金补助地方项目资

金管理办法》，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各地使用的各类旅游专

项资金进行实地核实，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措施；2021 年 01 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意

见”中指出，中央财政在安排红色老区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时，要向

红色老区所在省份提供一定的倾斜，并研究建立红色老区转移支付绩效评价和

奖罚激励机制，要把振兴和发展红色老区列为该区域的首要任务，要强化组织

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和任务，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建立起对红色

老区的差异性考核制度，在重点城市、城镇化区域，应注重对居民生活质量、

社会保障水平、等的评价，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地，要对生态服务

功能和农产品供应能力的有关指标进行更多的加强，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并对其提出一些对红色旅游等关键方面的支持的实施方案，同时还要对一些具

体的扶持政策展开详细的阐述，并对这些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指

导当地进行关于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的修订工作；2021 年 11 月 22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 15 部门联合颁布了《“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指出这是“十四五”时期支持革

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指导方针，并要求中央

政府及相关单位健全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的机制，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不断夯

实和提升帮扶成效。对相关省（区、市）建立省级政府机构和相关部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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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建立起对全国各地的红色老区进行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的制度，并进一

步强化东西部合作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同时对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提出了

要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对红色老区的重要城镇、县城、市辖区进行

分类指导，实行分级评价；2021年 12月 22日，国务院制定《“十四五”旅游业

发展规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红色旅游的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地区的和谐发展，

促进红色旅游业发展；2022 年 01 月 3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联合颁布了《推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方案》，“方案

中”明确指出，要深入发掘和弘扬红色文化的文化底蕴，充分利用党在革命、

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宝贵经验，继续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

改革的光辉历史，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新思路，提出要加强两个地区之间的协

作，讨论共同制订发展红色旅游的规划，并联合举办一批红色旅游的相关活动，

使两个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达到分享、互利的目的。 

4.3Z 绩效审计指标确定及其内涵 

文章主要通过设置三大类指标：资金安排类指标、项目运营类指标、完成

效益类指标。其中，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这两个二级指标隶属于资金安排类指

标层面，这类指标综合囊括了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

以及绩效管理层面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项目运营类指标包含了项目管理和财务

管理这两个二级指标，这类指标可以说明红色旅游项目的项目管理层面中的相

关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相关单位是否进行自查情况，财务管理这个层面

则能体现出财务制度管理是否健全以及合理有效；项目完成、政治功能、经济

功能、文化功能这四个内容被包含在完成效益类指标中，通过对红色旅游开发

项目的绩效审计，可以深入了解其实现的目标、政治影响、经济和文化效益等

情况，表 4.2列出了各级指标的选取，以便更好地评价红色旅游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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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资金安排

（A1） 

预算执行（B1） 

预算执行率（C1） 
在当地财政批准的财政拨款中，红色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所占的比重 

资金使用率（C2） 
与预算批准数额相比，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的实际开支所占的比重 

预算执行监控情况(C3) 
上司是否按照规定对预算实施进行监督，并填

写监控表格和监控报表 

预算执行管理组织保障情况

（C4） 

地方政府是否在当地建立一个绩效预算管理团

队、评价工作团队 

绩效管理（B2） 

目标编制数量（C5） 专项资金期初绩效目标编制的数目 

目标个性化程度（C6） 专项资金期初绩效目标编制的个性化程度 

目标全面程度（C7） 专项资金期初绩效目标编制的全面程度 

目标完成质量（C8） 
专项资金实际补助金额是否满足红色旅游产业

示范区 

项目运营

（A2） 

项目管理（B3）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C9） 被审计单位是否制定相关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C10） 

被审计单位项目管理是否遵守有关的企业计划

管理体系 

业务部门自查情况（C11） 被审计单位业务部门进行自我检查和纠正问题 

财务管理（B4）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C12） 被审计单位是否制定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C13） 

被审计单位资金管理是否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 

上级主管单位检查情况

（C14） 

红色旅游开发项目是否被财政部门、文旅局等

主管单位列为检查对象并实施检查 

完成效益

（A3） 

项目完成（B5） 

项目达标率（C15） 
红色旅游开发项目的质量达标产出数占实际产

出数的比例 

目标完成率（C16） 
红色旅游开发项目的实际完成数占计划产出数

的比例 

政治功能（B6）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C17） 

对红色旅游的发展所产生的弘扬爱国主义的影

响进行衡量，是否具备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是

否能激发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否能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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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产生出一种爱国主义的品牌效应 

传承革命优秀传统(C18) 

对红色旅游项目发展所产生的对革命优秀传统

的继承作用进行衡量，是否将革命优秀传统完

全展示出来，是否能陶冶人们的革命优秀传统

情趣，是否能实现某种社会传承效应 

加强党性教育(C19) 

对红色旅游项目发展所起到的党建工作的成效

进行衡量，是否对党的良好做事风格和宗旨进

行了宣传，是否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是否达

到了对党员的教育熏陶的作用 

巩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C20) 

对红色旅游项目所发挥的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加

固作用进行衡量，是否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体系，是否加强了人民对社会主义建

设和路线的认识与拥护，是否有利于坚定人民

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 

经济功能（B7） 

红色旅游经营总收入(C21) 当地红色旅游经营总收入占绩效目标值的比例 

辖区红色旅游产业累计接待

游客数(C22) 

当地红色旅游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占绩效目标

值的比例 

辖区旅游产业累计接待游客

数(C23) 

当地旅游累计接待游客总人数占绩效目标值的

比例 

文化功能（B8） 

弘扬民族文化(C24) 

衡量红色旅游项目起到的弘扬民族文化的效

果，是否增强民族文化氛围，如红歌、书画、

汇演等对民族文化的渲染效果 

传播红色文化(C25) 

对红色旅游项目所起到的弘扬民族文化的作用

进行衡量，是否对民族文化氛围进行强化，比

如红歌、书画、汇演等对民族文化的渲染效果 

挖掘与保护地方文化(C26) 

对红色旅游项目所发挥出的对地方文化的发掘

与保护的成效进行衡量，是否将地方特色文

化、是否提升了地方的对地方的更好的保护和

使用。 

促进文化交流(C27) 

对红色旅游项目发挥到的推动和推动文化交流

的作用进行衡量，它对“走出去、引进来”的

多元化文化有没有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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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绩效审计评价指标方法介绍 

4.4.1 层次分析法（AHP） 

层次分析法（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 T.L. Saaty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层次分析法从总目标出发，将影响总目标

实现的因素分解为相互关联、层次分明、各要素相对权重易于确定的多个因素，

按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从而可以获得实现总目标的最佳方案。该方法通过将

问题分解为相互关联、层次分明、要素相对权重易于确定的多个层次，用标度

法进行两两比较，对各层中各因素重要性进行综合排序，再通过算术平均法求

出权向量，最后得出各层因素的权向量。 

4.4.2 模糊综合评价法（FCE）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通过对被评价对象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再将其按

一定的标准划分成若干等级，然后利用模糊数学方法对各类因素进行定量和定

性分析，求得综合评价值，以作出定性定量的决策。该方法能反映事物的部分

与整体、现象与本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特点。 

4.5 绩效审计评价方法 

4.5.1 建立判断矩阵 

（1）建立系统的层次结构模型。通过分析事物发展的内外环境和内在联系，

把问题分解为不同层次，并明确各层次中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比较结果采用九

级标度法表示，如表 4.3所示： 

 

 

表 4.3  判断矩阵重要性标度及含义描述 

标

度

值 

1 3 5 7 9 2、4、6、8 倒数 

含

义 

指标 Xi

和指标

Xj重要

性相同 

指标 Xi

比指标

Xj稍微重

要/有优

势 

指标 Xi

比指标

Xj比较重

要/有优

势 

指标 Xi

比指标

Xj十分重

要/有优

势 

指标 Xi

比指标

Xj非常重

要/有优

势 

指标 Xi和指

标 Xj的重要

性比较介于

上述判断之

间 

指标 Xj

和指标 Xi

的重要性

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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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造两两比较矩阵。根据系统功能目标体系和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构造两两比较矩阵。并给予了各层次指标重要性的两两比较，依据九级标度法

形成判断矩阵如表 4.4所示： 

 

表 4.4  判断矩阵的一般形式 

Q Q1 Q2 …… Qn 

Q1 A11 A12 …… A1n 

Q2 A21 A22 …… A2n 

…… …… …… …… …… 

Qn An1 An2 …… Ann 

 

4.5.2 一致性检验 

根据正矩阵的理论，可以证明：若判断矩阵有以下特点： 

①Aii=1 

②Aij=1/Aji，（i，j=1，2，…，n） 

③Akj=Aij/Aik，（i，j=1，2，…，n） 

如果矩阵的特征值λmax为 0，那么它的最大特征值就是 n。 

如果一个判定矩阵满足以上条件，那么这个判定矩阵就是完美相容的。但

是，在社会学的学习中，由于对一个复合对象的成对的对比，常常出现不具有

完美的相容性，此时就要求对一个判定矩阵的相容性进行验证。以下是详细的

计算过程： 

①通过对矩阵进行评估，我们可以确定最大特征根λmax，这个值可以通过

公式（4.1）来计算得到： 

𝜆𝑚𝑎𝑥 =∑
(𝐵𝑤)𝑖
𝑛𝑤𝑖

𝑛

𝑖=1

 

②通过计算λmax和 CI，我们可以使用公式（4.2）来确定一致性指标的值： 

𝐶𝐼 =
𝜆𝑚𝑎𝑥 − 𝑛

𝑛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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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通过使用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和一致性指标 CI，我们可以通过公式（4.3）

来评估系统的一致性： 

𝐶𝑅 =
𝐶𝐼

𝑅𝐼
 

如果 CR 小于 0.1，那么这个判定矩阵是一致的；否则，它不符合要求。随

机一致性指标 RI 的取值可以在表 4.5中找到： 

 

表 4.5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n RI 

1 0 

2 0 

3 0.52 

4 0.89 

5 1.12 

6 1.26 

7 1.36 

8 1.41 

9 1.46 

10 1.49 

 

4.5.3 指标权重确定 

以最大特性根λmax 为基础，找出最大特性根所相应的特性向量点𝑍𝑖，并将

其归一化，从而获得了评价指标的上一层次的相对加权点𝑊𝑖。 

4.5.4 模糊层次分析法应用于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模

型 

层次分析法可以通过层次结构分析出各个指标间的关系，从而确定每一层

指标的权重，而模糊综合评价法则可以将专家给出的各指标打分进行加权处理，

从而计算出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具体模型如图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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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模型 

4.6 绩效审计评价综合指数测算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一个分层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后，对各指标层及

其组合层进行了详细分析，然后对目标层中每一指标进行了综合评价。然后根

据每一指标层所占权重确定各层次的最终权重。最后对各目标层中每一个指标

进行综合排序并对其进行比较。这样便得到了评价结果和排序结果。通过综合

得分评价表判断该地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绩效情况，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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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绩效审计评价综合得分等级区间表 

综合

得分

分值 

[90,100] [75,90) [60,75) [0,60) 

评价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得分

评价 

该地区红色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使

用水平很高 

该地区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水平较高 

该地区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水平一般 

该地区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水平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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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体系在 Z市中的应用 

5.1 确定评价标准 

5.1.1 评价依据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文旅局发布的《甘肃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将该项目的经费由该省财政厅直接下达给省旅游局（文化和旅游局），并

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核和财务监管。 

5.1.2 评价标准 

根据 Z 市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运用和对其进行监督的实际情况，

当前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主要以对其进行的合法、合规

性的审计工作占主导地位。表 5.1 汇总了甘肃省 Z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以

及相关绩效审计方面的有关政策性文件： 

 

表 5.1   Z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相关主要政策 

级别 出台主体 指导文件 

中央政府 财政部 《财政旅游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中央政府 审计署 《关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加强审计监督的意见》 

中央政府 国务院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 

中央政府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部门 
《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办法》 

中央政府 中央农村领导小组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 

省级政府 甘肃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意见》 

省级政府 甘肃省委、省政府 《甘肃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省级政府 甘肃省委、省政府 《甘肃省“十四五”红色旅游发展规划》 

省级政府 
甘肃省政府、文旅

厅 
《甘肃省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省级政府 
甘肃省政府、省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 

《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市级政府 Z 市文广旅游局 《Z 市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若干措施》 

市级政府 Z 市市委、市政府 《Z 市红色基因传承创新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注：相关文件均来自于国务院、省市级机关单位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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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级体系在 Z 市中的应用 

5.2.1 指标权重计算 

为了计算出绩效审计评价体系中相关指标的权重，本文运用专家打分法，

调查访谈了大学专家教授、政府机构、红色旅游产业工作者等各行业专家及工

作人员。打分方法为上文所述的“1-9”标度判断法。设置 10 人专家组，调查

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5.2 所示： 

 

表 5.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 

类

别 
工作单位 学历情况 工作年限 

身

份 

政府机

构、社会

审计工作

人员 

大学

专家

教授 

红色旅

游产业

工作者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硕士

研究

生 

博士

研究

生 

1—5

年 

6—

15 年 

15 年

以上 

问

卷

量 

3 5 2 1 2 3 4 4 3 3 

占

比 
30% 50% 20% 10% 20% 30% 40% 40% 30% 30% 

 

通过问卷调查，本研究旨在收集专家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

价指标体系权重的评价意见，以期获得更加准确的结论。使用 AHP 方法中常用

的 yaahp 辅助工具来实现高效的计算。在这当中，针对与标准不符的地方，根

据系统的提示根据系统的指引，我们可以及时调整与标准相悖的部分，本文将

以专家 1的数据作为基础，构建一个判断矩阵，详见表 5.3—表 5.14： 

 

表 5.3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A1 A2 A3 λmax CR 一致性 

A1 1 7 0.5 

3.0217 0.0187 CR<0.1 A2 0.1429 1 0.1111 

A3 2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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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资金安排类指标判断矩阵 

A1 B1 B2 λmax CR 一致性 

B1 1 9 
2.0000 0.0000 CR<0.1 

B2 0.1111 1 

表 5.5  项目运营类指标判断矩阵 

A2 B3 B4 λmax CR 一致性 

B3 1 0.5 
2.0000 0.0000 CR<0.1 

B4 2 1 

表 5.6  完成效益类指标判断矩阵 

A3 B5 B6 B7 B8 λmax CR 一致性 

B5 1 2 1 4 

4.0457 0.0169 CR<0.1 
B6 0.5 1 0.3333 1 

B7 1 3 1 3 

B8 0.25 1 0.3333 1 

表 5.7  预算执行类指标判断矩阵 

B1 C1 C2 C3 C4 λmax CR 一致性 

C1 1 0.5 0.5 2 

4.0406 0.0150 CR<0.1 
C2 2 1 0.25 3 

C3 2 2 1 5 

C4 0.5 0.3333 0.2 1 

表 5.8  绩效管理类指标判断矩阵 

B2 C5 C6 C7 C8 λmax CR 一致性 

C5 1 0.5 2 0.2 

4.0076 0.0028 CR<0.1 
C6 2 1 5 0.5 

C7 0.5 0.2 1 0.1111 

C8 5 2 9 1 

表 5.9  项目管理类指标判断矩阵 

B3 C9 C10 C11 λmax CR 一致性 

C9 1 2 9 

3.0012 0.0011 CR<0.1 C10 0.5 1 5 

C11 0.1111 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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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财务管理类指标判断矩阵 

B4 C12 C13 C14 λmax CR 一致性 

C12 1 2 9 

3.0092 0.0079 CR<0.1 C13 0.5 1 6 

C14 0.1111 0.1667 1 

表 5.11  项目完成类指标判断矩阵 

B5 C15 C16 λmax CR 一致性 

C15 1 0.5 
2.0000 0.0000 CR<0.1 

C16 2 1 

表 5.12  政治功能类指标判断矩阵 

B6 C17 C18 C19 C20 λmax CR 一致性 

C17 1 2 2 1 

4.0812 0.0301 CR<0.1 
C18 0.5 1 2 0.3333 

C19 0.5 0.5 1 0.3333 

C20 1 3 3 1 

表 5.13  经济功能类指标判断矩阵 

B7 C21 C22 C23 λmax CR 一致性 

C21 1 0.5 0.5 

3.0536 0.0462 CR<0.1 C22 2 1 2 

C23 2 0.5 1 

表 5.14  文化功能类指标判断矩阵 

B8 C24 C25 C26 C27 λmax CR 一致性 

C24 1 0.1667 0.25 0.2 

4.0921 0.0341 CR<0.1 
C25 6 1 1 0.5 

C26 4 1 1 1 

C27 5 2 1 1 

通过应用算术平均法，对各专家的判断矩阵进行群决策，我们可以计算出

具体的指标权重，如表 5.15所示，以便更好地评估和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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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资金安排(0.3458) 

预算执行(0.9) 

预算执行率(0.0557) 

资金使用率(0.0871) 

预算执行监控情况(0.1400) 

预算执行管理组织保障情况(0.0283) 

绩效管理(0.1) 

目标编制数量(0.0042) 

目标个性化程度(0.0093) 

目标全面程度(0.0020) 

目标完成质量(0.0191) 

项目运营(0.0572) 

项目管理(0.3333)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0.0117)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0.0061) 

业务部门自查情况(0.0013) 

财务管理(0.6667)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0.0231)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0.0127) 

上级主管单位检查情况(0.0023) 

完成效益(0.5969) 

项目完成(0.3663) 
项目达标率(0.0729) 

目标完成率(0.1458) 

政治功能(0.1392)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0.0264) 

传承革命优秀传统(0.0142) 

加强党性教育(0.0100) 

巩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0.0324) 

经济功能(0.3773) 

红色旅游经营总收入(0.0441) 

辖区红色旅游产业累计接待游客数(0.1111) 

辖区旅游产业累计接待游客数（0.0700） 

文化功能(0.1171) 

弘扬民族文化(0.0044) 

传播红色文化(0.0191) 

挖掘与保护地方文化(0.0205) 

促进文化交流(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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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绩效评价 

通过专家评估和层次分析法构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 Z 市红色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进行了模糊评价，具体流程如下： 

（1）模糊元素权重及评语集分值 

给出各个层级指标的权重： 

W={0.3458,0.0572,0.5969} 

WA={0.9000,0.1000} 

WB={0.3333,0.6667}， 

WC={0.3664,0.1392,0.3773,0.1171}。 

WA1={0.1790,0.2801,0.4500,0.0909} 

WA2={0.1201,0.2685,0.0583,0.5531} 

WB1={0.6153,0.3187,0.0660} 

WB2={0.6056,0.3333,0.0611} 

WC1={0.3333,0.6667} 

WC2={0.3183,0.1710,0.1209,0.3898} 

WC3={0.1958,0.4934,0.3108} 

WC4={0.0628,0.2736,0.2940,0.3697} 

给出评语集及对应分值为： 

Y={差,较差,中等,良好,优秀}={60,70,80,90,100}。 

（2） 一级模糊综合评价 

表 5.16  预算执行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A1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A11 0.0000 0.1000 0.1000 0.3000 0.5000 

A12 0.0000 0.0500 0.0500 0.3500 0.5500 

A13 0.0000 0.0000 0.1500 0.2000 0.6500 

A14 0.0000 0.0500 0.0500 0.4000 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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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绩效管理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A2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A21 0.1000 0.4000 0.1000 0.1500 0.2500 

A22 0.2000 0.2000 0.4000 0.1500 0.0500 

A23 0.2500 0.2500 0.2500 0.1500 0.1000 

A24 0.0500 0.0500 0.1500 0.3500 0.4000 

表 5.18  项目管理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B1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B11 0.0000 0.0500 0.1500 0.2000 0.6000 

B12 0.0000 0.0000 0.2000 0.3000 0.5000 

B13 0.1500 0.5000 0.2500 0.0500 0.0500 

表 5.19  财务管理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B2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B21 0.0000 0.0000 0.2000 0.4000 0.4000 

B22 0.0000 0.0500 0.1500 0.4500 0.3500 

B23 0.2500 0.3500 0.2500 0.1000 0.0500 

表 5.20  财务管理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C1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C11 0.1000 0.3000 0.5500 0.0500 0.0000 

C12 0.1000 0.2500 0.6000 0.0500 0.0000 

表 5.21  政治功能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C2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C21 0.0000 0.0000 0.2000 0.2500 0.5500 

C22 0.0000 0.0000 0.3000 0.2000 0.5000 

C23 0.0000 0.0000 0.2000 0.3500 0.4500 

C24 0.0000 0.0000 0.1000 0.4000 0.5000 

表 5.22  经济功能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C3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C31 0.0500 0.1500 0.6000 0.1500 0.0500 

C32 0.0000 0.0500 0.7000 0.2000 0.0500 

C33 0.0000 0.1000 0.8500 0.05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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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文化功能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C4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C41 0.3000 0.2000 0.3500 0.1500 0.0000 

C42 0.0500 0.0500 0.4000 0.4000 0.1000 

C43 0.1000 0.2000 0.4500 0.2000 0.0500 

C44 0.0000 0.0500 0.7500 0.2000 0.0000 

以下进行二级模糊综合评价： 

WA*RA=[0.0108,0.0472,0.1153,0.2763,0.5504] 

WB*RB=[0.0135,0.0466,0.1818,0.3395,0.4186] 

WC*RC=[0.0476,0.1419,0.5762,0.1454,0.0889] 

（3）三级模糊综合评价 

得到 U对应的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为： 

表 5.24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模糊矩阵（隶属度矩阵） 

U 差 较差 中等 良好 优秀 

A 0.0108 0.0472 0.1153 0.2763 0.5504 

B 0.0135 0.0466 0.1818 0.3395 0.4186 

C 0.0476 0.1419 0.5762 0.1454 0.0889 

以下进行三级模糊综合评价： 

X=WU*RU=[0.0329,0.1037,0.3942,0.2018,0.2674] 

令等级分值 Y=[60, 70, 80, 90, 100]T， 

因此，可得到最终评价得分 Z=X*Y=85.6699, 

由此可得到样本整体水平处于中等和良好之间,更接近于良好。 

5.2.3 综合得分汇总 

基于 Z 市红色旅游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我们结合建立的红色旅游发展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相关计算方程，精心挑选并整理出了相关数

据，以期获得更准确的结果。经过 Z 市红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

具体数据可参考表 5.16：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 

37 

 

表 5.25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标准分数 二级指标 标准分数 三级指标 标准分数 

资金安排 

(0.3458) 

93.0838 

 

预算执行 

(0.9) 

94.0467 

 

预算执行率(0.0557) 92 

资金使用率(0.0871) 94 

预算执行监控情况(0.1400) 95 

预算执行管理组织保障情况(0.0283) 93.5 

绩效管理 

(0.1) 

84.4179 

 

目标编制数量(0.0042) 80.5 

目标个性化程度(0.0093) 76.5 

目标全面程度(0.0020) 76 

目标完成质量(0.0191) 90 

项目运营 

(0.0572) 

91.0306 

 

项目管理 

(0.3333) 

92.0205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0.0117) 93.5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0.0061) 93 

业务部门自查情况(0.0013) 73.5 

财务管理 

(0.6667) 

90.5357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0.0231) 9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0.0127) 91 

上级主管单位检查情况(0.0023) 73.5 

完成效益 

(0.5969) 
80.8608 

项目完成 

(0.3664) 

75.8333 

 

项目达标率(0.0729) 75.5 

目标完成率(0.1458) 76 

政治功能

(0.1392) 

93.3175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0.0264) 93.5 

传承革命优秀传统(0.0142) 92 

加强党性教育(0.0100) 92.5 

巩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0.0324) 94 

经济功能 

(0.3773) 

81.0781 

 

红色旅游经营总收入(0.0441) 80 

辖区红色旅游产业累计接待游客数

(0.1111) 
82.5 

辖区旅游产业累计接待游客数

（0.0700） 
79.5 

文化功能

(0.1771) 
81.0833 

弘扬民族文化(0.0044) 73.5 

传播红色文化(0.0191) 84.5 

挖掘与保护地方文化(0.0205) 79 

促进文化交流(0.0258) 81.5 

总计     8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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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计算可以分析得出：   

（1）资金安排类指标得分部分优秀。从预算执行类指标中的得分情况看出，

Z 市在甘肃省进行资金下发拨付之后，针对专项资金的拨付使用方面能力突出，

而且也侧面说明了 Z 市对资金的保障体系较为完整，而且预算执行类指标中的

预算执行率指标和资金利用率指标得分都比较优秀，也侧面表明 Z 市政府机构

能够充分利用专项资金发展旅游产业。但是表现一般的地方也体现在 Z 市红色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管理方面，虽然 Z 市绩效目标的完成率较高，但是绩

效目标编制数量较少，以及个性化程度和全面综合程度严重缺乏，这也导致了

资金安排类指标总体得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2）项目运营类指标整体情况一般。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得分较低的

情况基本是集中在了业务部门的自查情况和上级主管单位的检查情况这两个指

标当中，也就说明了在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监管以及拨付使用的过程

中，严重缺乏相关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尤其是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尽责。但是

在总体表现一般的情况下，仍有部分指标分数较高，表现优秀，例如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的健全性和执行有效性这几类指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虽然 Z 市

没有形成良好的资金管理标准，但是工作人员个人综合素养较高，仍能保持着

科学规范、严谨高效的状态进行财务审计工作。 

（3）完成效益类指标得分情况良好。Z 市的政府转移支付的红色旅游发展

财政资金在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直接的经济职能产出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项目

的数量、质量、营业总收入以及游客接待等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然而，在弘

扬民族文化的主观评价类指标得分均不够理想。这也向 Z 市的相关部门提出了

一个建议，那就是在未来实行相关旅游政策的同时，同时也应将宣传民族文化

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以保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能够提高居民的

综合素质，并对民族文化进行积极的宣传。 

综合来看，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最后的汇总得分为

85.67分，评价结果为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 Z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

理使用评价有较大影响的绩效管理和财务管理类指标的评分仍有很大的提升余

地。为此，Z 市应该在未来的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运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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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其的绩效和财政的控制，从而使财政专项资金的质量和效率得到进一步

的提高，切实提高红色旅游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5.4 促进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建议 

5.4.1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确保红色旅游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合规 

Z 市的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不仅可以为当地的红色旅游业带

来一次完整的考核，更可以为推动当地的红色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宝贵的机

会。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各级审计机关要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省审计厅、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专项资金审计工

作，加强领导干部的指导和协调，确保审计工作的有效实施。各相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为了促进红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财政部门

将对该领域的资金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估，并将其纳入相关项目的规划和执行之

中；为了更好地执行计划，各地区和相关部门应该迅速制定并落实具体措施；

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在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将其记录在

相应的台账上，以便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强

过程管理等措施，督促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政策执行到位、项目实施到位、

资金使用到位、监管责任到位，提高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效益。切实提

升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

计工作。 

5.4.2 加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 

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

施科学的绩效评价方法。 

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中，要始终坚持“目标导向、

绩效导向”，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一是在

资金安排上向革命老区倾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将更多资金投入到革命老区

红色旅游发展。二是科学合理安排项目，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突出项目建设的

质量和效益。三是提高绩效管理意识，将绩效目标的编制和完成情况作为项目

实施管理的重要依据，确保项目按照预期目标顺利实施。四是建立健全管理制

度和考核机制，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和动态监控。五是健全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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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六是完善项目管理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

到实处。目前在革命老区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和不足，如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完善、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不够准确等。

今后要不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的宣传力度，以资金为导向强化管理工作的

组织保障，推动绩效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5.4.3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红色旅游发展政策贯彻落实 

要把红色文化融入旅游景区、融入旅游活动，就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

要做大做强“红色”品牌。为了更好地利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品牌优势，加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的主题意识，更加全面准确地展现“红色”的文化精髓，更加精心设计“红色”

的元素，以及更加现代化的技术应用，我们将继续深入推进爱国主义教育，让

更多人受益。二要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要以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为抓手，加

快推进红（工）军营地建设、红色旅游公路建设、红色景区景点停车场建设等

项目。加强景区内道路、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的改造。努力改善景区的公共

设施，丰富景区的文化内涵，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满足游客的需求。三要必须

大力推动红色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5.4.4 进一步推动融合发展，确保红色旅游项目健康有序发展 

Z 市红色旅游项目发展基础较好，但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项目

布局缺乏整体谋划等问题。各县区、各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政策机遇，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进一步推动

融合发展，加快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红色旅游项目。要把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

研学旅行、研学实践教育等结合起来，实现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要把红色景区景点的文化内涵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让群众在参与活动中

接受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熏陶，让红色基因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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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通过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深入探讨，我们从

概念界定开始，经过理论提炼，总结现状，分析问题，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

将其应用于实践中，最终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本文旨在通过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深入探讨当前

该领域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剖析。通过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我们可以为建立一个完善的绩效审计理论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从一级指标的三个方面入手，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进行

定性和定量的评价，采用 AHP 方法对指标进行加权计算，从而建立红色旅游发

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第三，利用文章中构建的评价体系，对甘肃省 Z 市红色旅游产业的财政专

项资金绩效审计进行数据计算，并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给出了相关的改进意见。

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评价结果提出政策性建议，使得评价体系更具备实际可利

用性。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6.2.1 研究不足 

鉴于 Z 市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工作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将对

其当前的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给出有益的建议。关于红色旅

游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研究不够全面，由于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具有投入大、

回收周期长等特点，因此，各地在开展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中

也会存在很多问题： 

(1)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重视程度不高，还未将其作为一项常

态化审计工作。部分地区虽然建立了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制度，

但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还没有将其作为一项

常态化审计工作，未将其作为一项重点内容纳入年度绩效审计计划。因此，在

实际工作中，不能全面有效地开展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工作。 

(2)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指导思想、范围界定、实施重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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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标准等不够明确，使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失去了指导和依据，这

是开展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的重要环节。 

6.2.2 研究展望 

目前，在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红色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的定义、分类、监管机制以及绩效审计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了

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较多地从政府层面来进行，而从企业或市场的角度对红

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较少，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关于红色旅游

发展专项资金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

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缺乏政策层面的指导。此外，由于红色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如政府部门、红色旅游企业、社会公众等。因此对

其开展绩效审计不仅要从政府层面考虑，还需要从社会公众角度考虑，通过社

会公众的广泛参与来促进 Z 市红色旅游更好地发展。所以，在之后的审计工作

中，可以从下列几个角度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1）拓展案例研究的广泛性  

以甘肃省为例，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经验和教训可以从多

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模式、资金使用方向、具体实施办法以及

监督检查等。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根据我国的相关法

律法规，对基层政府在实际操作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对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2）探索红色旅游绩效审计全过程跟踪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绩效审计，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为未来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在我国，还没有一个人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政策

实施过程中实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对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更是无人问津，对

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是促进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由于红色旅游项目涉及面广，且资金投入多，从项目立项到项目实施、项

目完成后的验收、交付使用等一系列过程都会涉及到不同部门，如果不能对红

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就难以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

如何对红色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全过程跟踪审计，使其发挥最大效益成为现

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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