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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艺术基金青年艺术人才培养资助

项目经费使用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四川艺术基金（以下简

称“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经费使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四川艺术基金章程》《四

川艺术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规定，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艺术基金的资金，主要来自四川省本级财政

拨款。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项目经费，是指艺术基金用于资

助艺术经验传授、实践提高及学员成果展示等人才培养活动

的专项经费或用于资助 45 周岁以下青年艺术人才创作活动

的专项经费。

第四条 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各方应承担如下责任：

（一）四川艺术基金理事会作为艺术基金的决策机构，

承担年度资助方案的审定和项目经费使用情况的审查职责。

（二）四川艺术基金专家库专家承担咨询、评审、监督

等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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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和

各市州文旅局作为艺术基金管理和组织实施单位，承担对申

报实施项目的政治导向管理、项目质量管理和经费使用的直

接监督指导责任。

（四）项目主体按照“谁申报谁负责、谁实施谁负责”

的原则，承担对申报实施项目的政治导向管理、项目质量管

理和经费使用的主体责任。

第五条 项目经费管理和使用执行如下原则：

（一）科学安排，合理配置。项目主体应严格按照项目

的实施计划和目标任务，科学合理地编制和安排预算。严格

会议、差旅、培训等预算管理，控制相关支出规模。

（二）权责明确，讲求绩效。项目经费管理各方应权责

明确，各负其责，加强对项目经费全过程绩效管理，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三）单独核算，专款专用。项目经费应当纳入项目主

体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四）一次核定，分期支付。项目经费根据项目类型、

艺术门类的创作规律及实际情况，按程序一次核定，按 70％、

30％的比例分立项款、结项款两批次支付经费。

第二章 项目经费开支范围

第一节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经费开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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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的经费，具体用于：

（一）创作费是指在作品创作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包括：

1．资料收集费：指作品创作过程中书籍、音像等资料采

集、复印、翻拍、翻译的费用；

2．材料购置费：指作品创作过程中必须的设备耗材、原

材料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保管的费用；

3．采风考察观摩费：指项目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开展必要

的体验生活、采风调研、学习考察观摩等活动的费用；

4．专家指导费：指作品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专家指导、咨

询及论证的费用；

5．设计制作费：指作品创作及制作环节发生的服装、道

具、造型、音乐等设计制作活动费用；

6．表演创作费：指演员塑造舞台艺术形象，进行审美意

象创造以及舞台呈现的费用。

（二）演出费是指在作品进行演出等过程中发生的各项

费用。包括：

1．录音录像费：指创作作品排练演出期间发生的录音、

录像以及后期剪辑、音像成品制作等费用；

2．差旅费：指作品展演期间发生的相关人员城市间的飞

机、火车、轮船或租用车辆的费用以及市内交通费、住宿费

和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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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孵化资助项目经费开支范围

第七条 项目经费支出是指与项目组织实施活动相关

的、由项目资金支付的各项费用支出。项目经费分为直接费

用和间接费用。

第八条 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

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创作费、制作费、排练演出费三个一

级科目。

第九条 创作费是指在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孵化创作过

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

（一）编剧（含改编移植）费：指编剧进行剧本创作、

改编、移植的费用；

（二）作曲（含编曲、唱腔设计）费：指作曲家对舞台

演出中的音乐进行乐谱编排或有组织化的音响设计创作的

费用；

（三）导演（含编导、指挥）费：指导演、音乐及舞蹈

编导、乐队指挥将剧本、曲谱、设计图内容转化为舞台形象，

并编排形成完整舞台演出的费用；

（四）舞台美术设计费：指置景、灯光、音响、服装、

道具、化妆以及多媒体视觉等所有舞台景观呈现过程中发生

的设计费用；

（五）表演创作费：指演员塑造舞台艺术形象，进行审

美意象创造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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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期论证费：指演出主创、专家在制作前对剧本、

导演阐述、舞台构思等重要内容进行论证的费用；

（七）后期修改费：指首演结束后组织专家针对剧目演

出具体细节元素进行研讨和加工修改提高的费用。

第十条 制作费是指在大型舞台艺术创作制作过程中

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

（一）舞台美术制作费：指置景、灯光、音响、服装、

道具、化妆以及多媒体视觉等所有舞台景观呈现过程中发生

的设备租用与制作费用；

（二）音乐制作费：指音乐素材采集、编配、制作、合

成（录音、乐队演奏、录音棚租用及合成、混音、MIDI 小样

制作等）费用。

第十一条 排练演出费是指在大型舞台艺术创作排练

演出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

（一）租赁费：指排练演出期间所需要的租赁费用，如

场地、器材、设备、服装、道具等；

（二）运输费：指舞台设备在进、出剧场期间的运输费

用和运输过程中发生的保险费用；

（三）差旅费：指排练演出期间发生的相关人员的城市

间飞机、火车、轮船或租用车辆的费用、市内交通费、住宿

费和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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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宣传费：指剧本、导演手记等资料印刷出版以及

海报、宣传册、媒体报道等宣传活动的费用；

（五）录音录像费：指排练演出期间发生的录音、录像

以及后期剪辑、音像成品制作等费用。

第十二条 直接费用下各科目应在相应的标准内支出，

实行分科目控制。

第十三条 间接费用是指项目主体在组织实施项目过

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用于项目实

施所产生的相关税费、专项审计费用等。

第十四条 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不得超过资助资

金总额的 5％。

第三节 青年艺术人才培训班资助项目经费开支范围

第十五条 项目经费支出是指与项目组织实施活动

相关的、由项目资金支付的各项费用支出。项目经费分为直

接费用和间接费用。

第十六条 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

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培训费和实践费两个一级科目。

培训费是指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在培训环节发生的各项

费用。

实践费是指艺术人才培养项目在实践环节发生的各项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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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舞台类人才培训班项目的直接经费，具体

用于：

（一）培训费

1．教师教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聘请专业人士授课以

及授课所需的教材教辅费用；

2．场地服务费：指教学场所及附带提供的工作人员等

辅助教学人员、投影仪等辅助教学设备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工作人员数量应严格控制在培训学员总量的 10％以内；

3．差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发生的相关人员一次性往

返于培训地点的飞机、火车、轮船或租用车辆的费用、市内

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

4．设备材料费：指集中培训期间所需的材料、设备耗

材等费用。

（二）实践费

1．资料采集推广费：指项目实施期间发生的音像等资

料采集录制以及后期剪辑制作与推广宣传的费用；

2．采风考察观摩费：指创作实践环节发生的必要的采

风、调研、考察发生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和观摩学习

的费用；

3．成果展示费：指培训成果的排练演出以及与之相关

展示活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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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美术类人才培训班项目的直接经费，具体

用于：

（一）培训费

1．教师教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聘请专业人士授课以

及授课所需的教材教辅费用；

2．场地服务费：指教学场所及附带提供的工作人员等

辅助教学人员、投影仪等辅助教学设备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工作人员数量应严格控制在培训学员总量的 10％以内；

3．差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发生的相关人员一次性往

返于培训地点的飞机、火车、轮船或租用车辆的费用、市内

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

4．设备材料费：指集中培训期间所需的材料、设备耗

材等费用。

（二）实践费

1．资料采集推广费：指项目实施期间发生的音像等资

料采集录制以及后期剪辑制作与推广宣传的费用；

2．采风考察观摩费：指创作实践环节发生的必要的采

风、调研、考察发生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和观摩学习

的费用；

3．成果展示费：指培训成果的布展展览以及与之相关

展示活动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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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印刷出版费：指培训实践相关成果资料编辑成册、

印制出版的费用。

第十九条 理论评论类人才培训班项目的直接经费，

具体用于：

（一）培训费

1．教师教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聘请专业人士授课以

及授课所需的教材教辅费用；

2．场地服务费：指教学场所及附带提供的工作人员等

辅助教学人员、投影仪等辅助教学设备等相关服务的费用。

工作人员数量应严格控制在培训学员总量的 10％以内；

3．差旅费：指集中培训期间发生的相关人员一次性往

返于培训地点的飞机、火车、轮船或租用车辆的费用以及市

内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费。

（二）实践费

1．资料采集推广费：指项目实施期间发生的音像等资

料采集录制以及后期剪辑制作与推广宣传的费用；

2．采风考察观摩费：指创作实践环节发生的必要的采

风、调研、考察发生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和观摩学习

的费用；

3．成果展示费：指培训成果的展览展示活动的费用；

4．印刷出版费：指培训实践相关成果资料编辑成册、

印制出版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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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咨询研讨费：指项目实施期间发生的专家咨询论证

及研讨的费用；

6．理论研究费：指对培训期间产生的理论成果进行后

续研究的费用。

第二十条 直接费用下各科目应在相应的标准内支

出，实行分科目控制。

第二十一条 间接费用是指项目主体在组织实施项

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用于项

目实施所产生的相关税费、专项审计费用等。

第二十二条 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不得超过资助

资金总额的 5％。

第三章 项目经费预算编制和支付

第二十三条 项目主体根据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

申报指南的要求，以及资助项目申报书中预算申请表的开支

内容，结合项目实施计划，合理安排项目执行各阶段的经费

需求，确定预算内容和开支额度，如实填报预算。

第二十四条 经费预算编制应坚持目标相关性、政策

相符性和支出合理性原则，由项目主体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

共同编制。

第二十五条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组织专家综合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艺术门类、青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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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训班资助项目的学员数、时长、招生对象等因素，对

申报项目预算进行核定，提出建议资助金额；报四川艺术基

金理事会审议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审定。

第二十六条 项目主体应根据批复后的资助金额调

整项目预算方案，并与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

理中心）签定《四川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

第二十七条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与项目主体签定《四川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后，

支付立项经费。结合项目监督和结项验收情况，支付项目后

续经费。项目经费的支付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

行。

第四章 项目经费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八条 项目主体须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各科目

支出额度，一般不予调整，确需调整的严格履行相关程序：

（一）科目限额内的预算调整，履行备案程序；

（二）科目限额外的预算调整，应按程序报四川省剧目

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由管理中心组织专家予

以核定。

第二十九条 项目经费支出过程中，属于政府采购范

围的，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执行。对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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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住宿费等四川已出台相关支出标准的，参照四川规定

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条 项目经费不得用于支付各种罚款、捐款、

赞助、投资等支出，不得用于项目主体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支

出，不得用于四川规定禁止列支的其他支出。

第三十一条 项目实施期间，项目主体应定期将项目

预算执行情况报送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

心）。

第三十二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主体应根据四川省剧

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结项验收有关规定，编

报项目结项材料。

第三十三条 项目通过结项验收后，尚未用完的经费，

应按原渠道退回，退回资金按照相关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第三十四条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对违反本细则及四川艺术基金其他有关管理规定的项

目主体，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书面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拨

款、撤销项目、追回全部已拨经费、暂停或取消申报资格等

处理措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四川艺术基金理事会批准后追回

已拨经费，并取消项目主体三年以上申报资格，涉嫌违法违

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项目内容及实施过程中出现政治导向问题；



13

（二）严重违反财务会计制度规定；

（三）截留、挪用、侵占、套取项目经费；

（四）拒不配合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项目管理工作；

（五）其他违反四川法律、法规及党规党纪的事项。

第三十五条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按年度检查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项目主体应

积极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第三十六条 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基金管理

中心）组织对项目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运行

监控，结合项目监督和结项验收情况，对项目实施绩效自评

和重点绩效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应用，定期向文化

和旅游厅、财政厅和四川艺术基金理事会报送当年资助项目

经费使用、决算情况与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并向社会公告。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细则由四川省剧目工作室（四川艺术

基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