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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为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实《中共上

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沪委发（2016）29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

（2016）52 号）文件精神，加快本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激发更广

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热情，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服务于

“体育强国”及“健康上海”建设，市教育局与市教委决定每四年举

办一届运动会。

以“十四五”时期上海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为立足点，在

备战市运会的大背景下，着力于提高普陀区竞技体育实力和推进区体

育品牌建设。设立市运会备战经费，目的是以“大体育观”的视角全

面推进本市青少年体育训练，通过集训营等活动输送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集中力量培养和选拔，聚焦更广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促进青少

年身心健康、强健体魄。

基于普陀区代表队的优异成绩，为了鼓励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

争创优异成绩，为区争光的积极性，2019 年市运会备战经费用于第

十六届市运会成绩奖励经费。参照“关于印发《上海市优秀运动员参

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的实施意见》”沪体计【2015】683 号文件精神，

经普陀区政府第 4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普陀区代表团奖励办法》，奖励经费按此奖励办法执行发放

2、项目总目标

下拨市运会备战经费以开展各类参赛项目集训，完成普陀区委、

区政府的参赛任务要求，展现普陀区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鼓励运动

员、教练员争创优异成绩，提高为普陀区争光的积极性，为市和国家

挖掘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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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年度目标

（1）产出目标

按市局有关部门对第十六届市运会的工作要求，组织实施好普陀

区承办的赛事，从赛前报名到赛后总结，有序推进相关比赛的各环节

流程，严把赛风赛纪坚决打击违纪现象。

对参赛的普陀区代表队，通过下拨备战经费，组织赛前训练工作，

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督训工作计划，做好相关后勤保障工作。确保

运动员、教练员及各领队在团体总分、参赛人数、项目及奖牌方面都

能收获佳绩，较往年有较大进步。

（2）结果目标

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向一线运动队输送优秀青少

年，增强普陀在全市竞技体育影响力和地位，建设体育强区。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评价结论

本项目绩效评价得分为 91分，评价等级为“优”。

指标类别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项目决策类指标 25 21 84.00%

项目管理类指标 20 19 95.00%

项目绩效类指标 55 51 92.73%

总计 100 91 91.00%

（二）预算执行情况

年度 年初预算（元）
调整后预算

（元）
实际支出（元）

预算执行率

（按调整

后）

支出内容

2018 6,080,000.00 6,080,000.00 5,366,388.23 88.26%
第十六届市运会备

战集训、比赛费用

2019 7,850,000.00 7,509,302.00 7,509,302.00 100.00%
第十六届市运会成

绩奖励费用

2020 2,000,000.00 1,024,177.00 1,024,177.00 100.00%
第十七届市运会备

战集训费用

2021 1,500,000.00 1,500,000.00 1,490,251.00 99.35%
第十七届市运会备

战集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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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

1、2018 年度-2021 年度项目实施绩效结果如下：

（1）2018 年 12 月，第十六届市运会圆满落下帷幕，在区府办、

区体育局、区教育局有关领导及各训练单位、各体教结合学校领导，

教练员和运动员共同团结努力下，获得佳绩：

体育道德风尚奖；

青少年组团体总分第二名；

青少年团体奖牌第五名；

青少年组重点项目团体总分第五名；

青少年组重点项目团体奖牌第五名；

青少年组优秀组队一等奖；

奥运会 全运会 青运会 突出贡献奖第六名；

2015-2018 年度上海市青少年十项系列赛优胜奖第三名；

青少年组最快进步奖；

承办的女子足球项目荣获青少年组“优秀赛区奖”

十六届市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最快进步奖

十佳教练员 1名

优秀教练员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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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度发放成绩奖励汇总情况如下：
教练员 运动员 领队 输送 全国比赛 分数奖 全国比赛运动员 输送运动员 创纪录 相关人员奖励 总计

少体校 2,156,590.00 786,525.00 20,000.00 560,000.00 93,125.00 - 105,000.00 57,000.00 11,250.00 181,000.00 3,970,490.00

游校 588,121.00 223,000.00 10,000.00 320,000.00 100,625.00 - 99,500.00 33,000.00 - 71,000.00 1,445,246.00

足校 833,554.00 205,200.00 11,500.00 410,000.00 35,000.00 - 48,000.00 75,000.00 - 80,000.00 1,698,254.00

培佳 2,400.00 5,400.00 - - - 5,700.00 - - - - 13,500.00

金洲 173,900.00 54,000.00 12,500.00 - - 11,400.00 - - - - 251,800.00

棋艺 5,000.00 5,100.00 - - - - - - - - 10,100.00

沙田 - 4,500.00 - - - - - - - - 4,500.00

兰田 - - 1,500.00 - - 9,525.00 - - - - 11,025.00

玉华 - - - - - 5,550.00 - - - - 5,550.00

桐柏 - - - - - 1,000.00 - - - - 1,000.00

进华 - - - - - 1,000.00 - - - - 1,000.00

信息 - - - - - 8,550.00 - - - - 8,550.00

经济管理 - - - - - 1,237.00 - - - - 1,237.00

晋元附校 - 800.00 - - - - - - - - 800.00

甘泉 - 12,300.00 - - - - - - - - 12,300.00

武宁路小学 - 600.00 - - - - - - - - 600.00

曹村六小 4,500.00 4,500.00

曹杨中学 3,150.00 3,150.00

曹村三幼 3,600.00 3,600.00



5

乐怡 - 3,200.00 - - - - - - - - 3,200.00

真如 - 4,600.00 - - - - - - - - 4,600.00

朝春 - 9,600.00 - - - - - - - - 9,600.00

桃浦中心 - 2,300.00 - - - - - - - - 2,300.00

金沙江路小

学
- 3,100.00 - - - - - - - - 3,100.00

金鼎 - 2,000.00 - - - - - - - - 2,000.00

曹村八幼 - 10,600.00 - - - - - - - - 10,600.00

回民幼儿园 - 5,400.00 - - - - - - - - 5,400.00

真光幼儿园 - 3,600.00 - - - - - - - - 3,600.00

金豆豆幼儿

园
1,000.00 3,000.00 - - - - - - - - 4,000.00

桃浦中学 - 1,500.00 - - - - - - - - 1,500.00

文达 - 500.00 - - - - - - - - 500.00

上理工 - 2,400.00 - - - - - - - - 2,400.00

二中附校 - 5,100.00 - - - - - - - - 5,100.00

梅陇 - 1,000.00 - - - - - - - - 1,000.00

华四 - 800.00 - - - - - - - - 800.00

晋元高级 - 2,400.00 - - - - - - - - 2,400.00

总计 3,760,565.00 1,369,775.00 55,500.00 1,290,000.00 228,750.00 43,962.00 252,500.00 165,000.00 11,250.00 332,000.00 7,509,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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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度-2021 年度项目实施支出情况如下：

项目 支出金额

一、参赛后勤类

集训慰问 36,069.34

交通费 600.00

培训记录册（13339） 11,400.00

视频制作费 144,000.00

运动员保险费 1,243,548.00

咨询费 49,800.00

租车费 20,129.00

小计 1,505,546.34

二、奖励类

十六届市运会奖励 7,495,802.00

体教结合颁奖 280,000.00

小计 7,775,802.00

三、项目扶持类

棒垒球 83,500.00

冰壶 20,000.00

帆船 30,000.00

扶持经费 120,000.00

高尔夫 28,700.00

击剑 70,000.00

轮滑 30,000.00

马术 201,100.00

攀岩 100,000.00

乒乓、排球 138,000.00

棋类 230,000.00

射箭、田径 400,000.00

水上项目 40,000.00

速滑 20,000.00

跆拳道 99,750.00

体操 10,500.00

足球 338,000.00

小计 1,959,550.00

四、训练、参赛后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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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集训训练费 943,062.69

参赛费用 1,403,751.20

小计 2,346,813.89

五、资产、用品购置类（含器材）

服装器材 354,313.00

网球场工程款 49,726.00

资产增加 93,047.00

小计 497,086.00

六、组织扶持类

少体校扶持费用 1,025,320.00

社会俱乐部办训扶持 280,000.00

小计 1,305,320.00

总计 15,390,118.23

3、器材购买及使用情况

序号 入账时间 专业器材 金额（元） 使用单位

1 2018.8.29
市运会武术比赛器材（含服装，

合同未有具体器械明细）
86,895.00

沙田学校、甘泉外国语、

晋元附校、市体育宫

2 2018.8.29 市运会高尔夫项目器材 23,300.00 武宁路小学、金洲小学

3 2018.8.29 市运会棒垒球服装器材 35,240.00

金洲小学、上海师范大学

附属第二实验学校、培佳

学校

4 2018.8.29 市运会手球服装器材 6,705.17 曹杨中学及附属学校

5 2018.8.29

市运会曲棒球比赛器材（护具

*2、碳素球棍*30、曲棍球球

*100）

66,000.00
沙田学校、曹杨新村第六

小学

6 2020.12.31 大金空调 11,500.00 武宁路小学

7 2020.12.31

击剑裁判器 10,760.00

武宁路小学
拖线盘 15,076.00

教练服 2,180.00

击剑体能辅助器材 3,000.00

8 2021.6.30

高尔夫球打击笼 12,500.00

武宁路小学
高尔夫球 3D坡度打击垫 7,000.00

高尔夫球雷达测距仪 3,500.00

高尔夫球儿童杆 2,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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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86,556.17

(1)2018年经费未按照项目单独核算，更换系统后无法导出明细，

清单内器材是绩效评价小组根据财务凭证资料整理。

(2)武宁路小学是普陀区高尔夫球项目、击剑、国体跳棋项目布

局学校。在 2020 年暑假，学校改建体育活动馆作为击剑项目的在校

训练室，为了训练需要区体育局为其购买了空调。同时修建了高尔夫

球小型练习场。为了更好的开展击剑、高尔夫球项目训练，区体育局

给予了专项器材和辅助器材。

以上涉及的运动项目（高尔夫、手球、棒垒球等）由于普陀区训

练单位没有专职教练，基本由普陀区体教结合学校实施。为进一步做

好参赛保障及日常训练等工作，购入所需训练器材，使用情况良好。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

1、区级层面高度重视，为市运会做好坚实的基础保障工作。教

学方面，采用客座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任教和外省市人才引进等多种

方式解决教练员短缺问题；硬件方面，加快场地建设，及时更新训练、

比赛器材，确保训练硬件保障设施全部到位；鼓励运动员方面，我们

加强运动员伙食营养补贴，同时制定了十六届市运会的奖励标准。

2、成立专项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调研，分析项目，研究竞赛规

则和对策，定期召开备战工作例会。2018 年区体育局对区内开展了

36 场次青少年训练相关的调研，处理市运会备战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制定详尽、科学的《普陀区参加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备战方案》，

推进各项备战工作落实。

3、注重日常备战、寒暑期集训及延续训练。在备战周期里，根

据运动员较为分散的训练时间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于寒暑假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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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重点项目 20 支队伍分赴浙江、青岛、镇江、北京等地开展假期

异地集训。在区备战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动员大会上下发《各

项目日常训练时间安排》、《参赛学校汇总表》等文件，为备战队伍鼓

劲加油，激励运动员提高战术及心理训练水平。

4、勇于应对挑战，注重团队协作，承办女足赛事，做好东道主，

展现普陀风采。普陀区体育局承办了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

女足表。区体育局、教育局与市足球协会、青训中心沟通协调，成立

了竞委会，多次召开赛前工作会议，加强对竞赛工作的管理，高质量

地完成了竞赛承办任务，获得“优秀赛区奖”。

（二）存在的问题

1、市运会奖励发放的计算过程及留档材料形式不利于备查。

2019 年度市运会备战经费全部用于发放市运会成绩奖励。绩效

评价小组获取了奖励计算底稿，根据《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普陀区

代表团奖励办法》进行重新计算。经检查，所有奖励依据的计算底稿

均为经办员通过手工计算后形成的纸质材料，单据较多，并未进行分

类，难以根据纸质形成的计算结果进行追溯及复核，亦不利于后续财

务人员的发放及统计。

2、项目经费预算未细化到费用明细分类。

通过检查体育局原始单据、明细账簿及财务凭证等资料，对项目

经费的使用进行了分类，发现经费使用范围较广，但体育局并未于年

初将预算总金额细化至明细类目，不利于分析预算成本效益情况。

3、购买相关运动项目器材及资产未登记造册，不利于日常管理。

部分重点体教结合运动项目需购置专门器材（例如高尔夫球笼、

击剑体能辅助器材等）。经检查体育局提供的固定资产明细清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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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将所有购置器材进行专门登记，不利于日常管理及维护，也难以统

计所有器材使用的情况。

4、各运动项目扶持经费的使用标准不够清晰，不利于经费使用

与获得效益的对比。

绩效评价小组整理了 2018 年度-2021 年度所有项目扶持经费支

出，发现个别项目之间扶持金额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弱势项目或者重

点项目并未有明确地扶持标准。

5、对合作体教结合学校、教练员等缺乏日常管理、考核制度。

由于部分项目普陀区训练单位没有专职教练，基本由普陀区体教

结合学校实施。除了四年一次赛季后的颁奖，日常未见对各合作体教

结合学校及教练员等设置常规训练管理、考核制度。

（三）建议改进措施

1、建议体育局相关经办人员建立电子档案，将各体校、体教结

合学校、教练员等分别建立档案，将奖励计算过程电子化、数字化，

减轻经办人员的手工计算压力，有利于结果的可追溯、易统计及准确

性。

2、建议体育局申报预算时根据历年使用情况细化明细分类，有

的放矢地使用经费，有利于每年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归纳、对比，确

保成本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查漏补缺个别容易忽视的费用申报。

3、建议体育局建立购入资产清单，对日常使用的固定资产、运

动专用器材等分别成册，定期对资产的数量、状况、存放地、使用频

率等进行检查，确保所有资产不闲置、不浪费，以供备战训练使用。

4、建议进一步细化项目扶持经费的使用办法，对各种项目进行

分层，明确重点项目定位及弱势项目薄弱点，有针对性地下拨扶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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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并对扶持经费的使用进行定期成果检查。

5、建议制定考核管理制度。并将各合作体教结合学校及教练员

在非赛季的时间段里的训练时间、训练成果及日常管理纳入考核，月

度或季度实施反馈，及时掌握各项目备训、备战情况。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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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引言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

22 号）、《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受上海市

普陀区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委托，上海君衡联合会计师

事务所（普通合伙）以第三方社会评价机构身份，承担“上海市普陀

区社会面顽症综合治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体育局”）2020 年度体育

局工作经费项目”（以下简称“体育局经费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

我所进行了合规性检查、数据采集、访谈等评价程序，在组织梳理、

分析评价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的背景和目的

为进一步贯彻为奥运争光和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落实《中共上

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沪委发（2016）29 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上海市体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沪府办发

（2016）52 号）文件精神，加快本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激发更广

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热情，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服务于

“体育强国”及“健康上海”建设，市教育局与市教委决定每四年举

办一届运动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事业发展折射出的社会经济全面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发展轨迹。青少年体育的蓬勃发展，更是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上海体育事业、体育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以

“十四五”时期上海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为立足点，在备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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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会的大背景下，着力于提高普陀区竞技体育实力和推进区体育品牌

建设。设立市运会备战经费，目的是以“大体育观”的视角全面推进

本市青少年体育训练，通过集训营等活动输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集

中力量培养和选拔，聚焦更广泛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促进青少年身心

健康、强健体魄。

基于普陀区代表队的优异成绩，为了鼓励运动员、教练员和领队

争创优异成绩，为区争光的积极性，2019 年市运会备战经费用于发

放第十六届市运会成绩奖励经费。参照“关于印发《上海市优秀运动

员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的实施意见》”沪体计【2015】683 号文件

精神，经普陀区政府第 4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第十六届

运动会普陀区代表团奖励办法》，奖励经费按此奖励办法执行发放。

第十六届市运会期间，参赛体育健儿弘扬了“更快、更高、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取得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也涌现了一批有潜力的优秀苗子，为上海奥运会、亚运会、

全运会的竞技备战发掘了人才，也进一步巩固了本区体育人才队伍的

梯队建设。区体育局汲取优良经验，总结不足之处，进一步振奋精神、

开拓进取、乘势而上，投入新一轮的备赛之中，推动区体育事业新一

轮发展，为国家、上海的体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二）项目情况说明

1、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的对象是 2018 年度-2021 年度体育局市运会备战经费

实际支出 1,539.01 万元，主要包括日常备战集训费、体育项目扶持

经费、参赛服装器材等费用。

2、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的范围是体育局市运会备战经费的绩效目标与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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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适应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状况和资产配置、处置及

其受益管理情况，为加强管理所制定的相关制度和采取措施以及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等。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的方法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

4、评价时段

本次评价的时段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绩效目标

1、总目标

下拨市运会备战经费来开展各类参赛项目集训，完成普陀区委、

区政府的参赛任务要求，展现普陀区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鼓励运动

员、教练员争创优异成绩，提高为普陀区争光的积极性，为市和国家

挖掘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做贡献。

2、年度目标

（1）产出目标

按市局有关部门对第十六届市运会的工作要求，组织实施好普陀

区承办的赛事，从赛前报名到赛后总结，有序推进相关比赛的各环节

流程，严把赛风赛纪坚决打击违纪现象。

对参赛的普陀区代表队，通过下拨备战经费，组织赛前训练工作，

制定科学合理的训练、督训工作计划，做好相关后勤保障工作。确保

运动员、教练员及各领队在团体总分、参赛人数、项目及奖牌方面都

能收获佳绩，较往年提升。

（2）结果目标

提高广大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向一线运动队输送优秀青少

年，增强普陀在全市竞技体育影响力和地位，建设体育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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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2018-2021 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

年度 年初预算（元）
调整后预算

（元）
实际支出（元）

预算执行率

（按调整后）
支出内容

2018 6,080,000.00 6,080,000.00 5,366,388.23 88.26%

第十六届市运会

备战集训、比赛

费用

2019 7,850,000.00 7,509,302.00 7,509,302.00 100.00%
第十六届市运会

成绩奖励费用

2020 2,000,000.00 1,024,177.00 1,024,177.00 100.00%
第十七届市运会

备战集训费用

2021 1,500,000.00 1,500,000.00 1,490,251.00 99.35%
第十七届市运会

备战集训

（五）项目完成情况

2018 年举行的第十六届市运会，体育代表团共获得团体总分

5,531.125 分，位列全市第二；金牌 160.875 枚、银牌 71 枚、铜牌

87 枚，团体奖牌位列全市第五；青少年组体育道德风尚奖；青少年

组团体奖牌奖第五名；青少年组团体总分奖第二名；重点项目团体总

分奖第五名；奥运会、全运会、青运会突出贡献奖第六名；普陀区代

表团入选了一位十佳教练员，一位优秀教练员，两位优秀体校校长。

较上届市运会团体总分第四、团体奖牌第七均提升两个名次,荣获最

快进步奖。

2019 年区体育局制定了《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普陀区体育代

表团奖励办法》并经市级审批，发放市运会奖励经费。奖励经费覆盖

所有在市运会中获得佳绩的运动员、教练员及体教结合单位，共计发

放 7,509,302.00 元。

（六）项目的相关方及其关联

1、相关政府部门、单位及其管理职责

（1）区财政局：负责项目预算的审核、监督管理、资金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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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体育局：负责项目经费的政策决策。

（3）竞技体育科：负责各集训、参赛项目具体工作的业务指导

及审核。

（4）各训练单位、各体教结合学校、各相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负责申报预算和具体执行备战训练工作。

2、项目受益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及其与项目的关联

（1）各训练单位、各体教结合学校、各相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通过下拨备战经费开展的各运动集训项目，挖掘青少年人才潜力，提

高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素质及专业能力。

（2）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青少年业余体育锻炼能力，提高身体

素质，营造全民运动氛围。

（七）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1、资金管理

专项经费使用实行先预算后使用原则;经费管理实行办公室统一

管理原则;体育局在经费使用前需填写《经费使用报告》，逐级报批，

由各分管领导审核后，报分管局长审批。申请使用经费时，应做出合

理匡算，实际使用时应严格掌握在申请数额内，若超额使用，必须在

经费报销前就相关原因做出书面说明，并报分管局长。办公室由专人

定期对各类报销单据进行整理、归类，登记后填写报销凭证，报分管

局长审批，由财会人员对报销单据进行核实后下拨财政拨款。严格按

照财政下达的预算批复，专款专用。本项目经费支付方式为财政授权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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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预算申请及资金支付流程如下:

2、项目管理

体育局经费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如下图所示：

区财政局

预算批复

下拨额度

竞技体育科

预算申请

公务卡/具体收款单位、

各训练单位、各体教

结合学校、各相关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

书面提出训练等

活动经费申请

区体育局

三重一大会议（若

需要）付款申请



18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是对体育局 2018 年度-2021 年度市运会备战

经费项目的管理是否规范、绩效目标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满意的效果以

及资金使用是否合法合规，用途是否能达到效益最大化进行评价，总

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二）评价依据

1、项目业务文件

（1）《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普陀区代表团奖励办法》

（2）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第十六

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

2、绩效评价管理文件

（1）《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

（2）《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22 号）

（3）《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指标体系设计的总体思路

根据《上海市财政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沪财绩

〔2020〕6号）、《上海市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沪财绩〔2014〕

22 号）、《普陀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梳理格式、提炼和编制评

价项目的绩效目标；核实项目资金成本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细化项目

成本的构成明细。

指标体系的总体设计主要通过对项目绩效目标中产出和效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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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深入分析、分解和对项目案卷的系统梳理，开展对项目整体绩效

的效益性评价，确保指标体系全面覆盖项目绩效目标各要素。在评价

主线上，重点突出对项目绩效和考查，以预算主管部门的公共服务职

能为出发点，重点关注项目产出质量和综合效益。

在评价指标细化设计方面，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一级指标设置

为基础，基于对项目决策、管理和绩效的深入研究剖析，提取适用性

关键评价因素形成二级指标，将充分反映指标内容的、数据可采集、

可考核性强的二级指标进一步分解成三级可量化指标进行衡量，并严

格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格式细化各指标的指标含义、指标权重、评价

标准、数据来源、评价方法等内容。指标设计完成后，通过调研访谈

对采集数据的可行性进行了预判，保证了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和数据

采集的可能性。

在指标权重设计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为了保证

不同项目评价结果的可比性、满足各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参

考性，对一级指标权重在浮动许可范围内进行分配；二是对三级指标

按照其与目标的关联度和评价意义以及对上级指标的贡献程度进行

赋值，同时横向比较各类三级指标对总体评价目标的相对贡献度，确

定各三级指标权重，以此为基础拟合出二级指标权重。

2、指标体系

详见附件 1。

（四）绩效评价实施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主要通过访谈对项目的总体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并

设计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通过相关文件的解读、数据采集、访谈、

数据分析等完成报告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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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

项目组对区体育局等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主要针对

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及监控情况、项目管理、项目执行情况、长

效管理机制建设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问题。

2、数据填报和采集

项目组派出工作人员对项目实施绩效结果及财务数据进行采集，

其中财务数据包括体育局的财务、合同等相关数据。

3、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分

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委托方，由委托

方组织相关专家对报告进行评审并进行后续的评审修改。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绩效评分结果

根据专家论证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

谈对“2018 年度-2021 年度体育局市运会备战经费”绩效情况进行客

观评价，本项目评价总得分 91分，评价等次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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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汇总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

值
标杆值 得分

（A）

项目决策

（25）

（A1）

项目立项

（8）

（A1-1）立项

依据充分性
5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

划和相关政策；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

政策要求；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

于部门履职所需；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是否符合中央、 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⑤项目

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门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5

（A1-2）立项

程序规范性
3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②审批文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

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 、绩效评估、 集体决

策。

2

（A2）

绩效目标

（9）

（A2-1）绩效

目标合理性
5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

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

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5

（A2-2）绩效

指标明确性
4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标目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②

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③是否与

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2

（A3）

资金投入

（8）

（A3-1）预算

编制科学性
4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

容是否匹配；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

照标准编制；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

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4

（A3-2）资金

分配合理性
4 ①分配依据是否充分②额度是否合理 3

（B）

项目过程

（20）

（B1）

资金管理

（9）

（B1-1）资金

到位率
2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2

（B1-2）预算

执行率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执行率≥90%得满分，80%-90%得 2 分%
3

（B1-3）资金

使用合规性
4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政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

审批程序和手续；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

定的用途；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

等情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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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组织实施

（11）

（B2-1）管理

制度健全性
3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①专项核算准确、专款专用、范

围合规②资金审批方面作出规定
3

（B2-2）制度

执行有效性
3

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②项目各支出

手续完备；③项目立项和实施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3

（B2-3）服务

项目采购的

规范性

3
①按规定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并选用合适的采购方式;

②按照规定要求签订合同 (包括续签)
2

（B2-4）服务

合同的管理

和执行

2
①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细化购买需求和使用要求

②根据合同督促服务实施完成
2

（C）

项目产出

（55）

（C1）

产出目标

实现程度

（34）

（C1-1）团体

总分
5

分（标杆值：前三名得满分，每下降一个名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5

（C1-2）奖牌

数量
5

个（标杆值：前三名得满分，每下降一个名次扣 0.5

分，扣完为止）
4

（C1-3）承办

比赛情况
3 个（标杆值：承办比赛 1.5 分；获得优秀赛区 1.5分） 3

（C1-4）参赛

项目
3 个（标杆值：较上届增长） 3

（C1-5）参赛

人数
3 人（标杆值：较上届增长） 3

（C1-6）总分

较上届进步
5 名（标杆值：前进） 5

（C1-7）奖励

经费按标准

发放执行度

5
计算准确性，公平性；发放是否及时；发放过程可追

溯，结果可靠。
4

（C1-8）器材

使用情况
5

购买器材记录在册，管理到位；使用效果较好，无闲

置情况
4

(C2)结果

目标实现

程度

（C2-1）对各

体校、教练员

等管理情况

3

①是否对下属体校、各学校、教练员制定长效考核计

划；②输送优秀青少年运动员，是否培养出“优秀教

练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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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2-2）社会

效益
3

①整体青少年体育观念深入②常态化体育训练不断开

展，体育氛围火热。
3

(C3)能力

建设及可

持续影响

（15）

（C3-1）长效

管理情况
5 ①项目能长期运行②作为经常性项目切实必要。 5

（C3-2）服务

对象满意度
5

①青少年及家长对训练结果满意，成绩有所提升；②

考察体育局相关人员对比赛成绩的满意度
5

（C3-3）可持

续性发展
5

①新闻媒体宣传广泛，传递积极向上精神；②群众喜

爱，国民接受度高。
5

小计 100 91

（二）绩效分析

绩效分析分为项目决策分析、项目管理分析、项目绩效分析三个

部分，各部分得分情况如下：

1、项目决策分析

项目决策：标准分 25分，实际得分 21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A）项目决策（25）

（A1）项目立项（8）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5 5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3 2

（A2）绩效目标 （9）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5 5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4 2

（A3）资金投入（8）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4 4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4 3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该项目指标主要关注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作法规 、相关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估况。

体育局竞技体育科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

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 (2016-2020 年））的通知》(沪委发（2016）

29 号）、在普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为积极备战市

运会工作，申报市运会备战经费项目（满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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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该项目指标主要关注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

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

绩效评估等。

根据通知精神，该项工作由区体育局牵头协调，竞技体育科从政

策引领、专业发展、业务指导等方面给与支持，区体育局是推进市运

会工作的职能机构。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但未查见该项目成为经常

性项目的立项文件及审批，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3

分）。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围绕体育局筹备市运会工作的产出与结果

目标，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由于产出、结果直接与市运会比赛结果相关且可量化，体育局绩

效目标申报表基本符合对市运会备战中的训练结果、比赛结果及达到

的社会影响的总体要求，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5分（满分5分）。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评价是否将项目绩效标目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绩效指标；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是否与项目

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我们查阅了体育局 2018 年-2021 年三年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其

中由于 2018 年财政系统更新，无法获取；2019 年经费系成绩奖励经

费，绩效目标申报表与实际当年经费使用用途并不完全相符，指标明

确性有待提高。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分（满分 4 分）。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围绕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的匹配情况；预算

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该项目预算为财政根据往年使用情况下拨额度后申报，基本符合

指标要求。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 分（满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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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该项目绩效目标主要评价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及额度是否合理。

通过检查体育局原始单据、明细账簿及财务凭证等资料，对项目

经费的使用进行了分类，发现经费使用范围较广，但年初申报预算时

并未按照使用经费的类别进行分配，可能不利于分析后续成本效益情

况。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4分）。

2、项目管理分析

项目管理：标准分 20分，实际得分 19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B）

项目过程（20）

（B1）资金管理（9）

（B1-1）资金到位率 2 2

（B1-2）预算执行率 3 3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4 4

（B2）组织实施（11）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3 3

（B2-3）服务项目采购的规范性 3 2

（B2-4）服务合同的管理和执行 2 2

B1-1 资金到位率

本指标主要考察体育局的专项预算资金申请预算是否到位。到位

率=实际到位/计划到位。

市运会备战经费系财政局向体育局下达预算经费范围，经审批后，

由区财政局统一下发预算额度，2020 年度预算资金到位率为 100%

（1,539.01/1,539.01*100%=100%）。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分

（满分 2 分）。

B1-2 预算执行率

本指标考察项目预算的执行情况。项目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数/

预算数×100%，总分值 3 分，预算执行率≥95%得满分，每降低 1%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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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分，扣完为止。

2018 年-2021 年体育局项目年初预算合计为 1,743.00 万元，调

整预算为 1,611.35 万元。资金来源为区级财政资金。2018 年-2021

年实际支出金额为 1,539.01 万元，预算执行率 95.51% %。根据评价

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分）。

B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资金是否专款专用、逐级审批、专项核算

以及支出范围是否相符；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该项目资金可以做到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所有资金均经过区体育局、

区财政审核后付款。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 分（满分 4 分）。

B2-1 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财务或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对专项经费的使用作出明确要求。主要从制度是否明确专项核

算、专款专用以及资金审批流程三个方面来进行考核。

体育局制定了《上海市普陀区体育局预算管理制度》、《上海市普

陀区体育局专项经费使用实施细则》等专项经费实施制度，对专款专

用、资金审批进行管控。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分）。

B2-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本指标主要关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

务管理规定；项目各支出是否手续完备；项目立项和实施等资料是否

齐全并及时归档。

我们查见原始财务凭证等相关资料，该项目由体育局及时进行有

效的监督和指导。所有的支出经办负责人审核后方可支付，不存在廉

政问题，也不存在服务安全问题，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

分 3分）。

B2-3 服务项目采购的规范性（购买主体）

本指标主要关注是否按规定程序实施政府采购，并选用合适的采

购方式；是否按照规定要求签订（包括续签）合同。

我们查见了该项目购买项目器材、项目扶持、会议开办及宣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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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合同，均按规定比价或续签，但经查阅比价资料，我们发现个别

报价单格式缺乏规范性，未盖公章且个别财务凭证后未附上比价文件。

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3 分）。

B2-4 服务合同的管理和执行

本指标主要关注合同是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和细化购买

的需求和资金使用要求；购买主体是否根据合同约定，督促服务项目

的实施和完成；是否依据合同约定条款进行服务过程跟踪和服务结果

验收；是否按要求对服务项目合同及相关资料开展档案管理。

我们查见了该项目购买项目器材、项目扶持、会议开办及宣传制

作的合同。合同中对于服务内容、期限、金额都做了详细且明确的规

定，且合同在体育局单独存放并归档。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2 分）。

3、项目绩效分析

项目管理：标准分 55分，实际得分 51分，详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C）项目产出

（55）

（C1） 产出目标实现程度

（34）

（C1-1）团体总分 5 5

（C1-2）团体奖牌数量 5 4

（C1-3）承办比赛情况 3 3

（C1-4）参赛项目 3 3

（C1-5）参赛人数 3 3

（C1-6）总分较上届进步 5 5

（C1-7）奖励经费按标准发

放执行度
5 4

（C1-8）器材使用情况 5 4

(C2)结果目标实现程度

（6）

（C2-1）对各体校、教练员

等管理情况
3 2

（C2-2）社会效益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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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影

响（15）

（C3-1）长效管理情况 5 5

（C3-2）服务对象满意度 5 5

（C3-3）可持续性发展 5 5

C1-1 团体总分

项目完成结果为青少年组团体总分第二名，较上届前进两名，根

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分）。

C1-2 团体奖牌数量

项目完成结果为青少年团体奖牌第五名，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

分为 4 分（满分 3分）。

C1-3 承办比赛情况

第十六届市运会普陀区承办女足比赛，且评为优秀赛区。根据评

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 分）。

C1-4 参赛项目

第十六届市运会普陀区共参赛 35 个项目，较上届增长。根据评

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 分）。

C1-5 参赛人数

第十六届市运会普陀区代表团参赛人数 1306 人，较上届增长。

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3 分）。

C1-6 总分较上届进步

项目完成结果为较上届市运会团体总分第四、团体奖牌第七均提

升两个名次，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 分）。

C1-7 奖励经费按标准发放执行度

绩效评价小组获取了奖励计算底稿，根据《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普陀区代表团奖励办法》进行重新计算。经检查，所有奖励依据的

计算底稿均为经办员通过手工计算后形成的纸质材料，单据较多，并

未进行分类，难以根据纸质形成的计算结果进行追溯及复核，亦不利

于后续财务人员的发放及统计。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4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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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3分）。

C1-8 器材使用情况

该指标关注购买器材是否全部记录在册，管理到位；使用效果及

闲置情况。

由于普陀区训练单位没有专职教练，基本由普陀区体教结合学校

实施。为进一步做好参赛保障及日常训练等工作，购入所需训练器材，

使用情况良好。部分重点体教结合运动项目需购置专门器材（例如高

尔夫球笼、击剑体能辅助器材等）。经检查体育局提供的固定资产明

细清单，并未将所有购置器材进行专门登记。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

分为 4 分（满分 5分）。

（C2-1）对各体校、教练员等管理情况

该指标关注是否对下属体校、各学校、教练员制定了长效考核计

划；输送优秀青少年运动员情况，是否培养出“优秀教练员”。

由于部分项目普陀区训练单位没有专职教练，基本由普陀区体教

结合学校实施。除了四年一次赛季后的颁奖，日常未见对各合作体教

结合学校及教练员等设置常规训练管理、考核制度。本届市运会普陀

区代表团入选了一位十佳教练员，一位优秀教练员，两位优秀体校校

长。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2 分（满分 3分）。

（C2-2）社会效益

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后，该地区的体育环境改善、居民体育意识提

高。

该项目常态化运行后，整体青少年体育观念深入，常态化体育训

练开展火热。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3 分（满分 5 分）。

（C3-1）长效管理情况

用以反映项目实施后能否长期运行，作为经常性项目的切实必要

性。

普陀代表团荣获了十六届市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取得了比

赛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通过市运会在普陀区青少年中长效推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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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与外校和不同社会组织合作承担展示、活动类比赛项目，取得了

多项优异成绩，也鼓励推动青少年在往后的学习中更多参与体育健身、

体育活动。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分）。

（C3-2）服务对象满意度

该指标反映了青少年、家长及各社会体教中心、市体育局对该项

目开展的满意度。

通过市运费备战经费的充分实施，充实了各项目体育后备人才梯

队，努力发掘了体育后备人才，推动了学校体育特色项目发展，提高

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 分（满分 5分）。

（C3-3）可持续性发展

在新周期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抓住机遇，在新的起点上推动

普陀区体育事业的新一轮发展；要优化布局，齐抓共管，为下阶段体

教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充分发挥体教两家各自的优势，坚定体教

结合工作之路，秉承“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人才共育、特色共建、

责任共担、荣誉共享、多元共治”的原则，促进体育后备人才的可持

续培养。根据评价标准该指标评分为 5分（满分 5 分）。

四、评价意见

（一）主要经验

1、区级层面高度重视，为市运会做好坚实的基础保障工作。教

学方面，采用客座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任教和外省市人才引进等多种

方式解决教练员短缺问题；硬件方面，加快场地建设，及时更新训练、

比赛器材，确保训练硬件保障设施全部到位；鼓励运动员方面，我们

加强运动员伙食营养补贴，同时制定了十六届市运会的奖励标准。

2、成立专项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调研，分析项目，研究竞赛规

则和对策，定期召开备战工作例会。2018 年区体育局对区内开展了

36 场次青少年训练相关的调研，处理市运会备战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制定详尽、科学的《普陀区参加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备战方案》，

推进各项备战工作落实。

3、注重日常备战、寒暑期集训及延续训练。在备战周期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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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运动员较为分散的训练时间制定针对性训练方案。于寒暑假期间，

带领重点项目 20 支队伍分赴浙江、青岛、镇江、北京等地开展假期

异地集训。在区备战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学校动员大会上下发《各

项目日常训练时间安排》、《参赛学校汇总表》等文件，为备战队伍鼓

劲加油，激励运动员提高战术及心理训练水平。

4、勇于应对挑战，注重团队协作，承办女足赛事，做好东道主，

展现普陀风采。普陀区体育局承办了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组

女足表。区体育局、教育局与市足球协会、青训中心沟通协调，成立

了竞委会，多次召开赛前工作会议，加强对竞赛工作的管理，高质量

地完成了竞赛承办任务，获得“优秀赛区奖”。

（二）存在的问题

1、市运会奖励发放的计算过程及留档材料形式不利于备查。

2019 年度市运会备战经费全部用于发放市运会成绩奖励。绩效

评价小组获取了奖励计算底稿，根据《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普陀区

代表团奖励办法》进行重新计算。经检查，所有奖励依据的计算底稿

均为经办员通过手工计算后形成的纸质材料，单据较多，并未进行分

类，难以根据纸质形成的计算结果进行追溯及复核，亦不利于后续财

务人员的发放及统计。

2、项目经费预算未细化到费用明细分类。

通过检查体育局原始单据、明细账簿及财务凭证等资料，对项目

经费的使用进行了分类，发现经费使用范围较广，但体育局并未于年

初将预算总金额细化至明细类目，不利于分析预算成本效益情况。

3、购买相关运动项目器材及资产未登记造册，不利于日常管理。

部分重点体教结合运动项目需购置专门器材（例如高尔夫球笼、

击剑体能辅助器材等）。经检查体育局提供的固定资产明细清单，并

未将所有购置器材进行专门登记，不利于日常管理及维护，也难以统

计所有器材使用的情况。

4、项目扶持经费的使用标准不够清晰，不利于经费使用与获得

效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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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小组整理了 2018 年度-2021 年度所有项目扶持经费支

出，发现个别项目之间扶持金额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弱势项目或者重

点项目并未有明确地扶持标准。

5、对合作体教结合学校、教练员等缺乏日常管理、考核制度。

由于部分项目普陀区训练单位没有专职教练，基本由普陀区体教

结合学校实施。除了四年一次赛季后的颁奖，日常未见对各合作体教

结合学校及教练员等设置常规训练管理、考核制度

（三）建议改进措施

1、建议体育局相关经办人员建立电子档案，将各体校、体教结

合学校、教练员等分别建立档案，将奖励计算过程电子化、数字化，

减轻经办人员的手工计算压力，有利于结果的可追溯、易统计及准确

性。

2、建议体育局申报预算时根据历年使用情况细化明细分类，有

的放矢地使用经费，有利于每年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归纳、对比，确

保成本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查漏补缺个别容易忽视的费用申报。

3、建议体育局建立购入资产清单，对日常使用的固定资产、运

动专用器材等分别成册，定期对资产的数量、状况、存放地、使用频

率等进行检查，确保所有资产不闲置、不浪费，以供备战训练使用。

4、建议进一步细化项目扶持经费的使用办法，对各种项目进行

分层，明确重点项目定位及弱势项目薄弱点，有针对性地下拨扶持经

费，并对扶持经费的使用进行定期成果检查。

5、建议制定考核管理制度。并将各合作体教结合学校及教练员

在非赛季的时间段里的训练时间、训练成果及日常管理纳入考核，月

度或季度实施反馈，及时掌握各项目备训、备战情况。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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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评价指标评分底稿

3、2019 年度-2021 年度《上海市普陀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

目标申报表》

4、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第十

六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的通知【沪体青﹝2017﹞545 号】

5、关于印发《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 普陀区体育代表团奖

励办法》的通知【普体﹝2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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