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名称 广州市体育局

基本信息 下属二级单位数 12

预算整体情况

部门预算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收入来源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53,185.15 财政拨款 96,072.95

项目支出 35,470.75 其他资金 10,935.43

事业发展性支出 预算金额（万元） 按预算级次划分 预算金额（万元）

财政专项资金 0.00 市本级使用资金 88,655.90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
出

7,417.05 拟用于对下转移支付资金 7,417.05

总体绩效目标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赛风赛纪、安全管理和事业发展，全面推进世界体育名城建设。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 拟投入的资金（万元） 期望达到的目标（概述）

任务1：群众体育

一是完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修订《广州市社会力量举办群众
体育活动补助管理办法》，制定《广州市“十四五”时期全民
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工程行动计划》。抓好《广州市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21—2025年）》重点任务年度工作任务落实。                                                                                                       
二是推进健身场地设施供给。指导各区科学合理编制健身设施
补短板行动计划，高效有序推动新周期健身设施建设，督导各
区加快智能健身设施建设进度。对拟承担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
会赛事活动任务的天河体育中心、越秀山体育场、大学城体育
中心、广州体育馆等相关场馆进行升级改造。推动国家级青少
年足球训练基地建设，继续跟进专业足球场等建设项目。                                                                                                                                                                                                                                                                                                                                                                                                                    
三是提升群众体育赛事品质。面向全市征集2023年“羊城运动
汇”群众赛事活动意见，全年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办在
身边、贴近需求、形式多样、新潮多元”的市级群众体育赛事
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面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四是探索体卫
融合新模式。开展广州市居民体育健身现状调查工作，建立市
、区体育行政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高效沟通协调机制，建设体
卫融合人才队伍，逐步完善体卫融合服务体系。                                                                                                                                                                                                                                                                                                                                                         
五是推动体育社会组织高效运行。发挥市群众体育行业党委引
领和指导作用，发挥市体育社会团体年度考核的监督管理作
用，常态化推进警示教育培训，提升体育社会组织规范治理水
平。                                                                                                                                                                                                   
六是提升体育便民惠民服务。丰富“群体通”应用场景，提升
用户体验，推动公共体育场馆、学校体育场馆和社会体育场馆
上线提供优质体育服务。

6,001.60 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任务2：竞技体育

一是做好省运会后半程第二阶段比赛备战参赛工作，深入做好
省运会总结，完善赛风赛纪、反兴奋剂教育、队伍教育管理制
度机制。 二是做好新周期项目布局，以输送为核心，优势优
投，走“精兵强将”之路，打造“三品”（品牌项目、品牌教
练员、精品运动员）工程，保持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三是做
好巴黎奥运会、杭州亚运会、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广州运动员
的跟踪保障工作，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工作制度，为运动员夺
取优异成绩创造更好条件。 四是做好新周期教练员竞聘工作，
实施竞聘指导意见、健全竞争机制、激发执教潜能，优化队伍
结构。 五是狠抓运动员队伍建设，培养引进优秀人才，扩大选
材规模，创新培养机制，加强文化学习，规范重点班运动员吸
收标准和流程。 六是持续加强科医靠前保障力度，发挥复合型
团队作用。 七是夯实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力争
创建数量取得新突破。 八是持续深化足球改革发展。深入贯彻
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广东足球高质量发展相关文件精神，推动足
球高质量发展。做好足球改革后半篇文章，全面加强市足协党
组织建设，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和行业监管，推进足协可持续发
展。深入推进广州与毕节足球特色项目帮扶工作，推动“广黔
同心足球教育帮扶计划”落细落实。支持梅州建设足球特区，
帮扶梅州培养足球专业人才。

12,319.87 推动竞技综合实力提升

任务3：青少年体
育

一是促进体教融合发展。印发实施《广州市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实施方案》，形成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人才
共育、特色共建的体教融合新格局。                                                                                                                                                                                                                                             
二是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体育、教育部门共同制定广州
市青少年体育赛事管理办法，贯通市、区、校三级竞赛通道。                                                                                                                                                                                                   
三是构筑青少年体育训练网络。全面加强体校、学校、社会体
育组织“三大阵地”建设，出台广州市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奖励扶持办法，形成主体多元、途径多样的
青少年体育训练网络。                                                                                                                                                                          
四是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鼓励学校、街道（社区）少工委、
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建立
广州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级评定体系。                                                                                                                                                                                                                                                                                                                                                                                                                            
五是建设“广州市体育训练竞赛科研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升
青少年和竞技体育信息化管理水平。

895.71 引导青少年体育健康发展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任务4：体育产业

一是统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树立底线思维，高标准、
严要求做好体育系统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落实四方责
任，发挥体育系统防疫和安全工作指挥机制作用，严格执行各
项防疫政策措施，统筹做好消防、维稳、反恐、应急等一系列
安全工作，确保体育场馆安全开放，确保各项赛事活动安全举
办。 
二是推动体育产业稳步发展。开展体育产业、体育消费统计调
查，研究促体育消费和体育市场增长的措施手段，落实《广州
市体育与健身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年）》，扶持本地体育企业发展，努力创建省、
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研究制定新周期职业篮球扶持奖励
政策。                                                                                                                        
三是扎实推进场馆建设及升级改造。加快重点项目广州市国家
级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设；推进船艇项目训练保障用房修缮
、运动员宿舍修缮、运动员综合楼改造等项目实施。

17,442.65 推动体育产业稳步发展

任务5：体育赛事

一是积极谋划赛事布局，申办引进高端赛事，继续推进2025年
第十五届全运会、世界田联接力赛等赛事筹备工作。                                                                                                                                                                                                                                                                                                                     
二是办好2023广州马拉松赛、2023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重
大赛事。                                                                                                                                                                                                                                                                                                                                                                                         
三是统筹协调全市重大体育赛事，助力推进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重点支持南沙区办好广州南沙（湾
区）马拉松赛、中国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站）、粤港澳大
湾区帆船赛（广州站）等重大赛事，不断提升赛事影响力。                                                                                                            
四是调研举办广州国际马术周，助推穗港赛马产业经济圈建设
。                                                                                                                                                                                                                                                                                                                                                                                                      
五是做好全市重要体育赛事监管工作，推进赛事分级分类监管
和服务，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落实安全管理，规范体育赛事
赛场行为管理。

3,201.55 提升重大赛事筹办质效

其他需完成的任务（可选
填）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惠民体质监测人次 约25000人 约25000人

参与羊城运动汇系列活动人
次

约40000人次 约40000人次

“群体通”平台受惠市民总
人次

约400万人次 约400万人次

参加市级青少年体育竞赛运
动员数量

约15000人 约15000人

广州市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
数量

约40000人 约40000人

公共体育场馆全年免费和优
惠开放时长达标率

100% 100%

质量指标

补助4个社区全民健身体育
设施建设验收合格率

补助越秀、海珠、白云、花都区等4个区新建
社区全民健身体育设施验收合格个数占全部新
建智能健身路径社区全民健身体育设施数的比
率

100%

当年完成升级改造的体育场
馆验收合格率

95% 95%

青少年足球、高尔夫球培训
和竞赛质量

符合购买服务合同约定 符合购买服务合同约定

时效指标 综合性运动会奖励经费发放
根据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于2023年10月31日前完
成对参加省运会竞赛获奖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
奖励经费发放

根据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于2023年10月
31日前完成对参加省运会竞赛获奖的
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奖励经费发放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市属公共体育场馆是否发生
安全生产重大责任事故

否 否

青少年体育发展水平 全省领先地位 全省领先地位

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全省领先地位 全省领先地位

公共体育场馆接待入场运动
总人数

较上年度增加 较上年度增加

可持续影响指标 重大赛事对广州城市的影响 推进世界体育名城建设 推进世界体育名城建设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民健身工作整体满意度 不低于80% 不低于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