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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体育局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体育局主要

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穗府办〔2010〕24号），

广州市体育局是主管市体育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

1．部门职责。

广州市体育局主要职责包括：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全市体育发

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体育改革。

（2）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指导、组织开展全市群众性体

育工作，推进多元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负责健身气功的

组织和管理。

（3）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和运动项目设置与布局，指

导协调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工作，指导业余训练工作。

（4）审核本市承办的国际、全国和全省体育比赛并提出

建议，负责本市举办的重大单项体育竞赛和市以上综合性运动

会的组织协调及统筹安排。

（5）培育和管理体育市场，发展体育产业，监督管理高

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和体育竞赛表演活动，指导市属体育场馆

规划建设、维修改造及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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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统筹安排全市体育经费，指导全市体育彩票销售，

对体育彩票公益金进行监督管理。

（7）负责体育队伍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组织、

指导体育宣传工作。

（8）指导开展体育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负责体育人才

培训与交流。

（9）负责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国际间和与港澳台地区的

体育合作与交流。

（10）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2．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

广州市体育局内设 8个处室，分别是办公室（与机关党委

办公室合署）、法规宣传处、群众体育处、竞技体育处、青少

年体育处、体育产业处（保卫处）、计划财务处、人事处，所

属事业单位 12个（不含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年度整体绩效目标：推动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深化体育惠

民便民力度，健全群众体育组织体系，打造群众体育活动品牌；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推进足球运动发展，做好后备人才培

养工作；加大体育文化宣传力度，挖掘体育文化价值；协调发

展体育产业，扩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抓紧常态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贯彻全民健身计划；增强竞技

体育核心竞争力，在新周期新征程上为国家和省、市赢得更大

荣誉；统筹疫情期间全市体育赛事管理，培育拓展体育竞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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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市场；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大力宣传体育文化。整体完

成年度任务绩效目标。

（三）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推动全民健身蓬勃开展，深化体育惠民便民力度，健全群

众体育组织体系，打造群众体育活动品牌。提升竞技体育综合

实力，推进足球运动发展，做好后备人才培养工作。加大体育

文化宣传力度，挖掘体育文化价值。协调发展体育产业，扩大

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

2.预算完成情况、收支规模、支出进度等。

2021年市体育局年度预算数为 97,966.06万元（含市本级

转移支付各区 5,532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84,997.98 万元，

其他资金 12,968.08万元，支出执行数 97,650.29万元（含市本

级转移支付各区 5,5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0,548.64万元、

项目支出 47,101.65万元，预算完成率为 99.66%。

（四）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

1.市体育局部门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情况见下表。

工作任务 绩效目标 关键指标

推动群众体育发展，

贯彻全民健身计划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

率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达到合格水平以上的城乡居民比

例达到 95%

上线场馆数量

在“群体通”平台实现惠民信息发布和场地预定等

功能的场馆（含社会体育场馆和公共体育场馆）共

5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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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门绩效管理情况。

制定印发《广州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项目绩效目

标编制和管理的通知》《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印发绩效指标体系

的通知》，进一步提升财政支出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按照突出资金“效率与效果并重”，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原

则。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和优

惠开放时长达标率

市级公共体育场馆每场馆每周免费和优惠开放时间

均不少于 14 小时的场馆比重为 100%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和活

动次数

本年度开展大型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 120 项（场）

次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

导员数量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3 人

办好重大体育赛事活

动，对标“两个重要

窗口”提升城市综合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赛事宣传活动
加大媒体宣传报道力度，提升广州“国际体育名城”

知名度

赛事事故 确保赛事事故发生率为 0

医疗保障 配备适量的医疗保障人员和设备

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

展，大力宣传体育文

化。

参展厂商数量

参与 2021 年度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

游博览会的国内外参展商（品牌）数量不少于 200

家

参展观众数量 参加文博会、旅博会的观众人数不少于 16 万人次

扶持俱乐部数量
扶持代表广州市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的篮球俱乐部 1个

媒体报道数量
组织文博会、旅博会媒体宣传报道活动不少于 600

次。

增强竞技体育核心竞

争力，在新周期新征

程上为国家和省、市

赢得更大荣誉。

获得世界赛、亚洲赛、全

国冠军赛

获得世界赛（含分站赛）冠军不少于 10 个、全国冠

军不少于 50 个

向上级专业队输送运动

员
不少于 20 名

竞技体育成绩在全省绝

对领先
省锦标赛总成绩、金牌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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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按照谁申请预算、谁申报目标，

谁审核预算、谁审核目标，明确各预算单位的主体责任，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注重协调配合，确保科学合理

设定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绩效目标编制与预算编制同步布

置、同步申报、同步审核。绩效运行过程中与预算执行同步监

控、同步调整、同步评价。对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项目开展绩

效自评，包括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绩

效目标实现情况等。

二是跟踪监控绩效运行。制定印发《广州市体育局关于市

级 2021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运行监控工作方案》，开展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运行和项目支出绩效运行监控。通过绩效运行信息

采集、汇总，及时掌握财政资金支出进度和绩效目标实施情况，

发现存在问题和原因，及时督促整改，为确保部门整体和项目

如期完成绩效目标奠定基础。

三是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成立市体育局绩效评价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实施绩效评价，按照“部门（单位）全面自评、财

政部分复核和重点评价”的方式，市体育局对所有财政资金支

出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部分项目实施绩效

自评复核，同时按照市财政局部署和要求开展 2020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对房屋维护维修经费 2019国际篮联篮球世

界杯广州赛区广州体育馆维修工程项目和广州马拉松补助经

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复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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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根据《2022年广州市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

范》，对照年初批复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具体指标，结

合年度绩效目标和关键指标完成情况，市体育局2021年部门整

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为94.22分（详见附表：《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表》）。

（二）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关键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市体育局 2021年各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关键指标完成

情况如下：

工作任务 绩效目标 关键指标 实际完成指标值

推动群众

体育发展，

贯彻全民

健身计划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率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达到合

格水平以上的城乡居民比

例达到 95%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达到合格水平以上的

城乡居民比例达到 95%以上

上线场馆数量

在“群体通”平台实现惠民

信息发布和场地预定等功

能的场馆（含社会体育场馆

和公共体育场馆）共 500
个

在“群体通”平台实现惠民信息发布和场

地预定等功能的场馆（含社会体育场馆

和公共体育场馆）共 587个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体育社会组织数量 450家以上

公共体育场馆免费

和优惠开放时长达

标率

市级公共体育场馆每场馆

每周免费和优惠开放时间

均不少于 14小时的场馆比

重为 100%

市级公共体育场馆每场馆每周免费和优

惠开放时间均不少于 14小时的场馆比重

为 100%

开展全民健身赛事

和活动次数

本年度开展大型全民健身

赛事和活动 120项（场）次

本年度开展大型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

371项（场）次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数量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 23人
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24.2人

办好重大

体育赛事

活动，对标

“两个重

赛事宣传活动

加大媒体宣传报道力度，提

升广州“国际体育名城”知
名度

完成与主流媒体合作、舆情应对和专题

宣传报道工作，对重要赛事开展有效宣

传，产生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提升了

广州“国际体育名城”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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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窗口”提

升城市综

合实力和

国际影响

力。

赛事事故 确保赛事事故发生率为 0 赛事事故发生率为 0

医疗保障
重大赛事配备适量的医疗

保障人员和设备

重大赛事已配备适量的医疗保障人员和

设备

促进体育

产业创新

发展，大力

宣传体育

文化。

参展厂商数量

参与 2021年度中国体育文

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的国内外参展商（品

牌）数量不少于 200家

因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度中国体育文

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设置 5
大展区，共有 17个省市代表团参展，10
余个国家组团线上线下展示，200多个国

内外知名的机构、企业及品牌展示。

参展观众数量

参加 2021年度中国体育文

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

博览会的观众人数不少于

16万人次

因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度中国体育文

化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的现场

观众人数 2万人次，线上参与人数达 1503
余万人次

扶持俱乐部数量

扶持代表广州市参加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的篮球俱乐部 1个

扶持代表广州市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

联赛（CBA）的篮球俱乐部 1个

媒体报道数量

组织 2021年中国体育文化

博览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

览会媒体宣传报道活动不

少于 600次

媒体宣传报道 2021年中国体育文化博览

会和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超过 600次

增强竞技

体育核心

竞争力，在

新周期新

征程上为

国家和省、

市赢得更

大荣誉。

获得世界赛、亚洲

赛、全国冠军赛

获得世界赛（含分站赛）冠

军不少于 10个、全国冠军

不少于 50个
获得世界冠军 5个、全国冠军 62 个

向上级专业队输送

运动员
不少于 20名 向省队输送 41 名运动员

竞技体育成绩在全

省绝对领先

省锦标赛总成绩、金牌位列

第一
省锦标赛总成绩、金牌位列第一

（三）主要工作成效

2021年是建党 100周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奥运年、

全运年，体育各项任务繁重艰巨。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

点、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市体育局更加

坚定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广州体

育工作，紧紧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重要指示批示和关

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坚

持党建引领，紧扣“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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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育名城建设，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统筹群众体

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大赛，统筹业务工作、疫情防

控、安全生产，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力促全面建设再上新

台阶，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贡献体育力量。一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旗帜鲜明讲

政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建强干部人才队伍。二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

略，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健身活动蔚然成风，健身场地保

障有力，健身服务便民亲民。三是增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

扎实落实奥运争光计划，为国家和省、市赢得荣誉。奥运全运再

攀高峰，省锦标赛位居榜首，市运盛会圆满成功，综合实力稳

步提升。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促

进体育产业提质增效。产业格局不断扩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五是办好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擦亮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综合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赛事名城效应凸显，各项大赛精彩纷呈。六是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夯实体育发展基础，推进改革发

展稳定。疫情防控扎实有效，安全形势持续向好，内部治理科

学规范，科教文化水平提升，全面做好法治政府建设、精神文

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统战、信访、数字政府、政务公

开、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建议提案办理、国防教育、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会、共青团、妇女、离退休干部管理服

务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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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受疫情影响部分赛事活动取消，同时按照上级财政部

门“过紧日子”政策要求，部分预算项目调剂后相应调整绩效

目标和指标，但个别项目绩效指标未及时调整。

二是绩效目标和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匹配度需进

一步加强。部分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的核心要素提炼不

够，指标内涵和数量不足，未能全面反映项目绩效目标；部分

项目的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设置与工作任务匹配度不够。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要加强领导，提高认识。要充分认识绩效管理工作的

重要性，加强领导，精心部署，把该项工作列入部门预算管理

的重要工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认真分解落实任务。

二是要科学编制，提高质量。要在充分论证和测算的基础

上，科学设定切实可行的绩效目标，体现部门职能、发展规划

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反映项目资金特点和实施内容，涵盖投

入、产出和效益等方面的目标任务。

三是要做好监控，及时纠偏。要落实专人负责，对预算执

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实施情况做好日常监控，及时掌握

资金支出和绩效目标实施情况，加大监控力度，及时发现问题

并采取纠偏、整改措施，确保各项目能如期完成绩效目标。

附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