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体教结合专项经费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负责考核、评估全市范围内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并对其做好规范管理；2.推进学校
办二线运动队工作，同时做好体育项目布局； 3.推动市区办训走体教结合之路；4.加
强青少年体育阵地建设。5.举办校园篮球三对三比赛等。6.组队参加、承办国际青少年
体育交流活动。7.举办第十五届沪港体育交流夏令营，接待香港代表团。8.上海代表队
参加全国户外营地夏令营补贴（服装、交通等）。9.二线学校、传统校、俱乐部有关项目
推广。10考试平台运作及维护、完善题库修改、考点测试费有关工作经费。10.做好本
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竞赛工作。11.做好青少年体育宣传工作。12.做好中招、高招体
育特长生工作。

立项依据：

1.十八届三中全会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中
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化本市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沪委发[
2012]3号）3.体育总局、教育部关于印发《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的通知（
体青字[2013]10号）4.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6—2020年）5.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
19〕13号）6.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与上海市体育局于2004年签署的《
沪港体育交流与合作协定》，约定于2005年开始双方于每年暑假期间轮流举办青少年体
育交流夏令营。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管理、引导全市体育传统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二线校工作，推进体教结合之路，需
要一定的资金支持。2.突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项目推广特点，吸引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
3.组织本市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4.接待香港代表团，在上海举办第十五届沪港青少年
体育交流夏令营。5.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要求组队参加全国户外营地活动。6.根据国家体
育总局、上海市体育局要求组织和参加有关国内国际青少年赛事及对外交流活动。7.根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校、普通高中招收体育特长生相关文件。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财务收支管理办法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预算管理办法上海
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合同管理办法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廉政风险防控表

项目实施计划：

1-3月起推进俱乐部联赛、培训、项目推广、运动员文化考试等工作；及时跟进运动员文
化教育和宣传活动。4-6月推进中招、高招、传统校培训、暑期夏令营准备工作等；7-
9月推进沪港青少年体育交流夏令营、全国户外营地夏令营工作等；10-12月推进扶持
费、有关培训工作等。全年推进宣传工作、国际国内赛事、青少年对外交流等工作。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管理、引导全市体育传统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二线校工作，推进体教结合之路，需
要一定的资金支持。2.突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项目推广特点，吸引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
3.组织本市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4.接待香港代表团，在上海举办第十五届沪港青少年
体育交流夏令营。5.根据国家体育总局要求组队参加全国户外营地活动。6.根据国家体
育总局、上海市体育局要求组织和参加有关国内国际青少年赛事及对外交流活动。7.根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高校、普通高中招收体育特长生相关文件。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9,435,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9,435,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9,073,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9,0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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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参赛人数 去年人数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青训中心社会形象 提升

满意度 运动员教练员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档案完整性 完整

部门协助 部门互相协助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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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体育竞赛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体育事业关系着一个民族的茁壮发展，而青少年体育是体育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作为主要的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根据全国体育
发展规划及上海市体育发展规划，通过各种竞赛开展，运动队通过比赛相互交流、学习，并
积累比赛经验，锻炼队伍；有的比赛将作为各区考核带训教练成果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
通过一些比赛政策可以对项目发展起到引导作用（比如以学校为单位参赛的，主要是引导学
校积极办训，组建校队等）；有的比赛结果也是本市各二线、一线队伍选拔人才的依据。为
大力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设立了此项目。2、项目内容：（1）全国青少年比赛中每个项
目比赛参赛实际产生费用包括：组队费、交通费、选拔费、食宿费、领队费等；（2）上海
市青少年比赛按测量类、致胜类、评分类、命准类、得分类对项目竞赛进行细分，对每个项
目比赛进行补贴。每个项目比赛实际产生费用包括：裁判员及竞赛组织人员工作费、场地费
、制作费、器材费等；（3）十项系列赛竞赛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包括三大球（足球、篮球、
排球）项目推进，并适当扩展到系列赛其他项目；（4）十项系列赛按测量类、得分类、智
力类对项目竞赛进行细分，对每个项目比赛进行补贴。每个项目比赛实际产生费用包括：裁
判员及竞赛组织人员工作费、场地费、制作费、器材费、赛事保险费等；（5）十项系列赛
大会经委会统筹经费，包括：办公运作经费，最佳运动员、教练员奖励、最佳教练员评选奖
励，会议费，竞赛日常培训费，比赛报名系统及成绩公告系统开发，制作费，装备费等；（
6）为活动和赛事的组织人员、参赛人员购买保险。3、项目范围：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
中心下属所有办训单位的参赛人员。4、组织框架：本项目由预算单位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
理中心负责预算的编制，负责项目的申请、实施、管理工作；上海市体育局作为主管部门，
负责项目的审核、监管工作；上海市财政局负责预算资金的拨付。

立项依据：

《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6-2020年）》（沪委发〔2016〕29号）、
《上海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沪体竞〔201
0〕567号）、《上海市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沪府办发〔2016〕52号
）、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体青字[2016]92号）、市体育局《
2018年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十项系列赛竞赛规程总则》（沪体青[2018]67号）、
市体育局《2018年上海市体育竞赛计划》(沪体赛[2018]9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
量。体育事业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发展，而青少年体育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青
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根据《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6-2020年）》（沪委
发〔2016〕29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
施意见》（沪府办发〔2019〕13号）、《上海市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沪
府办发〔2016〕52号）、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十三五”规划》（体青字[201
6]92号），国家体育总局及上海市体育局每年将举办全国、市级各类各项目青少年体育
竞赛，为各省市、各区训练单位搭建比赛平台。主要作用：运动队通过比赛相互交流、学习
，并积累比赛经验，锻炼队伍；有的比赛将作为各区考核带训教练成果的重要依据；另一方
面，通过一些比赛政策可以对项目发展起到引导作用（比如以学校为单位参赛的，主要是引
导学校积极办训，组建校队等）；有的比赛结果也是本市各二线、一线队伍选拔人才的依据
。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 对照《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各项目秩序册编辑工作要求》、《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
会成绩册编辑、成绩公告工作要求》做好年度各项目比赛秩序册、成绩册编辑和成绩公告工
作。2. 通过报名系统报名，规范各项目报名工作，防止报名的弄虚作假3.年初召开青
少年竞赛工作会议，对规范举办竞赛工作提出要求4.签订办赛协议，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5.每个重要赛事均有1名联系人现场监督赛事。

项目实施计划：

1. 1月市体育局下发《系列赛竞赛规程总则》、年度《市级体育竞赛计划》2.
1或2月召开竞赛工作会议3. 每个赛事于赛前签订委托办赛合同4. 各赛事组织、赛
事监管5. 7-11月全国比赛参赛管理、成绩上报6.9-12月 系列赛比赛成绩核
查确认、奖项评选、总结表彰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1.保障全国青少年比赛正常组队参赛，并对其产生的费用进行及时足额发放；保障上海市
青少年比赛正常开展，并对其产生的费用进行及时足额发放；保障三大球等重点项目推进工
作的正常开展，并对其产生的费用进行及时足额发放，及时对十项系列赛竞赛组织经费进行
足额补贴，及时对十项系列赛竞赛统筹运行经费进行足额补贴；及时按照标准购置赛事保险
，确保赛事顺利举办。2.全国青少年比赛信息收集更加完整，掌握各项目在全国所处水平
；确保为上海市各奥全运项目搭建交流、锻炼平台，区体育行政部门对教练成绩考核有据可
依，确保十项系列赛项目高水平运动员得到充分锻炼，推进我市基础项目的发展，受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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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达到85%以上。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21,05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21,05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178,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7,17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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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 所监管奥全运项目正式比赛举办次数 >=1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体育竞赛计划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青训中心社会形象 提升

满意度 运动员教练员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档案完整性 完整

部门协助 部门互相协助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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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运动员教练员队伍建设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运动员队伍建设主要包括组织各项目优秀苗子寒、暑假集训及周末训练营；根据“雏鹰计划
”要求，完善市区三级训练网络选才体系，对各项目重点苗子进行训练、参赛等指标进行跟
踪、监控并建立数据库；开展评选青少年运动员奖学金活动，并予以奖励，鼓励和吸引更多
的青少年运动员努力学习，积极训练，早日成才。教练员队伍建设主要包括 开展教练员输
送奖、输送成果奖、输送跟踪奖评选。建立与青少年业余训练有关的各项目教练员中心教研
组、科研选材人员中心组、管理人员中心组、专家组，以加强队伍建设，利用各中心组不断
加强对运动项目的业务指导，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研讨、制定相关训练、竞赛文件。 针对
业余训练优秀教练员进行扶持和培养，组织开展教练员继续教育培训。

立项依据：

"""1、《奥运争光计划》国家体育总局1995年发；2、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
《关于深化本市体教结合工作的意见》（沪委发〔2012〕3号）； 3、《上海市体
育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 4、 《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6-202
0年）》； 5、《上海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沪竞体〔2010〕567号） 6、《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奖学金暂行管理办法（
试行）》（沪体竞﹝2009﹞189号）；7、《上海市青少年运动员奖学金暂行管理办
法补充意见的通知》（沪体竞﹝2010﹞339号）； 8、《上海市竞技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雏鹰计划”》沪体青﹝2014﹞238号； 9、关于印发《上海市业余训
练优秀教练员工作室试行办法》的通知（沪体竞〔2011〕109号）；10、《关于构
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9〕13号）11、上海市业
余训练青年骨干教练员培养计划——明翔计划（试行）（沪体青〔2012〕816号；1
2、《上海市奥（全）运项目中心教研组管理暂行办法》（沪体竞〔2003〕234号）
；13、 《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体育教练员业务培训工作的意见》(沪体科〔2009〕
624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我国“奥运争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
发展，选拔、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竞技体育体育后备人才，建立集运动员科学选拔、跟踪
培养、专业研究、信息服务为一体的工作机制，提高后备人才培养成材率，同时，也为满足
青少年日益增长的对运动技能提升的需求，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建设健康
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依据国家、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文件精神，以及我市青少年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规划及需求特申请该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实施制度：、《上海市体育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沪
竞体〔2010〕567号）、《关于构建本市竞技体育发展新体系的实施意见》（沪府办
发〔2019〕13号。措施：上海市青少年训练管理中心根据上述相关文件精神，组织选
拔本市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参加暑假、寒假、周末集训工作，对本年度的教练员输送奖、输送
成果奖、输送跟踪奖评选。

项目实施计划：
1、7-9月选拔组织各项目优秀青少年运动员暑期集训。2、4-12月选拔组织各项目
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周末集训。3、2021年2月选拔组织各项目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寒假集
训4、6-12月对教练员输送奖、输送成果奖、输送跟踪奖进行评选。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逐步形成以市级体校为龙头、区体校为基础、普通学校为依托、各种社会力量办训为补充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全市从事课余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达20000人，各级各类
体校在训在册运动员达10000名，培养100名优秀教练员领军人物，创建20家“国
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努力每年向各二线运动队输送 名运动员，向市优秀运动队
输送运动员 名。每年寒暑假组织不少于1000名运动员进行集训。吸引更多的青少年
学生走向操场，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180,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1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58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580,000

- 6 -



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产出目标

数量 运动员奖学金发放到位率 =100%

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青训中心社会形象 提升

满意度 运动员教练员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档案完整性 完整

部门协助 部门互相协助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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