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体育场地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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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前身为上海市东方绿舟体育训练基地，于20
02年建成。2018年按照上海体育机构改革要求,与原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水上运
动中心、上海射击射箭中心等单位后勤保障职能部门合并，主要任务是负责运动训练的后勤
保障管理工作，根据运动队训练、竞赛和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各类赛事举办、全民健身开放
等管理要求，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基地管理中心目前分三大片区，即崇明片区，东方绿舟片
区和莘庄片区。基地管理中心（崇明片区）：崇明片区位于上海崇明陈家镇，靠近国家东滩
闹类保护区，战地面积1000亩，拥有篮球、手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曲棍
球、体操击剑、现代五项、拳击、跆拳道、柔道、武术等14个运动项目的场馆和场地，以
及运动员食堂、宿舍教学楼、管理用房、医疗康复、科研等配套设施共28个单体。室外棒
球场2片，室外垒球场2片，曲棍球场1片，田径场2片，网球场2片，篮球场8片，沙滩
手球场1片。目前，崇明片区已有跆拳道中心和武术院入住，其他运动项目中心将于3月前
全面搬迁入住。基地管理中心（绿舟片区）：绿舟片区占地面积400亩，拥有游泳、水球
、花样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赛艇、皮划艇等运动项目场馆场地。并配有并配备运
动员食堂、宿舍楼、医疗康复、科研等设施基地管理中心（射击射箭片区):占地总面积1
76亩，是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也是目前国际上最现代化的体育训练场所之一，自19
96年7月成立以来，已成为专业射击射箭运动队的综合性训练基地

立项依据： 1、《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2、《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基地相关设施、场地的日常训练、比赛，更好的做好运动员生活、训
练的保障工作，使他们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日常训练生活中。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内部控制手册》《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规章制度汇编》

项目实施计划：
零星修缮（绿舟）提前启动，1月完成招标公式，11月完成审价支付。其他政采项目2月
预算项目下达、填需求，5月完成项目招标，11月底完成审价支付。待核项目2月预算下
达，11月底完成审价支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上海市体育
场所管理办法》、《关于下发上海市体育局系统修缮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沪体计【20
14】145号）精神，按质、按量、规范、安全地完成各个工程项目，从而更有效的提供
优质服务、优美环境，大力保障运动员的生活及训练，激励他们在训练和各项比赛中取得优
异成绩，为上海体育发展贡献力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5,318,788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5,318,788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3,5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3,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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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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 按审价结算工程费

资产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90%

产出目标

数量 修缮项目开展个数 23项

质量 项目验收合格率 工程一次性验收合格

时效 项目竣工使用 2020年11月30日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资金使用率 ≥90%

社会效益 运动员训练条件 可供运动员全天训练

环境效益 施工噪音 白天≤72分贝，夜间≤69分贝

满意度 运动员使用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员到位率 =100%

部门协助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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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体育设施运行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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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背景：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前身为上海市东方绿舟体育训练基地，于20
02年建成。2018年按照上海体育机构改革要求,与原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水上运
动中心、上海射击射箭中心等单位后勤保障职能部门合并，主要任务是负责运动训练的后勤
保障管理工作，根据运动队训练、竞赛和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各类赛事举办、全民健身开放
等管理要求，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基地管理中心目前分三大片区，即崇明片区，东方绿舟片
区和莘庄片区。基地管理中心（崇明片区）：崇明片区位于上海崇明陈家镇，靠近国家东滩
闹类保护区，战地面积1000亩，拥有篮球、手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曲棍
球、体操击剑、现代五项、拳击、跆拳道、柔道、武术等14个运动项目的场馆和场地，以
及运动员食堂、宿舍教学楼、管理用房、医疗康复、科研等配套设施共28个单体。室外棒
球场2片，室外垒球场2片，曲棍球场1片，田径场2片，网球场2片，篮球场8片，沙滩
手球场1片。目前，崇明片区已有跆拳道中心和武术院入住，其他运动项目中心将于3月前
全面搬迁入住。基地管理中心（绿舟片区）：绿舟片区占地面积400亩，拥有游泳、水球
、花样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赛艇、皮划艇等运动项目场馆场地。并配有并配备运
动员食堂、宿舍楼、医疗康复、科研等设施。基地管理中心（射击射箭片区):占地总面积
176亩，是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也是目前国际上最现代化的体育训练场所之一，自1
996年7月成立以来，已成为专业射击射箭运动队的综合性训练基地

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上海市体育场所
管理办法》、《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
》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通过项目的实施，确保基地相关设备、设施的日常使用，更好的做好运动员生活、训练的保
障工作，使他们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日常训练生活中。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内部控制手册》《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规章制度汇编》

项目实施计划：
提前启动服务类项目1月完成招标公示，11月完成支付。能耗等日常运维项目2月预算下
达，按实际需求支付，12月20日完成支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上海市体育
场所管理办法》、《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
纲要》的精神，规范、有效地提供优质的服务、优美的环境，使运动员有宾至如归之感，激
励他们在训练和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上海体育发展贡献力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06,198,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06,198,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6,329,24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6,32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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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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采购过程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设备完好率 >80%

资产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产出目标

数量 养护草坪数 =11

质量 游泳池水质达标率 =100%

时效
班车到位率 =100%

信息传递速度 及时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基地正常运行时长 =12月

社会效益 基地安全事故发生数 =0

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80%

员工满意度 >8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员到位率 ≥80%

部门协助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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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体育专项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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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前身为上海市东方绿舟体育训练基地，于20
02年建成。2018年按照上海体育机构改革要求,与原上海体育职业学院、上海水上运
动中心、上海射击射箭中心等单位后勤保障职能部门合并，主要任务是负责运动训练的后勤
保障管理工作，根据运动队训练、竞赛和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各类赛事举办、全民健身开放
等管理要求，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基地管理中心目前分三大片区，即崇明片区，东方绿舟片
区和莘庄片区。基地管理中心（崇明片区）：崇明片区位于上海崇明陈家镇，靠近国家东滩
闹类保护区，战地面积1000亩，拥有篮球、手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曲棍
球、体操击剑、现代五项、拳击、跆拳道、柔道、武术等14个运动项目的场馆和场地，以
及运动员食堂、宿舍教学楼、管理用房、医疗康复、科研等配套设施共28个单体。室外棒
球场2片，室外垒球场2片，曲棍球场1片，田径场2片，网球场2片，篮球场8片，沙滩
手球场1片。目前，崇明片区已有跆拳道中心和武术院入住，其他运动项目中心将于3月前
全面搬迁入住。基地管理中心（绿舟片区）：绿舟片区占地面积400亩，拥有游泳、水球
、花样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排球、赛艇、皮划艇等运动项目场馆场地。并配有并配备运
动员食堂、宿舍楼、医疗康复、科研等设施基地管理中心（射击射箭片区):占地总面积1
76亩，是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也是目前国际上最现代化的体育训练场所之一，自19
96年7月成立以来，已成为专业射击射箭运动队的综合性训练基地

立项依据：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上海市体育场所
管理办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根据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和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新的“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单位这三台2002年的锅炉无法达到新标准，2019年已经更换2台，故202
0年更换第三台。2、基地场馆较多，场馆内照明灯光普遍较高，需要登高维修，原有的那
台升降机使用年限久远，安全存在严重隐患，且局部新装修的灯光高度高于旧升降机的操作
高度，故申请购置一台新升降机。3、各片区运动员公寓楼、食堂设施老化，需更新4、安
保部增加消防器材等5、保障运动队正常训练、购训练器材6、根据运动队需求完善训练设
施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体育场所管理办法》、《国家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办法》、《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内部控制手册》《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规章制度汇编》

项目实施计划：
1月收集采购参数及需求、进口论证，2季度按照轻重缓急开始招标采购，11月底完成支
付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上海体育事业发展的决定》、《上海市体育
场所管理办法》，从而更有效的的提供优质服务、优美环境，大力保障运动员的生活及训练
，激励他们在训练和各项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上海体育发展贡献力量。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40,483,906 项目当年预算（元）： 40,483,90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7,194,61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37,19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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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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管理

财务管理 中标价格审价差异率 ≤10%

实施管理 资产管理机制 健全

资产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90%

产出目标

数量 预算设备采购率 ≥90%

质量 设备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设备投入使用及时性 及时

采购时长 ≤5天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新购设备使用率 ≥90%

满意度 运动员使用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人员到位率 =100%

部门协助 长效管理体制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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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体育训练基地管理中心

项目名称： 智慧运营运维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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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建设工程类

项目概况：
建设目的：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及数据可视化等手段，实时收集训练基地各场馆设施设备
的运行状态和能耗信息，科学管理设备设施的报修运维计划，优化用能策略，对各项运营运
行数据进行分析与综合展示，提高训练基地

立项依据： 新成立机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建立一套以可视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运营运维管理平台，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寻找
管理短板、进行精准化针对性管理，达到真正达到安全、舒适、高效、低碳的目标，实现训
练基地管理从粗放到精细、从被动到主动、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互动，由此将产生决策
依据和预判，提升协同管理的效率，提高训练基地运行效率和综合处置能力，提升训练基地
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建立项目领导和管理机构，管控项目实施过程。项目领导和管理机构主要由项目领导小
组、业主单位、咨询单位、承建单位和项目管理单位组成。不同单位各司其职，领导管理、
开发实施、第三方监督等各方做好自己的工作，保证项目正常有序进行。2、运用各种项目
管理技术，通过各种计划的编制、优化实施、调整而实现对进度有效控制的措施，主要包括
：①建立一套实用和完善的设备工程进度控制的程序文件;②采用横道图计划、网络计划技
术等，编制设备工程进度计划;③利用电子计算机和各种应用软件辅助进度管理，包括进度
数据的采集、整理、统计和分析。3、建立专门的质量控制组，包含：质量经理，测试设计
师，测试员。专职负责软件质量管理方面的活动的执行和监督。质量经理负责制定相应的测
试方案，组织测试及编写测试报告，全面负责质量管理活动。测试设计师负责主要的测试用
例和测试方法设计。测试员负责实际的测试工作，并进行相应的记录。

项目实施计划：

2020年1月-2020年3月，项目启动阶段，智慧运营运维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建设的
需求调研、制定平台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设备选型和应用软件开发合同签订工作；202
0年4月-2020年9月,项目建设阶段，智慧运营运维管理平台建设项目的软件开发、
部署、联调工作，并对相关使用人员进行培训；2020年10月-2020年11月，平
台试运行阶段，平台各项功能进入全面试运行工作，系统优化。2020年12月，项目验
收阶段，整理文档、完成所有项目考核指标，组织验收，交付使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寻找管理短板、进行精准化针对性管理，达到真正达到安全、舒适
、高效、低碳的目标，实现训练基地管理从粗放到精细、从被动到主动、从静态到动态、从
单一到互动，由此将产生决策依据和预判，提升协同管理的效率，提高训练基地运行效率和
综合处置能力，提升训练基地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一阶段目标：详细方案制定
和技术标准与规范制定。第二阶段目标：完成项目开发、部署与试运行。第三阶段目标：项
目验收，正常运行。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150,6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50,6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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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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政府采购规范性 合规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项目验收规范性 规范

监理规范性 规范

工程变更规范性 规范

系统运维规范性 规范

供应商资质符合程度 符合

产出目标

数量 软件建设数量 =1

质量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 系统运维时长 24H

成本 年度维护成本增长率 >=10%

效果目标 满意度 使用者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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