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全民健身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18110000.00 124426210.00 103,632,799.26 10 83.29% 8.3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善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组织；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
设施；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活动；支持群众身边的体
育健身赛事；加强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指导；弘扬群众身
边的体育健身文化。 贯彻落实《上海市全民健身实施计
划（2016-2020年）》

科学健身指导工作方面，实现科学指导健身1
33563人次，提供社区体育服务配送54
62场，完成公益培训项目5个，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人次达到了6000人次；全民健身
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方面，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与管理点位数达到了5160个；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工作方面，举办开展赛事活动7100
场，开展广播运动会活动23场；非奥项目发
展工作方面，策划非奥项目参与人次达到20
00余人；体育社会组织管理工作方面，参与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的数量达到148个；特殊
人群体育发展工作方面，建立了示范基地21
个；场馆公益性开放工作方面，有60000
0人次民众参与到了公益性场馆开放活动之中
；全民健身宣传调研工作方面，推送动动强微
信公众号374篇，完成了6个调研课题，动
动强阅读量达到20万人次，微信点赞数达到
2030人次。通过项目实施，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比例（成年）达到了43.7%，
保障体质健康达标率（成年人、老年人）达到
97%，管理人员及受众满意度均到达了80
%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动动强微信推送数
=300篇 374 3 3

调研课题数
=5篇 6 2 2

赛事活动开展数
=2000场 7100 3 3

广播运动会活动开展数 =20场 2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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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与管

理点位数

=5160个 15809 3 3

科学健身指导人次
=120000人

次
133563 3 3

社区体育服务配送数
>=4300场 5462 3 3

公益培训项目数
=5个 5 2 2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人

次

=6000人次 >6000 3 3

非奥项目参与人次
=0 2000 2 2

场馆公益性开放参与人

次

=600000人
次

>600000 3 3

建立示范基地
=15个 21 2 2

体育社会组织管理数
=90个 148 2 2

质量指标
全民健身工作完成达标

率

=100% 100% 8 8

时效指标
全民健身工作开展及时

率

=100% 100% 7 7

动动强阅读量
=200000人

次
20000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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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赛事活动赛区覆盖率 =100% 100% 5 5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

数比例（成年）

>42 43.7% 6 6

体质健康达标率（成年

人、老年人）

=97% >97%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完善 完善 2 2

动动强微信点赞数
=500人次 2030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管理人员满意度
>=80% 90% 5 5

受众人群满意度
>=80% 90% 8 8

总分 100 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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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竞赛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7740000.00 47740000.00 30,519,299.76 10 63.93% 6.3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确保2020年度重大体育赛事成功、安全、顺利举
办；2.确保竞赛相关工作正常开展。

确保赛艇测试赛、上马等重大赛事安全顺利完
赛。竞赛工作正常开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顺利举办重大体育赛事 >=3个 3 20 20

质量指标
确保赛事安全、顺利举

办达标率

=100% =100% 15 15

时效指标
按赛事计划如期举办完

成及时率

=100% =100% 15 1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体育赛事关注度

提升 提升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增加重大赛事数量
>0 3 2 2

增加赛事服务
>0 1 30 30

总分 100 9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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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运动专项保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7313000.00 22493000.00 18,705,200 10 83.17% 8.3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以按期、达标、达质完成预算工作为总目标，2020年
上半年完成预算计划50%、三季度完成75%、11月
完成90%为阶段性目标。

规范奖励、保险、档案等保障工作。一是落实
优秀运动员、教练员的成绩奖励工作。向各训
练单位发放全国比赛成绩奖、训练奖合计98
8万余元，共涉及1159名运动员、338
名教练员及其他有关人员。二是细致开展福利
、保险等工作。继续落实奥运项目世界三大赛
冠军运动员保障，奥运金牌教练员医疗保障，
运动员补充医疗保险，公共交通意外和住院补
贴保险，部分老运动员、老教练员医疗照顾，
运动员伤残抚恤，高等教育资助金申请、发放
等保障工作，共涉及运动员及教练员1800
余人，支出、发放各类保障资金合计190余
万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世界三大赛冠军运动员

、奥运冠军教练员保障

人数

>=36人 38 10 10

运动员、教练员交通意

外投保人数

>=1300人 1829 10 10

运动员伤残抚恤费发放

人数

>=150人 154 10 10

退役运动员服务人数
>=100人 108 10 10

高质量完成直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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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市体育局直属单位人才

队伍建设效果

位人员招聘工作，
缩小人才缺口，推

动干部队伍建设

10 9 招聘完成率有待提
高，存在招聘过程

中人员流失情况

时效指标
市体育局直属单位人员

招聘完成时间

根据相关计划按期
执行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事工作社会效益

完成上海体育人事
各项工作，高效服
务体育事业发展。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上海体育人事工作满意

度

>=90% 10 10

人员满意率
>=90% 10 10

总分 100 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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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青少年体育专项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0550000.00 57147585.00 44,167,238.06 10 77.29% 7.7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
上海市体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普及提高青少年体育技能、
全面提高青少年身体健康素质、选拔培养青少年体育优秀
人才为目标，大力改革和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积极探索
“政府、社会、市场”相结合的多元发展模式，加快构建
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努力推进体教融合，着力构建青少年体育工作新格局
，实现上海青少年体育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
。 阶段性目标： 全面推进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激发青少年体育的社会活力。 实施青少年体育促
进计划，整合资源，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强化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主阵地建设，完善体育后备人才竞赛与训
练体系。 贯彻实施《上海市体教结合促进计划（201
6-2020）》，体教结合工作进一步融合。

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方面，扶持了上海市青少
年3对3超级篮球赛、市少儿体育联赛、青少
年体育赛事等一系列赛事活动举办；青少年体
育技能培训方面，开展了122期上海市青少
年体育周末营，总覆盖15个区，共惠及20
00余名青少年儿童；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方面，对篮球、国际象棋、桥牌、围棋、五
子棋、象棋、国际跳棋等项目的体育后备人才
进行训练培养；体教结合方面，组织了1次优
秀运动员进校园活动。通过项目实施，青少年
体育公共服务实现全覆盖，青少年体育后备人
才成材率、青少年体育参与率及青少年体育技
能掌握率均得到有效提升，青少年体育公共服
务满意度达到80%以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青少年工作计划完成率 =100% 90% 10 9

1.组织优秀运动
员进校园活动未按

照计划完成；2.
青少年体育公益冬
夏令营培训工作因
疫情影响，部分培
训取消（项目协议

为20年9月——
21年8月）

开展上海体育重大决策

咨询项目

=5个

推进上海体育社会科学

研究课题

=100个

推进规划工作 =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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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推进立法计划

=2个

质量指标

青少年工作达标率
=100% 100% 10 10

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全

市覆盖率

提高 提高 10 10

按规定及合同约定
保质保量完成

时效指标

青少年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5 15

体育产业法规工作完成

及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成

材率

提高 提高 25 25

体育政策及体育社会科

学研究

推进加强

体育事业及产业发展
加强

高危体育项目
健康有序发展

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款

监管

加强

国际体育仲裁院上海听
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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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心国际影响力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完善 完善 10 10

高危体育项目、体育法

律顾问

长效机制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满

意度

提高 提高 10 10

总分 100 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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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产业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006500.00 16922597.00 15,231,080.53 10 90.01% 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本市体育产业总规模和居民体育消费持续增长，产业优势
进一步增强，产业环境进一步优化，产业基础进一步巩固
，体育供给丰富多样，体育消费愈加旺盛。推动形成与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定位相匹配的体育产业发展格局，体育产
业逐步成为本市经济支柱性行业。 做好开展推进体育“
十三五”规划和编制“十四五”规划工作和相关社会科研
项目，做好《上海市体育产业促进条例》和《上海市游泳
场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调研立法工作，组织推进好，体育
依法行政、高危体育项目监管和健身行业单用途预付消费
卡的监管。

贯彻落实国办《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及本市系
列政策文件，打造以竞赛表演、健身休闲等体
育服务业为重点的体育产业体系。2020年
度评定市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8家、示范项目
3家，获评2019年度国家级体育产业示范
单位1家、示范项目3家；杨浦区、徐汇区成
功入选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强化产业资源
配置。2020年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
沪成功举办，积极参加 2020年中国体育
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等线上展会。完成《2
019年度上海市体育产业主营单位名录库》
，2019年度本市体育产业主营单位共22
385家，同比增长37.4%。体育产业规
模持续增长，2019年上海市体育产业总产
出（总规模）为1780.88亿元，同比增
长19.0%，实现增加值558.96亿元
，占当年全市GDP比重1.5%；2019
年上海市居民人均体育消费为2849元，较
上年增长10.4%，占人均消费总支出比例
6.2%。强化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在体育总
局支持下，三省一市体育局联合印发了《长三
角地区体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推动体育全方位一体化融合发展。组织签订《
2020年长三角地区体育一体化重点项目合
作协议》，推出《长三角体育产业发展蓝皮书
》等一批合作项目，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合
作建设长三角体育资源交易平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本市体育产业总规模增

长率

>0 19% 10 10

打造市级体育产业聚集

区
>=2个 3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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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本市体育产业优势
增强 增强 10 10

本市体育产业环境
优化 优化 10 10

居民体育消费
持续增长 2849 10 10

时效指标
体育产业工作完成及时

率

=100% 99% 9.5 9.5
受疫情影响线下项

目及展会取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居民体育消费增长率
>0 10.4% 10 10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

P比重

逐步提高 1.5%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指

数提升

>0 提升 10 9

体育市场管理还有
待加强，通过机制
体制加强关系，促
进协会加强行业自

律

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 0 0

上海在长三角地区体育

产业发展中

发挥龙头作用 发挥龙头作用

可持续影响指标

实现体育产业宣传培训

工作

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

长三角地区体育产业合

作交流

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

总分 100 97.5  

- 11 -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宣传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166000.00 9166000.00 9,048,600 10 98.72% 9.8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围绕上海“大体育”发展新格局，把握媒体融合发展新要
求，加强体系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形成多维度、
立体化、全覆盖的体育宣传模式，构建完善党组统一领导
、党政领导班子齐抓共管、各部门和单位主动落实、局宣
传职能部门组织协调、体制内外资源充分整合、社会力量
积极参与的体育大宣传新格局，为上海体育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围绕上海“大体育”发展新格局，把握媒体融
合发展新要求，加强体系建设、阵地建设、队
伍建设，形成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体育
宣传模式，构建完善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领导
班子齐抓共管、各部门和单位主动落实、局宣
传职能部门组织协调、体制内外资源充分整合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体育大宣传新格局，为
上海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
持。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体育宣传工作实施完成

率

=100% 100 20 20

质量指标
体育宣传工作完成达标

率

=100% 100 10 20

时效指标
体育宣传工作完成及时

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氛围

良好 良好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效益

为上海体育树立良
好形象

为上海体育树立良
好形象

10 10

长效制度
建立长效制度 建立宣传制度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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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部门协助

各部门统一协作、
积极配合

各部门统一配合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市民满意率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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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体育科研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330000.00 5330000.00 5,256,644 10 98.63% 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将上海体育科教工作融入上海体育事业发展和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之中，形成制度支撑、人才支撑、项目
支撑、理念支撑的四要素支撑的科教创新工作体系，通过
深化体育科技制度建设，强化体育科教管理的科学化、规
范化水平；加大力度培养与引进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
业务素质与工作能力的优秀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突
出上海体育科教工作的重点任务和优先发展领域，以重点
实验室为主体、整合多学科研究资源联合攻关；以先进的
科学理念和国际视野，着眼未来上海体育科技和体育教育
健康发展。

通过强化体育科教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进一步深化了体育科技制度建设；通过培养
和引进，进一步提高了优秀研究人员和专业技
术人才数量和质量；以上海市体育科技项目为
引领，集聚优秀科研力量，整合多学科研究资
源联合攻关；通过上海市友谊中学和上海市体
育中学运动员转学籍管理办法、上海竞技体育
科研中心发展规划和上海体育运动医疗康复中
心发展规划等文件的制定和推进实施，促进上
海体育科教、医务健康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体育科研业务工作完成

率

=100% 100% 10 10

质量指标

科研课题立项
覆盖立项指南涉及

所有类别的课题
覆盖立项指南涉及

所有类别的课题
20 20

运动员伤病情况是否可

控

可控 可控 10 10

时效指标
体育科研工作完成及时

率

=100% 100%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反兴奋剂教育覆盖全市

各一线运动队

全覆盖 全覆盖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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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完善 完善 20 20

总分 100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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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0 年度)

项目名称 竞技体育专项业务训练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体育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体育局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0595000.00 58845441.00 57,967,599.88 10 98.51% 9.8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   

                上年结转资金 —   

                其他资金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备战好2021年全国运动会、2022年北京奥运会，
形成上海竞技体育强队、强项、强人的体制机制，输送一
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到国家队，为2022年北京冬奥
会作出贡献；在中央、国务院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要求下
，做好北冰南展推广工作，力争成为南方冰雪运动发展的
桥头堡；打好2020年东京奥运会，培养更多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世界冠军，确保1-2个项目占据世界体坛领先
位置，为我国参赛东京奥运会做出贡献；打好2020年
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力争参赛人数、参赛项目、参赛成
绩都取得历史性突破，取得至少一枚金牌；转变竞技体育
发展方式，坚持市队区办、市校联办、市企合办、协会公
办等多种模式，逐步将群众喜爱、有市场潜力、社会关注
度高的竞技体育项目办到各区、企业、学校、协会去，增
加联办机构、管理人员及运动员满意度，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开展竞技体育。

2020东京奥运会及2020世界三大赛等
国际型赛事因疫情影响延期举办，疫情期间保
障训练备战工作有序推进，多名运动员入选奥
运会席位；运动员和教练员入选国家奥运人数
达标；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提前决赛项
目中，冰雪项目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实现金牌“
零”的突破，获取3枚金牌；第二届全国青年
运动会在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及相关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取得佳绩的运
动员和负责项目的教练员发放资金奖励；20
20年我局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管理中心、上
海市体育协会、高校及社会机构完成一线运动
队的委托或联办工作，共组建冰雪项目备战运
动队、高尔夫球一线运动队、网球一线运动队
等9支一线运动队，队伍代表上海市在各大比
赛中取得佳绩；以上工作预算经费发放及时、
完备，联办机构、管理人员和运动员满意度较
高，加强了体育与社会相关领域的融合与协作
，促进了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赛事积极性，在发
展优秀体育人才的同时引导了社会力量参与开
展竞技体育。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东京奥运会金牌1枚及

以上

>=1枚 0 0 0
受疫情影响，奥运

延期

国家队入选人数
>=140人 =140人 15 15

质量指标
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5枚 0 0 0
受疫情影响，世界

三大赛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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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5 15

成本指标
组织参赛保障经费

<=212500
0

2104485 15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比赛成绩提升情况

较往年有提升 部分提升 6 3

仍存在部分赛事成
绩略有下降，如市
体育局与虹口区体
育局及上海金融学
院联办的花剑一线

运动队在2019
年赛事中共获得5
枚奖牌，但202
0年仅获得2枚

社会效益指标
2020年第14届全

国冬运会金牌

〉=1 3 6 6

生态效益指标
一线运动队联办计划完

成率

完成工作计划联办
数量

100% 6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完善 完善 4 4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完备 4 4

备战训练信息传播性
及时 及时 4 4

正面新闻舆论宣传及时 及时 及时 4 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联办机构满意度
>=80% >=80% 4 4

管理人员满意度
>=85% >=85% 3 3

运动员满意度
>=80% >=80% 4 4

总分 100 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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