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年

预算数

17393.4

8554.28

85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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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0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731.86 1829.65

6036.76 15563.75

1590 6359.12

63.94 193

1860 2480

7 10

0 18.03

61.95 61.95

0 3.6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体育局

单位

主要职能

苏州市体育局负责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体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各项法律法规，起草体育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

订相关政策并督促实施。

（二）推动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和体育体制改革。研究全市体育工作的发展战略和

发展目标。编制全市体育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统筹规划全市群众体育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组织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推动国家体质监测和

社会体育指导工作队伍制度建设。指导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及其监督管理。

（四）统筹规划全市竞技体育发展，确定运动项目设置和重点布局，指导协调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组织参

加和承办重大体育竞赛。指导运动队伍建设，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

（五）统筹规划全市青少年体育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

（六）拟订全市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政策，规范体育服务管理，推动体育服务标准化建设。负责全市体育彩

票发行工作。

（七）指导、管理全市体育外事工作，开展国际间和与港澳台的体育交流合作。

（八）指导体育宣传、科技信息工作，组织开展体育领域重大科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组织开展体

育运动中的反兴奋剂工作。发展体育教育，制定并实施体育培训规划。

（九）指导市体育总会，负责全市体育社团的资格审查和业务指导工作。

（十）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全民健身计划

体育文化宣传费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①机构设置：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信息处）、群众体育处、竞技体育处、体育

经济处、体育产业处、综合业务处（政策法规处、行政审批处）、组织人事处（外事处）、机关党委。②人

员配置：市体育局机关行政编制28名，实际用编人数行政人员28名。

收入

资金总额

财政拨款

小计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国有资本金

社保基金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奥运争光计划

开展国家体育消费城市试点工作经费

维保服务费

运动员、教练员及有关工作人员保险

档案保密费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18.16 45.41

138.66 138.66

9 15.07

0 10

8 28

1.2 5.8

60 135

0 20.27

0 58

3.86 12.86

656.97 1397.94

6.5 13

40 250

16 40

986 1000

7 35

5.27 37.62

0 33

18 50

471 2700

0 0

0 384.92

8.25 27.5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伙食费

体育局办公场所改造项目

水电能耗费

体育公共设施修缮费

体育检查交流

备战二十届省运会专项经费

业余训练管理费

市级竞赛

群体大型活动费

苏州市市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党团活动经费

后勤物业管理费

专项租赁费

创博会体育展项目

体检费

职业足球俱乐部扶持资金

苏州市电竞产业奖励补助经费

体育系统干部专题培训费

中长期目标

发展群众体育，打造高品质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促进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全面提升苏州竞技

体育水平。拉动体育消费，全方位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依法行政，提升依法治体能力。全面深化

体育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综合能力素质水平。

信息化维护费

体育法制及安全专项经费

体育传统学校

苏州市青少年校园篮球联赛总决赛经费

苏州市网球和水上运动业余体校重建项目

年度目标

2023年，市体育局将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

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要求，重点抓好以下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体育设施建设，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二是做好第二十一届省运会备战规划，提升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三是以创建国家体育消费示范城市为抓手，创新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四是落实全国

足球发展重点城市相关要求，大力扶持职业足球俱乐部发展；五是丰富体育文化内涵，加强体育宣传及文化

传播，展示苏州体育高质量发展成果。六是落实普法及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体育法治发展战略和政策研

究，持续提升体育系统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二级指标

决策

计划制定

目标设定

预算编制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执行率 ＝38.9%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偏差率 ＝0% ＝0%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健身路径新增数 ≥250套 ≥250套

设施器材验收合格率 ≥98% ≥98%

体育设施强制报废和更新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对降低公众投诉率的改善或影响程

度
较显著 较显著

群众体育活动次数 ≥0项次 ≥73项次

科学健身培训达标率 ≥0% ≥85%

全民健身服务完成率 ＝100% ＝100%

大众体育联赛系列赛绩效等级评估

覆盖率
＝0% ＝100%

过程

预算执行

预算管理

资产管理

项目管理

人员管理

机构建设

履职

重点工作

统筹规划群

众体育发展

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更新及维护

广泛开展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联办资助项目数量 ＝0个 ＝7个

外聘教练、科研人员数量 ＝70人 ＝70人

训练机能监测指标反馈训练项目人

次
＝400人次 ＝800人次

违反赛风赛纪事件数 ＝0件 ＝0件

竞技类比赛项目种类 ＝12种 ＝21种

市级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竞技类项

目参与人数
＝0.3万人 ＝0.7万人

赛事安全事故发生数 ＝0次 ＝0次

资助项目数量 ＝23个 ＝23个

资助市场化赛事数量 ＝4个 ＝4个

吸收社会资金投入 ≥13倍 ≥13倍

奖励补助电竞项目数量 ＝8个 ＝8个

资助项目完成率 ＝100% ＝100%

专项活动举办场次 ＝0次 ＝4次

参加活动人次 ＝0万人次 ＝10万人次

展会活动的宣传报道 ＝0篇 ＝5篇

全市体育消费总额 有序推进 名列全省前二

提交法治研究报告数 ＝0篇 ＝1篇

组织安全生产普法宣传、督查检查

及应急演练次数
＝2次 ＝5次

安全生产检查覆盖率 ＝50% ＝100%

重大和较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 ＝0% ＝0%

市级媒体刊发报道数量 ≥200篇 ≥400篇

计划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信息条数 ≥250条 ≥500条

编印内刊、制作电视节目完成率 ＝100% ＝100%

宣传专项活动完成及时率 ＝100% ＝100%

开展网络安全月活动数量 ＝0次 ＝1次

保障新媒体平台数量 ＝3个 ＝3个

提升机关内部办事效率和质量 较显著 较显著

网水体校重建改造工程项目面积 ＝10724平方米 ＝10724平方米

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率 ＝0% ＝100%

项目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提升

程度
较显著 较显著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加速我市电竞产业发展 较显著 较显著

进一步拉动体育消费 较显著 较显著

组织协调备战训练及参赛办赛工作

统筹规划青

少年体育发

展

组织市级青少年体育竞赛

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

展

资助体育产业项目

加速电竞产业发展

实施体育惠民消费行动

开展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建设收

官验收工作

体育行业安

全生产监督

管理

政策法规宣传及安全生产监管

履职

效益

二级指标

经济效益

指导体育宣

传及科技信

息工作

体育文化宣传工作

体育信息网络维护

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及其

监督管理

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统筹规划竞

技体育发展



 “十分钟体育健身圈”布局 合理 合理

全民健身服务受益人次 ≥5万人 ≥15万人

年度省赛参赛团体总分成绩 全省前六 全省前四

提升体育工作的公众知晓度 明显 明显

市级竞赛组织管理 完善 完善

依法治体能力水平 提升 提升

满意度 培训对象满意度 ≥90% ≥90%服务对象满意度

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