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大型赛事补贴 项目年份 2022 

项目主管部门(单

位) 
苏州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 

市级预

算执行

情况（万

元） 

年初预算

数 

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

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 
财政拨款数 指标结余数 

793 -70 723 0 

市级财

政资金

使用情

况（万

元） 

财政拨款

数 
实际支付数 资金结余、结转数 

其中： 

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 

723 723 0   

项目资金构成（详细列出各子项目名称和金额） 

子项名称 预算数（万元） 实际数（万元） 

合计 723 723 

大型赛事补贴 723 723 

项目 类别 指标名称 目标值 权重 
实际完成

值 
自评分 

项目绩效实

现情况（80

分） 

决策目标 

立项程序

规范性 
规范 1 100% 1 

立项依据

充分性 
充分 1 100% 1 

绩效指标

明确性 
明确 1 100% 1 

绩效目标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预算编制

科学性 
科学 1 100% 1 

资金分配

合理性 
合理 1 100% 1 

过程目标 

预算执行

率 
=100% 8 100% 8 

资金使用

合规性 
合规 4 100% 4 

资金到位

率 
100% 1 100% 1 



管理制度

健全性 
健全 2 100% 2 

制度执行

有效性 
有效 4 100% 4 

产出目标 

完成计划

项目赛事

数量 

=8项 4.04 8项 4.04 

赛事品牌

培育补贴

发放准确

率 

=100% 3.92 100% 3.92 

赛事备案

率 
=100% 3.92 100% 3.92 

赛事备案

及时性 
及时 3.92 100% 3.92 

效益目标 

参赛人员

覆盖省/直

辖市/自治

区数量 

=20个 3.92 20个 3.92 

赛事视频

宣传数量 
=30个 3.92 30个 3.92 

媒体转播

次数 
>=15次 3.92 15次 3.92 

媒体宣传

报道数量 
>=100篇 3.92 100篇 3.92 

江苏队或

苏州队参

赛获前三

名赛事数 

=2项 3.92 2项 3.92 

获得上级

主管部门

表彰数 

=1项 3.92 1项 3.92 

赛事市场

化率 
>=5% 3.92 5% 3.92 

直接经济

收入 
>=500万元 3.92 500万元 3.92 

新增获得

重大赛事

办赛经验

人数 

=20个 3.92 20个 3.92 

满意度目标 
参与人员

满意率 
=95% 3.92 95% 3.92 

合计 80 

 



填表说明：1.“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均含非税收入。“年初预

算数”填“二下”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填当年使用上年结

余、结转数以及追加或调减预算数；“财政拨款数”填财政部门实际拨付的款项数；“实际

支付数”填资金实际支付到最终使用者的数额；“结转数”填结转以后年度使用的资金数；

“财政收回数”填财政部门收回的资金数。指标结余数=年初预算数+当年使用上年结余、

结转及当年调整预算数-财政拨款数；资金结余、结转数=财政拨款数-实际支付数=结转数

+财政收回数。2.“指标名称”中“决策”和“过程”类指标根据项目类型，按照《2022

年度苏州市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共性指标》规定，逐一对照进行自评价；“产出”、“效

果”、“满意度”三类指标填列预算部门（单位）报送的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经财政部门审核

通过的指标，如发生绩效目标调整的，以经财政部门批准调整后的指标为准。3.各项指标

权重值为根据指标数量将该类总分值分摊到各项指标的分值，即各项指标分值=该类总分

值/指标个数。4.各项数据采集的时间节点均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定性指标按照 好、

较好、一般、较差、差 等级评分，分别得对应权重值的 100%、80%、60%、40%和 20%。

定量指标评分规则：“产出”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130%得权重值满分，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超过

13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除指标解释中有特别说明的以外，“投入”类指标评分规

则同“产出”类指标；“结果”类每项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对应预期设定的目标值，完成 100%～

200%得权重值满分，超过 200%的每超过 1%扣权重值 1%,实际完成值每低于目标值 1 个百

分点相应扣减权重值的 5%。某项指标无法提供具体数值，且无说明，得 0 分。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由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根据各市（县）、区、办赛单位上报的年度拟办体

育竞赛项目，汇总拟定全市年度体育竞赛计划，经市政府批准后，由市

体育局印发年度赛事目录向社会公布。其中，遴选部分规格高、规模大、

影响广，社会效应明显，并且办赛主体明确，各相关参与部门间责权利

明晰，办赛主体经验丰富、组织规范、财务制度严格，并且办赛资金具

有缺口的大型赛事通过给予一定数额的经费补贴，并在市级财政大型赛

事补贴经费的专项经费中列支。 

项目总目标 

一是宣传和展示苏州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推动全民

健身运动开展，提倡全民健身，培养市民体育健身意识，培育体育人口；

三是开展国际，国内高端赛事，丰富城市体育文化圈，满足市民参与和

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的需求，提高市民幸福指数；四是培育竞赛市场，

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带动餐饮、住宿、旅游、交通、媒体等相关产业发

展；五是促进竞技体育发展，为江苏、苏州运动员争入选、创佳绩创造

良好的外部条件；六是鼓励、扶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或参与举办体育

竞赛，扩充体育市场影响力，同时规范体育竞赛市场。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市财政大型体育赛事补贴绩效管理，使目标更加清晰，更加明

确，获得补贴赛事的竞赛组织更加规范，办赛服务更加优质，更加注重

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促进各项目财务制度更加规范，支

出管理更加严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资金杠杆作用，

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作为引导和扶持，撬动更多社会的投入和参与，获

得了更大的办赛效果。 

项目实施情况 
2022 年度大型赛事补贴经费预算金额为 793 万，因疫情影响核减当年度

项目经费 70 万元，共包括大运河小铁三、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环太湖



1 号马拉松、全国南十字手球锦标赛、苏州市第十三届外企运动会等共计

8 项赛事。补贴资金用于场地租赁、竞赛器材、赛事宣传等方面。为了保

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以达到赛事举办应有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

益，召开了大型体育赛事补贴财政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会议。会上财政资

金绩效管理“下沉一级”明确了要求。按照体育赛事的特点和一般组织

流程和规定要求，各项赛事组织实施基本流程、时间节点、主要工作，

根据赛事的不同定位，明确了办赛的绩效要求，对项目实施进行绩效管

理。从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来看：投入方面，执行的较好，无论是预

算执行率，专款专用率，财政资金到位率，还是财务制度，健全性资金

使用，合规性投入结构，合理性项目以及日常进度管理情况均按照相关

规定和要求执行。产出方面，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上项目赛事，不出现

安全责任事故，不出竞赛事故。财政补贴的项目赛事上级主管部门满意

率和参与人员满意率均较高，但是各项目间不够平衡。结果方面，通过

项目示范作用，带动全市体育竞赛的发展，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塑

造健康向上的城市精神，宣传和展示城市形象和风貌。在宣传体育健身，

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和提升城市影响力方面这些赛事营造了良好的苏

州体育赛事氛围。影响力方面，在服务推动我市体育现代化建设，创造

良好的竞技体育发展环境，提高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成绩显

著，锻炼了大批体育赛事运营管理队伍。 

项目管理成效 

（一）通过实施市财政大型体育赛事补贴绩效管理，使目标更加清晰，

更加明确，得补贴的赛事的竞赛组织更加规范，办赛服务更加优质，更

加注重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通过实施市财政大型体育赛事

补贴绩效管理，促进各项目财务制度更加规范，支出管理更加严格，提

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资金杠杆作用，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

作为引导和扶持，撬动更多社会的投入和参与，获得了更大的办赛效果。 

项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及原因 

（一）绩效的目标设置，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评价的方法和手段等方面

专业化水平还有待提高；（二）对跟踪管理缺乏有效、科学的手段。 

进一步加强项

目管理的建议 

（一）提高绩效管理专业水平，与专业机构紧密合作；（二）探索建立和

完善绩效管理的制度和体系。 

（标注：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