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江阴市体育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受江阴市财政局委托，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江阴市委、

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阴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澄委发〔2018〕53 号）和市政府《关于印发〈江

阴市本级政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澄政发〔2018〕78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江阴

市体育专项资金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按照《2019 年度

江阴市体育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进行逐项评分，综合得

分为 84.56 分，等级“良好”。依据专家组综合意见，形成本评价

报告。 

一、项目基本概况 

江阴市体育专项，主管部门为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实

施单位为江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该专项资金主要分为“参加

市级以上比赛及奖励经费”、“承办举办体育竞赛及训练经费”、“群

众体育活动赛事活动经费”、“全民健身工程及维修经费”、“承办

体育竞赛政府购买经费”、“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市、区）创建

工作启动资金”、“体育产业培育发展经费”7 个子项。 

本项目 2019 年预算资金 1356.00 万元，实际使用资金 1234.35

万元，比2018年实际支出金额减少72.66万元，预算执行率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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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江阴市体育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预算数 

2019 年 
支出数 

预算 
执行率 

2018 年 
支出数 

差额 变动率 

（一） 
参加市级以上比赛及

奖励经费 
－ － － － － － 

1 
参加上级比赛集训、 

参赛等经费 
40.00 39.74 

91.03% 

25.00 14.74 58.96% 

2 参加省赛以上奖励费 12.00 11.34 15.86 -4.52 -28.50% 

3 
参加无锡市学校体育

竞赛经费 
20.00 15.69 12.81 2.88 22.46% 

 小计 72.00 66.77 53.67 13.10 24.40% 

（二） 
承办、举办体育竞赛及

训练经费 
－ － － － － 

1 
承办国家和省级体育

竞赛经费 
150.00 102.87 149.94 -47.07 -31.40% 

2 领办运动队补助经费 110.00 100.00 100.00 0.00 0.00% 

3 
江阴市学校体育 

竞赛经费 
70.00 64.81 48.45 16.36 33.76% 

4 
校园阳光足球联赛 

经费 
38.00 24.73 25.94 -1.22 -4.68% 

5 
各级传统校、布局校 

训练经费 
21.00 20.40 20.00 0.40 2.00% 

6 
学校体育设施对社会 

开放 
110.00 110.00 120.00 -10.00 -8.33% 

7 体育俱乐部配套经费 20.00 10.00 10.00 0.00 0.00% 
 小计 519.00 432.80 474.33 -41.53 -8.76% 

（三） 
群众体育活动赛事 

经费 
－ － － － － 

1 
参加市级以上群众 

体育赛事活动 
15.00 15.32 19.84 -4.52 -22.79% 

2 
市级群众体育活动 

经费 
70.00 75.29 63.46 11.83 18.64% 

3 
自主品牌大型精品 

赛事经费 
111.00 111.00 144.93 -33.93 -23.41% 

4 国民体质测试经费 5.00 2.80 
91.03% 

4.96 -2.16 -43.55% 
5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 35.00 35.29 9.68 25.61 2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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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预算数 

2019 年 
支出数 

预算 
执行率 

2018 年 
支出数 

差额 变动率 

建设 % 

 小计 236.00 239.69 242.87 -3.18 -1.31% 

（四） 
全民健身工程及维修 

经费 
－ － － － － 

1 全民健身器材 295.00 292.90 255.70 37.20 14.55% 
2 体育设施建设补助 161.00 160.20 200.49 -40.29 -20.10% 
 小计 456.00 453.10 456.19 -3.09 -0.68% 

（五） 
承办体育竞赛政府 

购买经费 
－ － － － － 

1 
承办赛事政府购买 

服务标准 
45.00 15.00 70.00 -55.00 -78.57% 

 小计 45.00 15.00 70.00 -55.00 -78.57% 

（六） 
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县 
（市、区）创建工作 

启动资金 
－ － － － － 

1 
全民运动健身模范 

县（市、区）创建工作 
启动资金 

20.00 20.00 － － － 

 小计 20.00 20.00 － 20.00 － 

（七） 
体育产业培育发展 

经费 
     

1 
体育产业培育发展 

经费 
8.00 6.99 9.95 -2.96 -29.72% 

 小计 8.00 6.99 9.95 -2.96 -29.72% 
 合计 1,356.00 1,234.35 91.03% 1,307.01 -72.66 -5.56% 

二、资金使用绩效 

2019 年度江阴市体育专项资金，在促进江阴体育事业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表现在： 

（一）完善了全民健身服务体系 

2019 年对 91 个健身点进行规范整治，提档升级“10 分钟体

育健身圈”，加大健身器材设备投入，购买 1570 件健身器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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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0 件套健身路径 148 套，篮球架 40 副，乒乓球台 50 张）。大

力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育工作，全市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5743 人，实现每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35 名。全年举办市级

各类群众体育赛事 32 项。 

（二）促进了竞技体育健康发展 

2019 年组织承办四国篮球邀请赛、“四方杯”全国游泳俱乐

部锦标赛等省级以上体育竞赛 12 次，参加无锡市体育竞赛 10 项，

主办市级青少年阳光体育赛事 9 项 16 次，举办时裳新桥·江阴

第五届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参赛选手超 8000 名。 

（三）带动了体育事业产业发展 

组织企业参展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

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产业展会。江阴四方游泳获评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单位，江阴海澜马文化主题旅游景区（飞马水城）获

评中国体育旅游十佳精品景区，我市获评为综合类体育产业基地，

江阴市体育中心等 4 家单位获评为省级体育产业示范单位。 

（四）提高了江阴城市知名度 

一是大型国际赛事品牌效应显著。2019 年江阴第五届国际半

程马拉松比赛，参赛人数达 8000 人，比赛当天 5:00—12:00 期间，

赛道沿线选手及观众累计达到 31.6 万人，澄马相关人员（含本地、

外地人员）带动餐饮、住宿、交通、观光娱乐等产生的经济效益

总额超千万元。二是成功举办“四方杯”全国游泳俱乐部锦标赛

江阴站、江阴市四国邀请赛篮球比赛、第三届“芙蓉杯”全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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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国象棋协会城市团体赛、江苏青少年游泳大

奖赛、江苏省第十七届国际跳棋特色学校比赛等赛事。通过承办

赛事活动，提高了我市的知名度。 

三、项目存在的问题 

专家组在充分肯定该专项资金绩效的同时，也发现仍存在一

些问题： 

（一）部分子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个别子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如体育俱乐部配套经费，预算

金额 20 万元，实际支出 10 万元，预算执行率 50%；国民体质测

试经费，预算金额 5 万元，实际支出 2.8 万元，预算执行率 56%；

承办体育竞赛政府购买服务经费，预算金额 45 万元，实际支出

15 万元，预算执行率仅为 33.33%。 

（二）预算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全面 

年初预算数量指标只设置承办举办国家省市体育赛事完成

率、本市中小学体育竞赛举办项目完成率、“十分钟健身圈”设备

添置完成率、市级群体比赛活动完成率；质量指标只设置体育设

施对社会开放学校达标率、参加群体比赛获奖个数占参加项目比

重、国民体质测试合格率、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这些

指标的设置未能全面反映该项目的绩效。 

（三）部分项目管理不够规范 

1．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率不高 

根据 2014 年度制定的《江阴市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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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考核评估办法》，明确了对学校的考评组织和实施程序，考评应

采取实地检查和查阅台账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未按评估办法，以学校自评为主，由各镇、街道做出评定，

主管部门按照评定发放奖励。 

2019 年共计奖励 90 个体育设施对外开放的学校，其中优秀

学校 10 个、良好学校 70 个、合格学校 10 个，有 7 个学校未提供

台账资料。本次评价组从 90 个奖励开放学校中抽取 31 个学校进

行实地核查，核查发现有 18 所学校对外开放、13 所学校未对外

开放。 

2．部分健身点规范整治不符合规定 

2019 年共计补助 91 个规范整治的健身点（其中新增一类健

身点 3 个、新增二类健身点 5 个、新增三类健身点 74 个、原健身

点提档升级 9 个）。本次评价组共实地核查 38 个健身点，核查结

果为部分健身点规范整治不符合标准。根据规定，每个健身点必

须要设有告示牌，但在实地核查的 38 个健身点中，有的没有告示

牌。另外有 5 个点还存在其他不符合规定情况，如新桥镇府前锦

苑 7 幢旁健身器材只有 8 件且面积不满 150 平方米、新桥镇黄河

二村健身点（二升一）无健身广场、新桥镇新都苑二村 27 幢前（三

升二）篮球场面积约 400 平方米，不满 800 平方米等。 

3．公共健身设施维修不及时 

调查满意度结果显示，对周边公共体育设施日常维护的满意

度为 65.18%，从运动频率来看，每周运行频率 6 次以上人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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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为 17.6%，每周运行频率 3—5 次人群，不满意为 13.9%，每

周运行频率 1—2 次人群，不满意为 6.3%。评价组在实地抽查健

身器材过程中，镇、村相关人员反映，报修网站无法打开网页，

设施维修不及时。已坏健身器材得不到及时更换或维修，对健身

人群安全性造成潜在风险。 

4．部分项目奖励标准与资金管理办法不一致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市级群众体育活动经费中列支 2019

年江阴市业余羽毛球超级联赛团体赛奖金部分奖项超出文件标准

支出。 

5．健身器材管理不够到位 

（1）健身器材投放更换不及时 

2019 年计划购买监球架 40 副，实际送达 37.5 副；乒乓球台

计划购买 50 张，实际送达 45 张；健身路径计划购 148 套，实际

送达 43 套。评价组在实地抽查中发现青阳镇街西村委仓头下村、

云亭镇朱家湾器材整体损坏严重，据村干部反映，器材已坏很久，

未及时更换。 

（2）政府采购验收付款不够规范 

2019 年健身器材采购合同中关于货款支付步骤和办法规定：

所有货物送达后 15 日内付合同总价的 70%，安装完毕并验收合

格后 15 日内支付尾款 30%。2019 年向舒华体育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健身路径 80 套，截止 2020 年 7 月 2 日根据投放明细核对实际

到货 6 套；向南通铁人运动用品有限公司采购健身路径 68 套，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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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020 年 7 月 2 日根据投放明细核对实际到货 37 套，但上述 148

套健身路径货款均已支付 70%。 

（四）部分重大赛事社会资金参与度不高 

2019 年江阴第五届国际半程马拉松比赛委托江阴市澄和体

育公司承办，总费用 246.58 万元（实际总费用 294.58 万元扣除报

名费、赞助费 48 万元），江阴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补助 30 万元，其

余 216.58 万元由江阴市新桥镇政府承担，项目未建立市场化运行

机制，社会资金参与度不高。 

四、提高绩效的建议 

（一）提高预算编制水平，加强明细预算管理 

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支出项目的合理性。建议在

编制预算时考虑绩效目标的设定、重大赛事项目的安排等因素科

学合理编制，提高预算编制水平。 

（二）完善绩效目标申报，细化目标 

建议设置可衡量、可核查的指标：数量指标增加“省级以上

体育创建项目申报数量”、质量指标增加“市中小学体育竞赛参赛

人数增长率”、“市级群体比赛参赛人数增长率”、“健身点规范整

治完成率”、“万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增长率”，产出时效指

标增加“健身器材维修及时率”、“投诉处理及时率”等指标。 

（三）严格考核评估制度，加强项目管理 

1．及时完善更新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管理办法的执行。

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执行奖励标准，不得超标准发放各类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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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议严格按照健身点规范整治实施办法对新增和升级的

健身点进行实地验收，落实责任，整治不到位的要限期整改到位。 

3．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的学校要严格执行规定时间段开放

政策，确保公共体育资源的共享，多方位为居民体育锻炼提供场

地和设施。同时要严格考核评估，根据实际开放情况给各学校发

放补贴，保证项目资金的有效性。 

4．密切跟踪器材的使用情况及损坏情况，多渠道完善健身

器材的维修途径，对器材的投放更换进行统筹安排，根据实际需

求及时投放健身器材。加强全市公共体育健身器材的管理和更新

工作，及时解决器材故障，保障器材完好率和安全运行，提升群

众满意度。 

5．规范器材采购合同的签订、验收、付款及后续监督管理

等方面的制度，保证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四）创新体育事业运作模式，积极多渠道社会化运作 

建议对我市的体育产业和体育管理模式作充分的调研分析，

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可借鉴的要加大推广力度，并制定明

确推广目标，提高项目绩效。在重大赛事中创新运行模式，引入

市场机制，实行体育赛事社会化运作，推进体育专项活动的健康

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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