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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体育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委托或联办一线运动队项目 

决算金额 5960万元 

评价分值 93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日常及长效管理制度健全，形成有效激励奖惩机制 

市体育局针对本项目制定有完善的日常监管、考核奖惩、

长效管理制度。要求各联办运动队每年上报年度训练计划、参

赛计划、赛后总结、工作总结；不定期针对备战项目进行盘点，

检查运动员训练、备战情况；对部分项目实行奖惩制度。此外，

还制定有长效管理机制，根据对运动队及运动员合同期内训练

情况、参赛情况、参赛成绩等要素的考核，决定下一周期是否

签约及投入标准的增减，对联办单位形成有效的激励奖惩机制。 

2.参赛目标超额超标准达成，委托联办模式成效显著 

    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和虹口区体育局联办的花剑一线

运动队，根据协议，要求在2018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或全

国击剑锦标赛中获得个人或团体前6名，实际获得女子团体第4

名；与上海体育学院联办的武术散打和套路、田径、拳击等项

目运动队，根据协议，要求在全国最高级比赛中获得3-4枚金牌，

8-10枚奖牌（包含金牌数），实际共获得奖牌22枚，其中金牌9

枚。两个项目均超额超标准达成，委托联办模式对促进社会力

量参与体育赛事积极性、优化日常管理模式、提升项目整体效

果（赛绩）的成效显著。 

存在问题 部分合同约定事项未执行，对联办单位约束力较弱。 

整改建议 督促联办方报送资金配套情况，确保运动队正常训练和比赛。 

整改情况 已整改。 



2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经费 

决算金额 3503万元 

评价分值 89.62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全民健身赛事类型多元化，参赛人次较上年大幅增长 

2018 年项目系列赛的项目设置包括 37+X 个赛事项目。这种

项目设置方式吸引了包括高智尔、地掷球、无人机等大量新赛事

品种加入到项目系列赛，与 2017 年相比，极大地丰富项目系列赛

赛事品种的内容。各项赛事活动具备不同的特色，不同特色的赛

事内容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健身需求。根据数据统计结果 2018 年参

赛人次达 200 多万人次，2017 年参赛人次约为 70 万人次。2018

年城市业余联赛的参赛人次为 2017 年参赛人次的 3 倍，参赛人次

大幅增长。 

2.调动社会和市场力量，引导社会资源投入体育事业 

    据统计，2018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财政引导资金投入2929.25

万元，引入社会资金10878.40万元，社会资金与财政引导资金比

例达到3.71:1。有效发挥了政府、社会、市场“三轮驱动”的力量，

调动了社会组织和市场力量自主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 

存在问题    部分赛事未按工作手册执行，产出受到不利影响；未按合同要

求支出，合同管理存在偏差；赛事管理未完全信息化，管理平台

有待完善。 

整改建议 规范承办单位行为，保障办赛质量；加强合同管理，规范合同双

方行为；进一步升级线上管理平台，实现赛事过程信息化。 

整改情况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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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及足球项目后备人才培养 

决算金额 3150万元 

评价分值 88.06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各项工作规章制度健全，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体系逐步完善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项工作均做到有章可循，包括《上海市

新一轮精英基地评定方案》、《精英基地考评方案（办法）》、《精英集训

方案》、《上海市各级青少年足球集训队选拔管理办法（暂行）》等，各

项工作的相关规章制度健全。而规章制度的健全正是体系建设的基础，

也是上海市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体系逐步完善的有效证明。 

2.后备人才培养卓有成效，青少年球员及教练数量稳步增长 

通过项目的实施，上海市在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2018 年青少年业余球员 5804 人（男 4350、女 1454），

与 2017年相比增加 421人。同时，在更多面向青少年足球启蒙教育的

E 级教练员方面，2018 年已有 416 人培训合格，而过去三年这一数字

分别只有 78人、116热和 144人。 

存在问题 精英基地评定工作进度较慢，影响工作完成及时性。 

整改建议 加快精英基地评定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按计划及时完成。 

整改情况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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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崇明基地训练开办及场馆修缮 

决算金额 9657.59万元 

评价分值 85.46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整合上海竞技体育资源，树立职业体育训练标杆。 

    围绕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上海体育工作逐渐

从办体育向管体育、从小体育向大体育转变，建设崇明体育训练基地，

将原水上运动中心、体操运动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纳入上海体育职

业学院并调整组建为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同时整合篮球、手

球、乒乓球等共14个运动项目，纳入崇明体育训练基地进行统一管理，

截至2019年4月，除乒羽、曲棍球等部分运动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已完

成入驻工作。崇明体育训练基地的建设及开办工作一直以高标准进行，

除满足上海的体育事业发展外，主动对接国家、国际标准，参照符合国

家级训练基地的训练比赛及配套设施标准进行配套，以满足国家队来沪

训练需求，梳理职业体育训练的新标杆。 

存在问题     前期准备工作不够充分，项目实施进度与计划存在偏差；项目尚未

全部完成，部分预算跨年度执行；长效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部分采购

的设备未完成入库登记。 

整改建议     合理规划项目实施计划，及时完成剩余工作；及时完成相关设备的

入库登记管理工作。 

整改情况 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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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东体修缮工程 

决算金额 6087.86万元 

评价分值 75.08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定位精准，积极展现上海精彩城市形象。 

    上海东方体育中心作为目前上海市坐席最多的市内运动场馆，曾

成功举办过国际短道速滑锦标赛、世界杯及国际花样滑冰大奖赛等多

项赛事和重大活动，在确定男篮世界杯上海赛场在东方体育中心举办

后，东方体育中心对标国际赛场标准，积极对场馆内的相关设施使用

情况进行摸排，并邀请原设计院、原投资监理等专业部门进行评审后，

确定项目的修缮内容，对场地破损及无法达到赛事举办标准的设施或

有损上海城市体育形象的破损设施进行立项修缮，积极的向世界展示

上海美好的城市体育形象。 

存在问题 前期准备工作耗时较长，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致未能按时完成；项目

管理制度执行不到位，进度监控未能有效执行。 

整改建议 加强进度把控，避免出现工期延误的情况；加强后续实施监控，确保

项目按期完工。 

整改情况 已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