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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体育局 2022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2 年中央下达我省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

项资金 6104万元，主要用于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全

民健身条例》《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围绕提升公共体育

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水平，支持补助小型健身中心、小型体育公园

建设和第十四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承办经费；支持夏奥项目人才培

养、选星计划和“三大球”城市联赛及活动；支持青少年 U 系

列赛事、精英训练营以及青少年体育教练员培训班，补助和强化

国家重点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和青训中心建设等，从而不断丰富

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活动供给，完善青少年竞训体系，持续提升

基层教练员执教水平，进一步提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输送

质量，为体育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我省区域绩效目标已通过

国家体育总局彩票公益金预算管理系统按时上报完成。

按照年度工作重点和中央资金支持方向，通过市（州）申报、

省体育局党组会审议、财政厅会签、省政府审定等规定程序，我

省按时分解下达了预算资金和区域绩效目标，具体为：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小型健身中心和体育公园示范项目)经费 600万元、社

区运动会补助经费 730万元、十四运群众赛事活动项目资金（篮

球项目全运会群众比赛）278 万元、推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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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社体指导员培训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经费 130万元、

“三大球”城市联赛及活动经费 190 万元、选星计划经费 1000

万元、共建国家轮滑队经费 100万元、树对手计划 650万元、振

兴项目补短板计划经费 545万元、奥运会前 8名运动员培养单位

奖励经费 690万元、青训中心建设补助经费 100万元、各级各类

教练员通识知识更新轮训班经费 42万元、青少年选材训练营补

助经费 55万元、青少年足球训练补助经费 700万元和“奔跑吧·少

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补助经费 198万元等。

四川省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区域整

体绩效目标如下：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表

所属单位 四川省 年度 2022 司局

专项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

部门
国家体育总局

资金情况

年度金额

（万元）：
6,104.00

其中：中

央 补 助

（万元）

6,104.00

地方资金

（万元）
0.00

总目标 年度目标

贯彻落实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丰富体

育供给，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指标 指标值 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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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支持场地设

施数量
3

预计支持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总数量

2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支持赛事活

动数量
1,102

预计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

标测验活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竞技体

育赛事活动、U 系列赛事、青少年运动技能普

及活动的加总数量

3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参加赛事活

动人次
620,710

预计参加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国家体育锻炼标

准达标测验活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竞

技体育赛事活动、U 系列赛事、青少年运动技

能普及活动的加总人次

4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人才培养培

训数量
448

预计培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养国家队

梯队人才、培训教练员的加总人数

5 产出指标
质量指

标

场地设施竣

工验收合格

率

100

反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质量情况。指标值计

算公式：竣工验收合格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数

量/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总数量*100%。

6 产出指标
质量指

标

赛事和活动

任务完成率
99.89

反映赛事和活动完成情况。指标值计算公式：

实际完成的赛事和活动数量/赛事和活动总数

量*100%。根据赛事和活动数量进行加权平均

7 产出指标
质量指

标

人才培养培

训任务完成

率

100

反映人才培养培训完成情况。指标值计算公

式：实际完成的人才培养培训数量/预计人才

培养培训总数量*100%。根据人才培养培训数

量进行加权平均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对群众体育

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程度

9

反映对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1-10

分。9分（含）-10 分为效益显著；8分（含）

-9 分为效益较显著；7分（含）-8 分为效益一

般；7分以下为效益不够显著。）

9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对竞技体育

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程度

9

反映对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1-10

分。9分（含）-10 分为效益显著；8分（含）

-9 分为效益较显著；7分（含）-8 分为效益一

般；7分以下为效益不够显著。）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对青少年体

育可持续发

展的影响程

度

9

反映对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

（1-10 分。9 分（含）-10 分为效益显著；8

分（含）-9 分为效益较显著；7分（含）-8 分

为效益一般；7分以下为效益不够显著。）

11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
93.33 反映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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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综合评价结论

四川省体育局作为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对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支持地方体育事业专项资金高度重视，并提前做好安排部署，

切实组织开展全省绩效自评和总结工作。分别从项目管理、项目

绩效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详细、综合评价，并对各市（州）以及

项目单位的绩效自评报告进行了研判汇总。

2022 年我省除个别赛事活动受疫情影响暂缓举办外，基本

圆满完成所有项目工作，各项绩效指标任务完成较好，达到了预

期设定的项目绩效目标。经自评，我省自评得分 81.82分，根据

完成情况按照定性指标自评得分评定等级为较好。

三、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2年我省以《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

省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

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川财教〔2022〕48 号）和《四川省财政

厅 四川省体育局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

育事业专项资金（第二批）预算的通知》（川财教〔2022〕163

号）下达各市（州）、省直属单位专项资金共计 6104 万元，资

金到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我省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

业专项资金总投入6259万元，其中：中央资金6104万元，地方配

套资金155万元。截至自评当日，全年执行3267.47万元，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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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剩余资金已结转到2023年，将根据项目进度完成支付。

此项自评得分5.22分。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我省严格按照《财政部 体育总局关于

印发<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教〔2020〕69号）相关规定分配专项资金。针对有广

泛潜在申报对象的项目，均印发了项目申报通知，采用公开申报

制度，资金分配标准较为科学合理。此项自评得分5分。

2.下达及时性。我省在资金分配时限上，因受疫情影响，部

分单位项目选址、资金申报等工作不够及时，造成资金下达时间

超过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时限，资金存在滞后现象。自评得分2分。

3.拨付合规性。我省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

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者支付到预算

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此项自评得分5分。

4.使用规范性。资金使用单位做到专款专用，严格资金使用

范围，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者擅自调整等问题，并严格按

计划组织实施项目，对涉及政府采购的认真执行政府采购有关规

定，采购的体育器材符合国体认证标准。此项自评得分5分。

5.执行准确率。我省严格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

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此项自评得分5

分。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我省要求市（州）、项目单位在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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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转移支付资金时，同步编制绩效目标，并在下达资金时统一

下达绩效目标，在次年统一开展转移支付资金绩效自评。但在年

中按要求对转移支付资金开展绩效监控工作方面有所欠缺。此项

自评得分3分。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省级、市（州）级严格按照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规定，认真履行支出责任，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此项自评得分5分。

8.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

定，将中央补助资金全部用于保障中央事权支出事项，无截留、

挪用情况。此项自评得分5分。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2年度，我省围绕体育强省建设目标任务，认真落实全民

健身国家战略、全民健身条例和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不断

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丰富体育供给，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支持实施省外和海外“选

星计划”，累计选拔100余名体育后备人才，举办省级“训练营”，

累计培训1500余人次，开展了四川省“三大球”城市联赛 379

场，举办各项赛事活动1300余场，带动参赛人数80多万人次。通

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时，丰富

了体育供给，促进了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积极开展，夯实了青少

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带动了体育产业发展。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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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支持各项赛事活动1300余场，带动80余万

人次参与赛事活动，累计培养各级各类体育人才500余人。因有

部分项目结转至2023年，数量指标却已达到年度既定目标，故反

映出年初指标值设置偏低。此项自评得分13分。

（2）质量指标。体育器材采购符合国体认证标准；安装严

格执行GB19272-2011《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能够

满足当地群众基本健身娱乐需求，项目验收合格率100%，因受

疫情影响，赛事活动完成率为65%，人才培训基本达到既定目标。

此项自评得分8.6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社会效益指标。一是项目的实施着眼于发挥公共体育服务的

基本职能作用，有效保障了公民基本健身权益，促进了基本公共

体育服务均等化：二是方便群众就近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满足群

众健身需求：三是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完善了青少

年竞训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我省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青少年体

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此项自评得分 15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通过随机问询运动员、教练员和参与体育公共服务人群，普

遍对全省赛事活动的供给整体给予较好的评价，社会反应良好，

影响力持续扩大，未收到相关不满意反馈和投诉信息，服务对象

满意度超过 96%。此项自评得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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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三个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进度较为滞后；二是部分

“奔跑啊·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未

能按期完成，造成偏离的原因是2022年受高温天气、疫情影响，

造成相关项目建设和赛事活动延期，延期项目已全部列入2023

年工作计划。下一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坚

持“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合理安

排资金使用计划。一是在加强对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绩效监控、

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二是提高预算编制合理

性和科学性，做到预算编制与项目内容相匹配，提高预算金额准

确性。三是加强对各地资金执行情况的监管，确保资金执行到位，

管理更加规范。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开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是强化专项资金使用责任意识，提

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举措，我局将加强对市（州）和项目

实施单位绩效自评的指导、审核和分析工作，适时组织对专项资

金绩效自评结果的复核，对发现的问题逐一核实，督促整改，将

自评结果作为下年度中央转移支付预算项目和资金分配的重要

依据。对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或绩效较差的单位，

从严、从紧控制下年度预算项目和资金安排。四川省体育局将按

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川财绩〔2023〕5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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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于 6月 31 日前在单位门户网站公开《绩效自评表》和《自评

报告》，接受社会监督。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中央和省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求，省体育

局、财政厅密切配合，多措并举，认真组织开展了中央转移支付

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不断提升绩效自评工作质量。

（一）明确自评对象和资金范围。根据《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和体育总局年度工

作安排，省体育局下发了《四川省体育局关于转发<财政厅关于

开展 2022 年省级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川体经

〔2023〕26号），组织各市（州）和项目单位开展了 2022年度

中央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按照“谁支出、谁自评”的原

则，将 2022年度安排的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项目纳入自评范围，

涉及 21个市（州）、14个省级单位，累计安排项目 200余个，

资金额 6104万元，绩效自评实现全覆盖。各市（州）、项目单

位按规定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并提交了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和

绩效自评表。

（二）规范评价流程及依据。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知》（川财绩〔2023〕5号）要求，从预算执行率、产出、效益、

满意度、项目绩效自评表、自评报告等方面，规范绩效自评依据、

流程和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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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确责任主体，强化约束机制。为保障自评工作顺利

开展，提高单位绩效意识，明确了各（州）、省级单位是预算绩

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对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分析、评价，并

对评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四）加强自评结果应用。除涉密信息外，已要求各市（州）

体育主管部门将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资金使用单位并

督促整改。同时，把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资金安排的重要

参考依据，对绩效自评中结果不佳、工作不力的，项目审核从严、

资金安排从紧或取消资金安排。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八、附件

2022年度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
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

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体育总局 地方财政部门 四川省财政厅

地方主管部门 四川省体育局 资金使用单位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年度资金总额： 6259 3267.47 52.20% 10 5.22

一是 2022 年下半年部

分地区疫情形势严峻，

相关工作延至 2023 年

执行；二是部分项目尾

款结转至 2023 年支

付。

其中：中央财政

资金
6104 -

地方资金 155 -

其他资金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分值 得分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

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财政部 体育总局关

于印发<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支持体育事业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相关规定分配专项

资金

5 5

下达及时性

因受疫情影响，部分单位项目

选址、资金申报等工作不够及

时，造成资金下达时间超过资

金管理办法要求时限

5 2

分解下达资金时间较

长，下一步将督促业务

处（室）积极对接总局

业务司（局），并加快

项目申报、审核进度，



尽快完成分配方案，按

时限下达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

关规定支付资金
5 5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单位做到专款专用，

严格资金使用范围
5 5

执行准确性

严格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

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

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5 5

预算绩效管理情

况
按要求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 5 3

绩效监控工作不够

到位，下一步将完善

转移支付绩效监控

制度。

支出责任履行情

况

省级、市（州）级严格按照财

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定，

认真履行支出责任，为体育事

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5 5

政策目标实现情

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规定，将中央补助资金全

部用于保障中央事权支出事

项，无截留、挪用情况

5 5

小计 40 35

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贯彻落实好《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丰富体育

供给，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加快

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2022年度，我省围绕体育强省建设目标任务，认真落实全民健

身国家战略、全民健身条例和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不断提升

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丰富体育供给，推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

发展，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建完成3个小型健身中心，支持实

施省外和海外“选星计划”，累计选拔100余名体育后备人才，举办

省级“训练营”，累计培训1500余人次，开展了四川省“三大球”

城市联赛 379场，举办各项赛事活动1300余场，带动参赛人数80多

万人次。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同

时，丰富了体育供给，促进了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积极开展，夯实

了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带动了体育产业发展。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

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支持场地设施数

量
3 个 0 5 0

受高温天气、疫情影

响，项目建设进度滞

后，下一步将督促加

快建设进度

支持赛事活动数

量
1102 场 >1300 场 5 4

年初指标值设置偏

低，下步科学设置指

标值

参加赛事活动人

次
620710 人 >80 万人 5 4

年初指标值设置偏

低，下步科学设置指

标值

人才培养数量 448 人次 >500 人次 5 5

质量

指标

场地设施竣工验

收合格率
100% 100% 4 4

赛事活动任务完

成率
99.89% 65% 4 2.6

疫情影响，部分赛事

活动延期举行。

人才培养培训完

成率
100% 100% 2 2

社会

效益

指标

对群众体育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程

度

9 分 9 分 5 5

对竞技体育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程

度

9 分 9 分 5 5

对青少年体育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程度

9 分 9 分 5 5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3.33% 96% 5 5

小计 50 46.6

总分 100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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