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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为进一步压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局开展了 2022 年“文化繁荣发展专

项资金（青少年体育）”项目（以下简称“青少年体育项目”）

绩效自评工作。针对该项目的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的内容，

我局着重分析了项目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产生的效益等情况，提出了该项目实施的主要绩效和改进意

见。现就该项目的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分配方式

根据《关于批复 2022 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广东省财

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文化繁荣专项资金（省体育局部分）的通

知》（粤财科教〔2022〕28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1

年度结转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2〕143

号），2022 年青少年体育项目评价资金为 16,125.73 万元。其中：

省直单位 6,484.23 万元、转移支付市县 9,641.5 元。项目资金

已经于 2022 年 2 月、3 月、8 月分批到位。

在资金分配方面，我局采取因素法与项目制相结合，以因素

法分配为主的方式。根据各直属单位、转移支付市县申报项目，

同时综合考虑各项目单位财力、财政供养人口数量、往年专项资

金使用情况及年度工作目标等因素确立分配原则和建议金额，经

省财政厅审核，按程序报批后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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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包含“体育后备人才培养”1 个政策任务。资金分配

情况见表 1-1 所示。

表 1-1 青少年体育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表

序号
省直项目单位/

转移支付地市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资金文号

1 广东省体育局

青少年体育政策研究及培训 280.5

2022 年省

级部门预

算

青少年体育竞赛与活动 395

省运会筹备组织 75.00

2
广东省黄村体育

训练中心

承办第十六届省运会自行

车、曲棍球、射击比赛
206.63

3
广东省船艇训练

中心

省运会筹备组织 372.87

年末申请回收 -4.27
年末申请

回收

4
广东省社会体育

和训练竞赛中心

省级青少年竞赛筹备工作 40.00

2022 年省

级部门预

算

全省青少年各类经济组织协

调及宣传
230.00

职能转移工作经费 30.00

5
广东省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
体教融合试点 60

6
广东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

体育人才培养硬件设施保障 300

天河北校区改扩建项目超概

算经费
800

7
广东省青少年竞

技体育学校

资助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
3500

8
广东省人民体育

场
青少年体育政策研究及培训 60

9
广东省体育科学

研究所
开展省运会反兴奋剂工作 138.5

省直单位小计 6484.23

1 广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342

粤财科教

〔2022〕28

号

省运会组织筹备 163.04

2 深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30.5

省运会组织筹备 120.625

3 珠海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43.5

4 汕头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87

5 佛山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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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运会组织筹备 45.45

6 韶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2.5

7 河源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3

8 梅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5

省运会组织筹备 130.795

9 惠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51

省运会组织筹备 41.15

10 汕尾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35

11 东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14.5

省运会组织筹备 44.9

12 中山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73.25

13 江门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73.5

省运会组织筹备 117.465

14 阳江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

15 湛江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82.5

省运会组织筹备 152.28

16 茂名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22.5

17 肇庆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92

省运会组织筹备 160.65

18 清远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697.5

省运会组织筹备 6190.645

粤财科教

〔2022〕28

号、粤财科

教〔2022〕

143 号

19 潮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0.5 粤财科教

〔2022〕28

号

20 揭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15.5

21 云浮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27.75

转移支付地市小计 9641.5

合计 16125.73

（二）项目主要用途、扶持对象

青少年体育项目资金用途：一是资助省后备人才培养单位办

训办学工作，扶持基层体校建设，补助各地市向省专业队输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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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和获得奥运会、全运会大赛成绩，为我省输送更多高水平后备

人才，进一步完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体系建设；二是举办广东

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展年度省级青少年体育锦标赛、U 系列等

比赛、体育冬夏令营等竞赛和活动，以竞赛促提升，不断完善青

少年体育竞赛体系；三是资助科学健身行等学校体育工作，实施

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体教融合示范性活

动及“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线上线下)、开展

青少年体育文化传播、体育冬夏令营等以青少年群体为参与对象

的活动，普及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告知 2022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等

相关预算安排计划的通知》《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1 年度

结转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通知》精神，青少年体育项目的绩效

目标和指标如表 1-2 所示。

表 1-2 青少年体育项目绩效目标表

绩效

目标

1.保障省运会组委会内设机构各部门工作顺利进行；通过扶持各级

各类体校建设，保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转和人才输送；

2.通过开展体教融合试点赛事、年度省级青少年 U系列等比赛，为

国家发现、培养和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3.通过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体教融合

示范性活动及“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线上线下）、

青少年体育文化传播、体育冬夏令营等活动，提高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

的积极性；

4.通过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政策研究调研、开展各级各类体

校教练员、科医人员、青少年体育管理干部、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评估专家及申报对象培训，普及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5.通过开展运动员体能测试、传统特色校创建、社会组织星级评定、

科学选材标准研制、基地评估工作，完善我省青少年体育培养单位管理

体系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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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运动员参加人次（人次） ≥10000

组织开展各类青少年

活动数量（场次）
20

各级各类体育培训人

数（人次）
200

政策研究（调研）次数 ≥2

省级体育赛事举办数（次） ≥60

质量指标 会议培训考试达标率（%） 90

时效指标

省级体育赛事完成时间 按年度时间计划完成

各级各类体育培训

完成时间
按年度时间计划完成

各类青少年活动完成

时间
按年度时间计划完成

成本指标 人均培训成本（元/人·天） ≤55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输送人才数量（人） 100

在省级体育系统注册的

青少年运动员人数（人）
5000

各类青少年活动参与

人次（万人次）
≥100

全省审批授予运动员

称号人数（人次）

一级运动员≥250，

二级运动员≥1000

可持续影响

年度全国重要一次比

赛获冠军人数
≥190

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

强省建设发挥的影响
长期

服务对象满

意度

参赛运动员对赛事的

满意度（%）
90

受训学员满意度（%） 93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及指标分析

1.自评结论

按照《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以及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的标

准，青少体育项目分别从过程、产出、效益三个方面 9 个二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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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20 个三级指标进行逐一评分。绩效指标自评采取定性与定量

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自评。该项目一级

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2-1 所示。

表 2-1 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指标分值 自评得分 得分率

过程 20 12.34 61.7%

产出 40 39 97.5%

效益 40 39.16 97.9%

合计 100 90.5 90.5%

综上，我局青少体育项目绩效评分得分为 90.5 分，自评等

级为“优”。

2.指标分析

（1）过程

该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的过程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从资金

管理和事项管理两方面进行评价，该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12.34，得分率为 61.7%。过程指标得分情况如表 2-2 所示。

表 2-2 项目过程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指标

分值

自评

得分
得分率

资金

管理

资金支出

率（%）
100 44.54 12 5.34 44.5%

事项

管理

监管

有效性

各级业务主管部

门按规定对项目

建设或方案实施

开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督促整改

各级业务主管部

门按规定对项目

建设或方案实施

开展有效的检查、

监控、督促整改

8 7 87.5%

合计 20 12.34 61.7%

①资金管理。该指标主要是考核资金的支出情况，从资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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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率 1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12 分，自评得分 5.34 分，

得分率 44.5%。

资金支出率。2022 年，该项目下达资金总计 16,130 万元，

我局年末申请收回4.27万元，实际下达16125.73万元.截至2022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总计 7,171.42 万元，资金支出率

44.5%，主要原因是个别体育学校原计划的工程项目、教练培训、

省赛项目、青少年活动因疫情取消或推迟到 2023 年，该部分预

算经费尚未支出。项目支出情况如表 2-6 所示。该指标分值 12

分，自评得分 5.34 分，得分率 44.5%。

②事项管理。该指标主要是项目管理费方面的情况，从监管

有效性 1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指标分值 8 分，自评得分 7 分，

得分率 87.5%。

监管有效性。我局建立较为完善的项目管理机制，相关业务

处室指定专人项目实施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督办，强化基层部门在

资金使用管理上的主体责任意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及机制，

保障资金规范使用；各级主管部门加强项目实施指导和监管，规

范政府采购和资金支付程序，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组织实施；

我局实施资金过程监督，不定期抽查项目实施情况，及时掌握存

在问题，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发现问题立查立改、即知

即改。预算执行阶段，省业务主管部门按照不同类型加强专项资

金绩效目标监控，但对市县级业务主管部门指导不足。市县级主

管部门对项目监督管理方面工作不到位，有 11 个二级项目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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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响没有完成（完工），实地走访指导监督项目实施次数较少，

项目的实施监管有效性需要进一步提升，扣 0.5 分；个别项目实

施单位项目组织实施计划不够完善，导致项目进度缓慢，影响项

目建设进程，扣 0.5 分，合计扣 1 分；该指标分值 8 分，自评得

分 7 分，得分率 87.5%。

（2）产出

该指标主要考核项目的产出完成情况，包含数量指标、质量

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四个方面。产出指标分值 40 分，自

评得分 39 分，得分率为 97.5%。该项目产出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2-3 所示。

表 2-3 项目产出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指标

分值

自评

得分
得分率 备注

数量

指标

运动员参加

人次（人次）
≥10000 14719 4 4 100%

组织开展各类

青少年活动数

量（场次）

20 17 4 4 100%

各级各类体

育培训人数

（人次）

200 620 4 4 100%

和教育厅联合，举

办四次，覆盖到全

省中小学体育教师

政策研究（调

研）次数
≥2 6 4 4 100%

省级体育赛事

举办数（次）
≥60 55 4 4 100%

小计 20 20 100%

质量

指标

会议培训考

试达标率（%）
90 100 4 4 100%

小计 4 4 100%

时效

指标

省级体育赛

事完成时间

按年度时间

计划完成
92% 4 4 100%

各级各类体 按年度时 0% 4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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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训完成

时间

间计划完

成

各类青少年活

动完成时间

按年度时间

计划完成
85% 4 4 100%

小计 12 11 91.67%

成本

指标

人均培训成本

（元/人·天）
≤550 ≤550 4 4 100%

小计 4 4 100%

合计 40 39 97.5%

①数量指标。该指标从运动员参加人次、组织开展各类青少

年活动数量、各级各类体育培训人数、政策研究（调研）次数、

省级体育赛事举办数（次）5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该指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得分率 100%。

运动员参加人次。2022 年度，参加省运会的青少运动员约

14719 人次。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组织开展各类青少年活动数量。2022 年，我省年度针对青少

年开展青少年活动（省级青少年体育锦标赛、U 系列等）计划为

20 项，实际完成 17 项，有 3 项因疫情原因推迟到 2023 年举行。

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各级各类体育培训人数。我局联合教育厅原计划在 2022 年

度组织举办健美操、篮球、乒乓球、游泳、武术套路 5 个运动项

目裁判员培训班，因疫情影响，推迟到 2023 年度举行。截至 2023

年 6 月，除了武术套路项目之外，其他 4 个项目培训班已经举行

完毕。参加培训有 620 人，培训合格率为 100%。该指标分值 4 分，

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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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调研）次数。2022 年，为加快体教融合实施意见

落地落实，拟制订体校发展指导意见，促进县区级体校高质量发

展，年初组织专家组协助开展专题调研 6 次。调研情况如表 2-4

所示。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表 2-4 政策研究（调研）情况表

序号 调研时间 调研对象（或单位）

1 6 月 21-22 日 广州市体育局、番禺区、越秀区和白云区体校

2 7 月 21-22 日 汕头市体校

3 7 月 7-8 日 肇庆市体校、广宁县、四会市体校

4 7 月 28-29 日 韶关市体校，曲江区体校

5 7 月 14-15 日 佛山市体育局、禅城区、高明区体校

6 8 月 3-5 日 中山市、珠海市、江门市体校

省级体育赛事举办数（次）。2022 年，我局成功举办第十六

届运动会 53 个赛项的比赛，有将近 1.4 万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比赛。另外，我省在 2022 年度还举办 2022 年 U 系列田径联赛（广

东赛区）暨广东省青少年田径 U 系列赛和 2022 年省青少年（学

生）游泳锦标赛。由于疫情影响，后半程第二阶段赛事共 7 个赛

项延期至 2023 年举办，比赛已于 2023 年 4 月 15 日前举办完毕。

该指标不扣分。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②质量指标。该指标从会议培训考试达标率 1 个三级指标进

行考核。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会议培训考试达标率（%）。我局联合教育厅一共组织举办

的健美操、篮球、乒乓球、游泳 4 个运动项目裁判员培训班，参

加培训有 620 人，培训合格率为 100%。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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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4 分，得分率 100%。

③时效指标。该指标由省级体育赛事完成时间、各级各类体

育培训完成时间、各类青少年活动完成时间 3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

核。该指标分值 12 分，自评得分 11 分，得分率 91.67%。

省级体育赛事完成时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60 个省

级体育赛事的完成 55 项，未完成的原因是疫情影响，部分后半

程赛事延期至 2023 年举办，截至 2023 年 4 月，全部项赛事均已

举办完成，该项不扣分。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

率 100%。

各级各类体育培训完成时间。2022 年度，我局组织举办健美

操、篮球、乒乓球、游泳、武术套路 5 个运动项目裁判员培训班，

因疫情影响，推迟到 2023 年度举行。该指标扣 1 分,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3 分，得分率 75%。

各类青少年活动完成时间。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

17 项青少年活动，有 3 项尚未完成，完成率为 85%。未完成的原

因是疫情影响，部分后半程赛事延期至 2023 年举办。截至 2023

年 6 月，所有青少年活动均已举办完成，该指标不扣分。该指标

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④成本指标。该指标由人均培训成本 1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

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人均培训成本。2022 年度，我局严格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对培

训的相关要求，培训成本控制在 550 元/人次，未发现超支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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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该指标分值 4 分，自评得分 4 分，得分率 100%。

（3）效益

该指标主要考核项目实施效果，包含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

服务对象满意度三个方面。效益指标分值 40 分，自评得分 39.16

分，得分率 97.9%。该项目效益指标得分情况见表 2-5 所示。

表 2-5 项目效益指标得分情况表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指标

分值

自评

得分
得分率 备注

社 会

效益

输送人才数

量（人）
100 131 5 5 100%

在省级体育

系统注册的

青少年运动

员人数（人）

5000 81741 5 5 100%
2022 年累计

人数

各类青少年

活动参与人

次（万人次）

≥100 133.8 5 5 100%

全省审批授

予运动员称

号人数（人）

一级运动

员≥250，

二级运动

员≥1000

一级运动员

956人次，

二级运动员

2508人次

5 5 100%

省运会广东

选手表现优

秀

小计 20 20 100%

可 持

续 影

响

年度全国重要一

次比赛获冠军人

数

≥190 158 5 4.16 83.2%

对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强省建

设发挥的影响

长期 长期 5 5 100%

小计 10 9.16 91.6%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参赛运动员对赛

事的满意度（%）
90 91.27 5 5 100%

受训学员满意

度（%）
93 100 5 5 100%

小计 10 10 100%

合计 40 39.16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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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社会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从输送人才数量、在省级体

育系统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人数、各类青少年活动参与人次、全

省审批授予运动员称号人数 4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社会效益指

标分值 20 分，自评得分 20 分，得分率为 100%。

输送人才数量（人）。2022 年，各青少年培养单位向省优秀

运动队输送 131 个运动员。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

分率 100%。

在省级体育系统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人数（人）。2022 年，

在省级体育系统中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共有 81741 人。通过体育

系统对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进行动态管理，进一步促进后备体育人

才的培养，提高我省青少年体育训练水平。该指标分值 5 分，自

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各类青少年活动参与人次（万人次）。各类青少年运动超过

133.8 万人，其中 2022 年“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

暨“粤运动·越健康”线上运动健身活动有 26 万人参加，“趣

赏冬奥•粤上冰雪”儿童青少年线上冬奥知识竞赛活动有 101 万人

参加。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全省审批授予运动员称号人数（人次）。2022 年，通过审批

等级运动员有 3781 人次，其中一级运动员 956 人次，二级运动

员 2508 人次，三级运动员 357 人次，远超预期值。运动员技术

等级是国家对运动员技术能力的一种体现和认可，促进运动员不

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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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②可持续影响。该指标从年度全国重要一次比赛获冠军人数、

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强省建设发挥的影响 2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

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评得分 9.16 分，得分率 91.6%。

上一年度我省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重要一次比赛获冠军人

数。2022 年度，上一年度我省运动员参加全国以上重要一次比赛

获冠军 158 人（180 人次），少于预期 32 人，主要原因是疫情影

响，有些赛事没法参加或者取消。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4.16

分，得分率 83.2%。

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强省建设发挥的影响。2022 年，我局为

省优秀运动队输送人才数量为 131 人，在省级体育系统注册的青

少年运动员人数 81741 人，各类青少年活动参与人次 133.8 万人

次，全省审批授予一级运动员 956 人次，二级运动员 2508 人次。

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③服务对象满意度。该指标从参赛运动员对赛事的满意度、

受训学员满意度 2 个三级指标进行考核，该指标分值 10 分，自

评得分 10 分，得分率 100%。

参赛运动员对赛事的满意度。根据我局统计的专项资金满意

度调查问卷结果，参赛运动员对赛事的满意度为 91.27%，超过预

期值 90%。该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受训学员满意度。根据我局统计的专项资金满意度调查问卷

结果，受训学员的满意度为 100%，高于预期值 93%，该指标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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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自评得分 5 分，得分率 100%。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青少年体育项目共投入资金 16,125.73 万元，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一共支出 7,171.4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44.5%。项

目资金支出情况表如表 2-6 所示。

表 2-6 项目资金支出情况表

序

号

省直项目单位/

转移支付地市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支出金额

（万元）
支出率 备注

1
广东省体育

局

青少年体育政策

研究及培训
280.5 189.73 67.64%

青少年体育竞赛

与活动
395 324.7 82.20%

省运会筹备组织 75 11.76 15.68%

省运会部分

项目推迟到

2023年举行，

部分工作经

费尚未支付

2
广东省黄村体

育训练中心

承办第十六届省

运会自行车、曲

棍球、射击比赛

206.63 206.63 100%

3
广东省船艇

训练中心
省运会筹备组织 368.6 368.6 100%

4

广东省社会

体育和训练

竞赛中心

省级青少年竞赛

筹备工作
40 28.74 71.85%

全省青少年各类

经济组织协调及

宣传

230 80.04 34.80%

职能转移工作经

费
30 0 0%

工作已经完

成，尚未结算

5
广东省奥林匹

克体育中心
体教融合试点 60 52.26 87.1%

6
广东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

体育人才培养硬

件设施保障
300 105.79 35.26%

天河北校区改扩

建项目超概算经
800 0 0%

疫情原因项

目启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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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迟，尚未完成

概算，尚未支

付费用

7

广东省青少

年竞技体育

学校

资助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
3500 295.16 8.43%

受新冠疫情

影响，根据学

校疫情管理

规定，学生提

前放假回家，

同时公开招

标延后，造成

大额招标无

法按时支付；

维修工程暂

停，无法按合

同规定时间

完工

8
广东省人民

体育场

青少年体育政策

研究及培训
60 30.38 50.63%

9
广东省体育

科学研究所

开展省运会反兴

奋剂工作
138.5 90.83 65.58%

省直单位小计 6484.23 1784.62 27.52%

1 广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342 264.87 77.45%

省运会组织筹备 163.04 156.01 95.69%

2 深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130.5 130.46 99.97%

省运会组织筹备 120.625 116.15 96.29%

3 珠海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43.5 42.49 97.70%

4 汕头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87 87 100%

5 佛山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157 105.99 67.51%

省运会组织筹备 45.45 45.45 100%

6 韶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22.5 10.38 46.13%

7 河源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3 0 0%

8 梅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1.5 1.5 100%

省运会组织筹备 130.8 130.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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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惠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51 51 100%

省运会组织筹备 41.15 41.15 100%

10 汕尾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35 33.08 94.51%

11 东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114.5 104.5 91.27%

省运会组织筹备 44.9 44.68 99.51%

12 中山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73.25 17.47 23.84%

13 江门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73.5 41.5 56.46%

省运会组织筹备 117.465 117.47 100%

14 阳江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2 1 50%

实际只收到

1万元。

15 湛江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282.5 151.37 53.58%

省运会组织筹备 152.28 151.94 99.78%

16 茂名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222.5 222.5 100%

17 肇庆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92 75.48 82.04%

省运会组织筹备 160.65 160.65 100%

18 清远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697.5 452.20 64.83%

省运会组织筹备 6190.645 2585.96 41.77%

19 潮州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0.5 0.5 100%

20 揭阳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15.5 15.5 100%

21 云浮市
青少年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
27.75 27.75 100%

转移支付地市小计 9641.5 5386.8 56%

合计 16125.73 7171.42 44.5%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青少体育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良好。该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表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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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序号 期初目标 年度完成情况 备注

1

保障省运会组委会内设机构

各部门工作顺利进行；通过

扶持各级各类体校建设，保

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

转和人才输送。

根据东京奥运会成绩，向体育总局

推荐 11 所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16 所国家高水平体

育后备人才基地、37 所国家体育

后备人才基地。加强省内后备人才

训练单位办训办学指导，对 48 所

评估优秀单位进行重点扶持。根据

2018-2021 周期年度全国以上大

赛成绩统计，共授予 12 个地级市

和 20 个县级市体育突出贡献单

位，保障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

转和人才输送 131 人。

完成

2

通过开展体教融合试点赛

事、年度省级青少年 U系列

等比赛，为国家发现、培养

和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与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年度青少年

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套路、

排球、篮球等可达级赛事，积极促

进体教竞赛体系的融合。共有 461

支队伍、5986 名中学生参加。2022

年我省备案可授予运动员技术等

级比赛 210 项次，其中省级赛事

67 项次，地市级比赛 143 项次。

为国家发现、培养和输送体育后备

人才。

完成

3

通过实施青少年科学健身指

导、青少年体质健康干预、

体教融合示范性活动及“奔

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

健身活动（线上线下）、青

少年体育文化传播、体育冬

夏令营等活动，提高青少年

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紧紧围绕“奔跑吧少年”主题，

开展具有广东特色的“粤运动越
健康”主题健身活动，在北京冬奥

会期间开展“趣赏冬奥粤上冰雪”

线上冬奥知识竞赛活动，共有超过

50 万学生和家庭参与，营造了浓

厚的线上健身和冬奥知识学习氛

围。联合省教育厅深入推进广东省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周末营）校

园活动，通过“送服务入校”的方

式促进运动项目的普及，使广大青

少年掌握一至两项运动技能，以此

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扩大体育影

响力，提高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

积极性。

完成

4

通过开展青少年体育工作会

议、政策研究调研、开展各

级各类体校教练员、科医人

员、青少年体育管理干部、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

研制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

准，规范社会体育机构培训行为，

拟制完成征求意见稿后，向各地级

以上市体育、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公

众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吸纳部分意

完成



- 19 -

地评估专家及申报对象培

训，普及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

见建议，形成送审稿，并提请省司

法厅进行合法性审查。已于 9 月

13 日联合省教育厅正式印发《广

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

准（试行）》。为形成体校发展配

套文件，促进省内体校改革发展，

年初组织专家组开展专题调研 6

次。

5

通过开展运动员体能测试、

传统特色校创建、社会组织

星级评定、科学选材标准研

制、基地评估工作，完善我

省青少年体育培养单位管理

体系及评价体系。

2022 年，我省开展第十六届省运

会运动员体能测试，分两批对 21

个地市参赛运动员开展 10 项一般

体能指标、1项专项体能指标测

试。同时，通过购买服务，为珠三

角以外的县区级体校提供系统服

务，提高各训练单位训练效益，为

科学选材制定标准。完善我省青少

年体育培养单位管理体系及评价

体系。基地评估工作因疫情影响推

迟到 2023 年进行。

未完成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资助省后备人才培养单位办训办学工作，扶持基层体

校建设，补助各地市向省专业队输送人才和获得奥运会、全运会

大赛成绩。

资助 53 所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申报单位，16 所国家高水

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37 所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加强省内后

备人才训练单位办训办学指导，48 所评估优秀单位进行重点扶持。

补助地市向省专业队输送人才和获得奥运会、全运会大赛成绩优

秀运动员。加大对成绩突出单位的建设扶持，可持续地为省和国

家培养和输送体育后备人才。

（2）举办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展年度省级青少年体

育锦标赛、U 系列等比赛、体育冬夏令营等竞赛和活动，以竞赛

促训，不断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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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第十六届运动会共设竞技体育组 41 个大项 963 个小

项，来自 21 个地级市代表团约 1.9 万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比赛，

为历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项目最多的一次省运会，至 11 月 9

日，第一阶段各项目比赛均已结束，比赛项次完成率为 83%，参

赛人员完成率为 74%。

以竞赛为杠杆促提升，广泛深入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与省

教育厅联合主办年度青少年游泳、乒乓球、羽毛球、武术套路、

排球、篮球等可达级赛事，积极促进体教竞赛体系的融合。共有

461 支队伍、5986 名中学生参加。2022 年我省备案可授予运动员

技术等级比赛 210 项次，其中省级赛事 67 项次，地市级比赛 143

项次。

2022 年，我省约 1.4 万名青少运动员参加第十六届省运会，

共 21 个地市输送的运动员 131 人次获得省运会前八名，体育后

备人才培养工作效果显著。2022 年，系统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累

计 81741 人，授予一级、二级运动员分别为 956 人和 2508 人。

各类青少年活动参与人次超过 100 万，后备体育人才的培养模式

不断完善，我省的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日趋成熟。

（3）资助科学健身行等学校体育工作，推动体教深度融合

发展，普及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体教融合取得新进展，出台《广东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配合我省“双减”工作，联合

省教育厅制定《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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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新周期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建设工作，评定扶持 48 所省级重

点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单位。深入落实国家体育总局优秀竞技后备

人才“选星计划”，输送至国家级训练营（国家队）20 多人。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1）资金执行率较低。项目总体支出率为 44.5%，主要原因

一是部分项目尚未完成（完工），影响项目支付。如省体校工程

项目受疫情影响，开工时间推迟，导致进度款支付推迟，资金只

支付了 8.4%；二是有些项目推迟到 2023 年实施，资金在 2022 年

没有支出，影响支出率。

（2）对下属单位和地市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不足。部分地

市对项目建设督促方面工作不到位；个别项目实施单位项目组织

实施计划不够完善，导致项目进度缓慢，影响项目建设。

三、改进意见

一是完善健全动态监控管理机制，增强预算执行监管。各级

业务主管部门应对照支出计划每月研究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加强

对资金支出通报和督促，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敦促项目实施单位

加快项目组织实施，严格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对预算支出

与绩效目标实施“双监控”常态化，关注结转结余资金量大的项

目，监督项目预算资金使用绩效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加强对下属用款单位的指导和监督管理。预算执行阶段，

指导用款单位要按照不同类型加强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监控，对监

控中发现与既定绩效目标发生偏离的，及时指导项目单位采取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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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以纠正；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实现情况与预算执行进度情况

进行全程监控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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