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校 

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校起源于1949年6月10日

创建的南京公安干校，隶属于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3

年8月，学校移交江苏省公安厅领导。1980年7月，复建南京

市公安学校，隶属于南京市公安局。1986年4月，经江苏省

人民政府批准，南京市公安学校改名为南京公安干警中等专

业学校。2010年8月，更名为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

校，其主要职能、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年度资产状况

如下： 

1.主要职能 

负责制定全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训练计划，指导、监督、

检查、考核、保障各项训练工作，承担民警入警训练、晋升

训练、专业训练、发展训练和上级公安机关授权、委托的训

练任务，牵头组织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 

2.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下设办公室、政工监督室、教务科、警务保障室、学员

管理大队、轮训轮值一大队、轮训轮值二大队、轮训轮值三

大队等八个部门。学校现有在编教职工 40 人，退休人员 30

人，辅助人员 75 人。 

3.资产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

学校资产总额为 3752.22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115.32 万元，

非流动资产 2636.90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 10502.42 万元，

净值为 2544.50 万元，办公设备按照核定标准配置。公务用

车编制数为 7 辆，实有车辆数为 7 辆。 

（二）部门收支情况 

1. 2021 年，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年初预算数

为 3668.5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523.33 万元、项目支出

1145.25 万元。调整预算数为 3803.63 万元，较年初调增 135.05

万元，调增的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政策性调整和公安信息化

科技装备项目支出调整。决算支出数为 3803.63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2673.65 万元，项目支出 1129.98 万元。 

2.2021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10.10 万元，决算支

出数为 10.10 万元，实际执行占预算 100%。“三公经费”预

算与执行情况如表 1： 

表1：2021年南京市公安局人民警察训练学校“三公经费”预算与执

行情况表 

金额：万元 
项目 预算数 决算数 

1.因公出国（境）费 0 0 

2.公务接待费 0 0 

3.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10.10 10.10 

合 计 10.10 10.10 

注: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实行财政集中管理,不在部门预算中编制。 

（三）部门绩效目标 

1.中长期绩效目标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进一步从理念上求突破，

从机制求上转变，努力探求解决实战难题的科学之策，端正

“兵为谁练、学为谁教”的培训态度，增强“为谁搞好培训，

培训为谁服务”的责任意识，积极回应市局党委的重托和全

局民警的期待，紧盯“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影响、办

出效益”的目标，创新“分层分类分级”培训体系，完善“战

训合一”模式，进一步提升办学组训精细化水平，深入推进

实战化训练改革，使培训全面对接实战、融入实战，探索完

善与公安事业发展相适应、与实战相符合、与干部人事制度

相衔接的警察职业训练体系。通过结构创新求发展，理论创

新求提升，战略创新求超越，制度创新求活力，机制创新求

效率，使教育训练各项工作在创新中实现发展，在发展中形

成特色，努力开创南京公安教育训练事业新的辉煌，为服务

建设平安南京、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2021年度绩效目标 

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

风过硬”的总要求，围绕能打胜仗的目标，深入开展实用实

战实效训练，在明晰培训定位、把准培训方向中，贴近实战

开展强教强警，创新发展，努力求变，始终以提升教学质量

为核心，以规范学员管理为根本，以搞好后勤保障为支撑，

以狠抓学员在校安全为底线，最大限度满足全局民警常规培

训，搞好警衔晋升培训，侧重核心科目技能培训，开展特色

内容课程培训，强化专业警种业务培训，在科学规划培训顶

层设计的同时，通过科学有效的训练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实



战本领，全面提升基层单位和参训民警对办学组训的满意程

度。 

二、评价结论 

2021 年，人民警察训练学校在市局党委、政治部的坚强

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局“五个现代”警务战略，助力升级“十

大攻坚提升行动”，牢牢把握“定位、政治、改革、规范、

作风”五个关键词，通过举办政工干部政治轮训、“室引领

队”专业培训等各类培训班，扎实开展训练角建设与考核工

作，创新开展约课送教活动，以一体化的“教学练战”培训

机制推动现代警务落地落实，以高质量的教育训练打造高素

质的公安铁军。综合自评价得分 98 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2021 年全年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 52 期，培训 5505 人（完

成军转干部培训班 2 期，培训 417 人；举办民警警衔晋升培

训班 14 期，培训 1786 人；举办专业训练班 35 期，培训 3189

人；举办政工干部政治轮训班 1 期，培训 113 人）。开展约

课送教活动 61 场次，培训民警、辅警 3372 人次。部门履职

情况如下： 

(一)聚焦职业素养，重塑警衔班课程体系 

坚持按警种分类施训，系统重塑警衔班课程，构建了以

“公共课+专业课”为主要特点的课程体系。公共课由训练

学校负责设置，主要包括政治理论、纪律作风、科技信息化



应用、警务技战术、武器使用等。专业课由训练学校联合相

关警种部门共同设置，主要是指警种岗位业务，重点是十大

攻坚提升行动当中明确的具体任务。截至 12 月，共举办警

衔班 14 期，培训民警 1786 人。 

（二）聚焦专业能力，举办“室引领队”业务培训班 

围绕现代警务改革的工作需要和升级优化“十大攻坚提

升行动”的具体要求，举办“室引领队-社区全要素管控”

业务培训班 12 期，培训社区民警 1216 人。举办“综合窗口

服务”业务培训班 6 期，培训综窗民警 480 人。通过培训，

促使广大基层民警牢牢把握“明责、减负、激励、增效”的

改革初衷要求，落实以“做精综合指挥室、做实社区警务队、

做专案件办理队”为工作主线，扎实掌握全要素管控以及综

合窗口服务的专业本领，不断提升整体警务效能。 

（三）聚焦实战效能，开展训练角考核 

深入贯彻落实全警实战大练兵的部署要求，以“强规范、

促质效、提能力”为目标，明确以考促练、以练促战的方法

路径，分四个季度、分批组织全市 171 家派出所训练角开展

考核。每季度考核结束后，由训练学校发布考核情况通报，

分析考核质态，并就个性化问题点对点发送至各分局，有针

对性地强化整改提高。 

（四）聚焦服务基层，开展“一对一”约训 

为更好地服务基层、服务实战，训练学校推出了“一对

一”约训服务，即：根据某一个单位提出的培训需求，定制



化制定培训方案，组建教官团队，设置培训课程，有效满足

基层培训需求，增强培训的针对性。 

（五）聚焦规范执法，开展约课送教 

一方面根据广大基层民警的约课需求，围绕常见复杂警

情现场处置、现场规范执法、新型单警装备使用等内容；另

一方面围绕全局中心工作，开展“深化全警实战练兵、助力

建党百年安保”专题送教活动，全面提升广大民警在安保维

稳期间所需的警务实战能力。目前，学校累计研发 40 门约

教课程，前往基层所队、警务站送教 61 场次，培训 3372 人

次。 

（六）聚焦科技强警，推广在线学习 

训练学校承担全局的网上学习培训工作，平台学习量已

超过 126 万余次，已覆盖全局基层所队所有民警，成为全局

民警提升各项技能最便捷、有效的平台。今年在此基础上建

成了“手机移动端”网上学习平台，涵盖了 28 个警种、30

种各类专题，2000 余部视频。同时，平台开通了直播功能，

今年通过“网上学习平台”现场直播累计达到 6 场次，在线

2112 个直播窗口，收看民警达到 4700 人次。 

（七）聚焦人才强教，加强教官队伍建设 

一是举行教官教学技能竞赛。竞赛设置实战理论知识、

手枪应用射击、综合技能战术、现场教学组训等 4 个项目，

全局共有 22 支队伍、88 个教官参加。通过此次竞赛，有力

提升了全市教官队伍的实战能力和教学组训水平，推动南京

公安教育训练工作可持续发展。二是举办教官培训班。围绕

现场执法用枪，组织基层所队承担枪械训练任务的教官开展



训练。围绕训练角管理与使用，组织各派出所训练角小教员

开展训练。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第一，绩效目标管理有待加强，根据公安部门职能及项

目特点的指标体系尚未完善。 

第二，项目的事前绩效评估机制有待加强，由于预算编

制时间紧，项目准备时间短，项目评审往往流于形式或者比

较粗糙，与绩效目标的结合不够紧密，做实事前绩效评估难

度更大。 

第三，评价未与目标、监控信息有效衔接，评价专业性

不足，绩效责任难以落实。 

第四，基于科学分类的绩效标准的缺失，分析方法的单

一，专业人才的匮乏，都影响了绩效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

范性。 

五、有关建议 

第一，因江北建设发展需要，已拆除了学校模拟街区等

几个训练馆，同时因周边建设影响，学校的地基下沉使进、

排水管断裂，建议加大学校维护投入和新校区建设支持。 

第二，建议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绩效管理方面的培训，提

高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政策的掌握程度，也提高具体工作人

员的对绩效管理工作流程的水平。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评价对象和目的 

通过对市财政2021年度安排的预算配置、预算资金管

理、资产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等内容的绩效考评，找



出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提高部门履职效率，

充分发挥部门履职效益和效果，助力南京公安教育训练事业

发展和平安南京建设。 

（二）评价原则和方法 

遵循客观公正，操作简便高效，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

是的原则；综合运用比较法、调研访谈、制定评价指标和标

准、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方式进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综合

评价。评价指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优先定量的原则。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人民警察训练学校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权重 得分 

部门决

策 

（20分） 

决策机制 

决策制度的科学性 

部门是否建立了决策制度，

决策制度是否符合上级要

求，是否科学可行。 

2 2 

决策流程的规范性 
决策流程设计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规范。 
2 2 

决策执行监督制衡

机制 

部门决策过程中，是否建立

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是否有

效执行。 

2 2 

中长期规

划 

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部门是否具有明确的中长期

规划。 
2 2 

中长期规划与部门

职能的匹配性 

部门中长期规划是否与部门

职能相匹配。 
2 2 

年度工作

计划 

年度工作计划明确

性 

部门是否具有明确的年度工

作计划。 
2 2 

年度工作计划与部

门职能的匹配性 

年度工作计划是否与部门职

能相匹配。 
2 2 



部门预算

编制 

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内部预算编制是否有相应的

制度保障，流程设计是否科

学规范，执行是否有效。 

3 3 

预算编制与重点工

作任务的匹配性 

内部预算编制是否与重点工

作任务相匹配。 
3 3 

部门管

理 

（35分） 

预算执行 

部门预算执行率 部门预算执行进度情况。 2 2 

专项资金执行率 专项资金执行进度情况。 2 1 

“三公”经费控制率 
部门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若

不超支则不扣分。 
2 2 

预决算信息公开情

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

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

合要求。 

2 2 

收支管理 

收支管理制度健全

性 

收支管理相关制度的建设情

况。 
2 2 

收支管理是否按制

度执行 

是否严格按照制度执行收支

管理各项工作。 
2 2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

性 

部门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情

况。 
2 2 

资产管理是否按制

度执行 
资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2 2 

政府采购

管理 

政府采购管理制度

健全性 
政府采购制度建设情况。 2 2 

政府采购管理是否

按制度执行 

部门政府采购制度执行情

况。 
2 2 

建设项目

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健全性 

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建

立，是否齐全，是否科学。 
2 2 

建设项目管理是否

按制度执行 

建设项目管理是否严格按照

制度执行。 
2 2 

内部控制

管理 

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部门内部控制机制建设情

况。 
2 2 

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部门内部控制机制执行情

况。 
2 2 

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部门内控监督评价情况。 2 2 

预算绩效

管理 
组织管理情况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

情况，包含制度建设、职能

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建

1 1 



设等。 

工作开展情况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执行情

况，包含事前评估、目标管

理、跟踪评价、自评价和整

改落实。 

2 2 

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

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

公开。 

2 2 

部门履

职 

（25分） 

公安队伍

管理 

服务满意度 考察学员对学校服务满意度。 5 5 

队伍满意度 学校公安队伍满意度 5 5 

教学管理 

课程安排满意度 
考察学员对学校课程的安排

满意度 
10 9 

教学质量满意度 
考察学员对老师上课的满意

度。 
5 5 

履职绩

效 

（10分） 

社会效益 

满意度 

对外合作满意度 
与公安部、省厅及其他省市

警校的合作交流满意度 
5 5 

对内培训满意度 
在职民警培训后提升工作效

率满意度。 
5 5 

 

可持续

发展能

力 

（10分） 

信息化建

设 
信息化建设情况 

慕课、微课程等是否能通过

部门的信息系统实现。 
5 5 

部门创新 部门创新情况 

是否通过制度创新、方法创

新等方式不断提高履职能

力。 

5 5 

合计 100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