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是南京市公安局内设直属机构。

其主要职能、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年度资产状况如下： 

公务用车编制数为 35 辆，实有车辆数为 35辆。 

1.主要职能 

负责长江南京段及全市内河水域沿岸的港口、码头、企

事业单位、水域相关场所的治安管理；查处水上各类刑事、

治安案件，处置水域紧急治安事件和治安灾害事故；保护长

江南京段水利、航道、水资源及水上重要设施的安全；管理

本市船民户口、居民身份证工作，对水上各类从业人员进行

户口管理；组织实施水上消防监督；指导涉水单位及群众自

治、服务组织开展水上治安防范工作；协调水上大型活动的

安全保卫工作。 

2.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内设机构包括政治处、纪检监督

室、指挥室、警务保障室、治安大队、刑警大队、内保大队、

机动大队、法制大队、下关派出所、内河派出所、三山派出

所、港池派出所、大厂派出所、乌江水上派出所。2021年底



水上分局实有在职人员 155 人，离退休人员 68 人。另有在

册警务辅助人员编制数为 188 人，其中：市级财政保障 188

人。 

3.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资产总额

为9330.3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301.39万元，非流动资产

8028.99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13129.04万元，净值为6490.82

万元，办公设备按照核定标准配置。公务用车编制数为35辆，

实有车辆数为35 辆。 

 

（二）部门收支情况 

1. 2021年，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年初预算数为9892.5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100.79万元、项目支出791.73万元。调

整预算数为11250.13万元，较年初调增1357.6万元，调增的

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政策性调整和公安十三五基础设施建

设等项目支出调整。决算支出数为11803.84万元，其中，基

本支出10163.40万元，项目支出1640.44万元。 

2.2021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18.17万元，决算支出

数为120.91万元。“三公经费”预算与执行情况如表1： 

表1：2021年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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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41 

3.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213.17 120.5 

合 计 218.17 1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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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严厉打击涉水违法犯罪。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长江大保护战略和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紧紧抓住非法采砂、非法捕捞、污染水环境等

水域突出治安问题，主动进攻、合成作战，严打涉水违法犯

罪。 

2.2021年度绩效目标 

 2021年度，水上分局深入贯彻市局、省厅水警总队各项

部署和要求，深度融入长江大保护战略，以加强新时代水警

基础工作为着力点，以水警实战化、专业化建设为保障，在

平安水域建设中创新驱动，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中争取新发

展、新业绩，积极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南京、长江经济带

建设绿色发展创造良好水域社会治安环境，水警专业化建设

再获新成效，水警工作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业务和队伍

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提升态势。 

二、评价结论 

通过对市财政 2021 年度安排分局的预算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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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提供决策依

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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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价综合得分 98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2021年，水上分局以优化“十大攻坚提升行动”为引领，

以服务保障长江大保护为重点，在严打涉江违法犯罪、严防

水域风险隐患上下功夫，有力维护水域平安大局，有效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一）立足分局中心工作，有效维护平安稳定大局。紧

紧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推进过程中涉稳隐患、江海枢纽型

航运格局变化中的安全风险，坚持主动进攻，全力构建集情

报、防范、处置于一体的维护稳定、安全监管、治安防控体

系。 

（二）立足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严厉打击涉水违法犯

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长江大保护战略和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组织开展打击长江水域非法采砂、“春

季护鱼”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和打击涉水犯罪冬季侦破攻

势，紧盯非法捕捞、非法采砂、非法排污等破坏长江生态资

源类犯罪，破获涉江“三非”刑事案件 70起、抓获涉江“三

非”刑事案件 70件、抓获 145人，有效净化了水域治安环

境。 

（三）立足水域治安防控现实需求，深入推进“智慧水

警”建设。紧贴水警掌握水域“人、船、货”基础信息的实

战需求，以“主动感知、预警预测”为主要发展思路，在信



息化基础建设、部门间信息共享、大数据实战应用等方面做

了一些探索和努力一是加强水域监控系统建设。 

（四）立足水域治理联动共治，不断强化水警基础工作。

针对水域治安要素独特、风险隐患隐蔽、多头管理交织的现

状，秉持共建、共享、共治的理念，强化联动协同、全面采

集更新水域治安要素信息，汇聚了 78家涉水单位信息、14141

条有证船舶信息和外部监控资源 623 路。强化水域检查站、

查报站、屯兵点等关口建设，水域巡防抓获打击处理 45人、

查获易燃易爆品 176 起。 

（五）立足水警专业品牌建设，有效提升警务实战能力。

牢固树立争先创优意识，在优化品牌中坚守核心价值，在强

化专业建设中提升实战效能。组织长江大桥屯兵点按照 1 分

钟出艇、3 分钟到现场、5 分钟救援，并开展常态化演练。 

（六）立足水警过硬队伍打造，有效激发全警争先创优。

以党建带队建，坚持政治建警、注重文化育警、强推素质强

警、落实从优待警，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大大增

强，营造全警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分局各项经费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执行，积极

履职，厉行节约，发挥了良好的资金效益。目前主要存在的

问题，主要是专项经费保障不足。随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等中央、省市领导对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决策部署，贯彻长江大保护战略，进一步加大对涉

水犯罪，特别是对环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对办案程序和证

据要求更高，加上新形势下犯罪嫌疑人流动性加大，跨区域

犯罪增多，案情向复杂化发展，导致办案时间跨度增大，办

案成本大幅增加。同时，新形势下打击预防犯罪对科技手段

和装备力量要求更高，这些项目投入大，没有专门资金来源，

导致建设进度滞后。 

五、有关建议 

    建议市财政局组织深入全面的绩效管理培训，提高部门

对绩效管理政策的掌握程度，同时利用事务所等专业力量，

结合各系统业务实际提供政策指导，细化考核要求，真正提

升部门绩效管理能力，避免绩效工作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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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安排我分局的预算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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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为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提供决

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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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投入产出效益分析法、比

较法等方法。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水上分局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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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指标体系建设等。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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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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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口服务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窗口服务满意度。 5 5 

打击违法犯罪 

命案破案率 
考察南京市警方打击刑事犯罪的工作

水平。 
5 5 

社会治安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5 5 

受理公民报警

求助 
110 接处警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 110 接处警满意度。 5 5 

交通秩序管理 交通拥堵系数 考察南京市全天交通拥堵情况。 5 5 

履职绩效 

（10分） 

社会效益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

治安秩序的行为 

5 5 

满意度 公安队伍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公安队伍满意度。 5 5 

 

可持续发

展能力 

（10分） 

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情况 
办公流程、业务开展等是否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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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