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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 

整体预算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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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职能 

牵头开展全市打击犯罪工作，指挥、参与全市大要恶性

案件的现场勘查、专案侦查，牵头组织有影响案件、系列案

件、涉黑涉恶案件的侦查，为全市刑侦部门提供技术、情报、

办案、图侦等业务工作的指导、支持和服务，承担全市可判

三大刑案件的审理、移诉工作。 

2.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 

南京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内部序列第五处，建国初期

为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警法科，1956年单列为正处级建制的

侦查处，1982年6月更名为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993年

11月更名为南京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008年5月，兼称南京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主办公地址在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101号。 

我局下设指挥室、政工办、纪检监督室、警务保障室、

法制大队、包括痕迹、法医、理化、影像、指纹、文检、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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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个正科级技术检验室的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以及13个

职能大队。实有民警220人，离退休人员119人。另有在册警

务辅助人员编制数为151人。 

3.资产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资产总

额为8087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359.29万元，非流动资产

6727.71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15068.08万元，净值为5569.77

万元，办公设备按照核定标准配置。公务用车编制数为48辆，

实有车辆数为48 辆。 

（二）部门收支情况 

1.2021年，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年初预算数为

13023.5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620.36万元、项目支出1403.2

万元。调整预算数为15785.4万元，较年初调增2761.84万元，

调增的主要原因是人员支出政策性调整和公安十三五信息

化建设以及警用装备购置更新等项目支出调整。决算支出数

为16224.1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2846.86万元，项目支出

3377.32万元。 

2.2021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263.36万元，决算支

出数为107.19万元，实际执行占预算40.7%。“三公经费”预算

与执行情况如表1： 

表1：2021年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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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4.02 

3.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240.36 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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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263.36 1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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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阶段性目标 

一是加强全市刑侦部门改革转型，继续推进“全市公安机

关专业化打击攻坚提升行动”。二是严打各类现行犯罪，加大

命案、八类案件和侵财案件侦破力度，有力回应群众期盼。

三是加强移动通信网络诈骗犯罪打防工作，积极在全市开展

反诈宣传，综合打击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问

题，努力构建全警反诈、全社会反诈格局。四是建立健全常

态化扫黑除恶工作机制，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推进扫黑除恶斗

争常态化的部署要求，总结固化三年斗争经验，建立健全组

织领导、线索核查、情报研判、案件侦办、协调联动等工作

机制。坚持“发现在早、打早打小”，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

严打高压态势。 

2.年度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部、省、市公安工作会精神，

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

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安保工作和专业化打击攻坚提升行动为

主线，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紧盯犯罪变化，坚持问题

导向，持续改革创新，加快刑侦工作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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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犯罪能力水平，推动南京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强

富美高”新南京营造平安和谐的治安环境。 

二、评价结论 

2021 年，全市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

时代公安工作的意见》，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

警、从严治警不动摇，“双轮驱动”战略蓝图初步绘就，忠实

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安职责使命,维护了省会的安全稳

定；社会治安持续向好，刑事发案实现“六连降”，打击破案

实现“六连升”，扫黑除恶成果显著，南京成为全国最安全城

市之一。自评价综合得分 98 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2021 年以来，全市刑侦部门在市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

在上级公安机关的业务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厅党委“六六

战略”决策部署，深入研究犯罪变化规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期盼，加快推进专业化打击改革，主动破解打击防范难题，

全面提升打击质效，在破案攻坚、建党 100 周年大庆安保、

疫情防控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刑警担当。 

一是敏感敏锐、快速反应，快侦快破大要敏感案件。汇

聚警情归并、网络巡查、指挥流转等信息来源，突出情报主

导、深度研判、提级盯办等工作原则，确保杀人、绑架等暴

力恶性案件以及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快侦快破，今年以来全

市破获刑事案件数、抓获刑事作案成员数分别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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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52.3%。 

二是紧盯民生、破解类案，有效整治突出犯罪问题。全

市侦查部门紧盯群众关注的盗窃电动车及电瓶、盗窃车内

物、盗窃路边店等侵财案件，发挥多种资源手段作用，共摧

毁职业侵财犯罪团伙 165 个，传统侵财案件破案率超过 45%。  

三是机制赋能、全警反诈，优化重塑电诈打防格局。电

诈宣防、反制、预警、打击、治理同步发力，构建全警反诈、

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新格局。共抓获电诈嫌疑人 5700 余

名，打掉百人以上电诈团伙 11 个、50 人以上电诈团伙 16 个。

同时，全面落实防范措施，下发劝阻指令 369 万条，见面劝

防 72 万人次，直接避免经济损失 6100 万元。 

四是全时响应、一线作战，优化升级流调作战体系。全

市刑侦部门按照省市防疫工作总体部署，在全省率先成立实

体化运作的流调作战中心。今年以来，接力投入“3.10”

“ 10.13”“ 10.25”“11.16”四轮较大规模疫情流调任务，

为防止病毒扩散、精准防控疫情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打击犯罪方面，面对犯罪的动态化、职业化、智能化、

网络化等特征，现行侦查破案模式存在粗放式、分散型等短

板，百警打处质量不高、资源整合力度不够，特别是在应对

新型犯罪过程中成本过大、效率不高，打击犯罪的整体性、

主动性和精确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五、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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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市财政局继续加大对我局办案经费的支持力

度。 

（二）建议市财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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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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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绩效工作流于纸面。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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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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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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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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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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违法犯罪 

社会治安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度。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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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类案件破案率 
保证八类案件破案率的稳定，确保

命案必破，提升南京市民的安全感。 
5 5 

侵财案件破案率 

控制侵财案件发案率，提升专业化

打击的力度，加大侦破力度，提升

群众满意度。 

5 5 

涉黑恶线索办结率 

针对群众关注的行业、领域涉及黑

恶势力的，予以严厉打击，提升市

民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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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