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初设于 1949 年 5 月 16 日，至 2022

年底水上分局实有在职人员 156 人，离退休人员 69 人。另

有在册警务辅助人员编制数为 187 人，其中：市级财政保障

187 人。公务用车编制数为 35 辆，实有车辆数为 35 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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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门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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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产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资产

总额为 10399.80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993.50 万元，非流动资

产 9406.30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为 15418.71 万元，净值为

75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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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部门收支情况 

1、部门预算与决算收入支出情况 

2022 年，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年初预算数为 8723.30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7741.60 万元、项目支出 981.70 万元。

调整预算数为 11596.54 万元，较年初调增 28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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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6.03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9684.33 万元，项目支出 2091.70 万元。 

2、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与执行情况 

2022 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 163.17 万元，决算

支出数为 120.39 万元。“三公经费”预算与执行情况如表 1： 

表 1：2022 年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三公经费”预算与执行情况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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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0 

3.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 160.17 120.39 

合 计 163.17 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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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部门绩效目标 

    2022 年度，水上分局深入贯彻市局各项部署和要求，以

构建水警现代警务体系为目标，以“十大攻坚提升行动”关

键举措为牵引，围绕“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职

责任务，突出联动共治，深化智慧引领，加快构建符合水警

专业化、实战化要求的职能体系，着力提升打击涉水犯罪、

防范涉水风险警务效能，打造高质量水域平安品牌，全力服

务保障全市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和目的 

通过对市财政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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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 

通过对市财政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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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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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突出警种主战，严打违法犯罪，全力保障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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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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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起、抓获 128 人，有效净化水域治安环境。 

（二）突出智慧引领，强化重点管控，着力提升水域治

安防控能力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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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持续探索和努力。 

（三）突出跨界巡防机制、联合执法机制，进一步提升



水域社会治理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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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水域监控

资源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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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查获违禁品过渡 228 起。 

（四）突出专业团队，推动品牌提优，不断提升水警专

业化实战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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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突出专项学习，严格队伍管理，不断激发全警担

当作为的潜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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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是专项经费保障不足。随着贯彻长江大保护战略，分局进

一步加大对涉水犯罪特别是对环境类案件的打击力度，各部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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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没有专门资金来源，容易导致实施进度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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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的情况 

分局在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时遵循客观公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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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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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