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2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成立时间、内设机构及人员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 1991 年，前身为南京市公安

局防暴支队；2002 年防暴支队更名为特警支队；2014 年 5 月，

支队增挂“南京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牌子，简称南京市公安

局特（巡）警支队。 

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内设机构包括：指挥室、政治处、纪

检监督室、警保室、龙虎突击大队、安检排爆大队、勤务大队、

警务飞行大队、作战训练大队、教导大队、武装巡逻一大队、武

装巡逻二大队、武装巡逻三大队、巡防卡口大队、巡防督导考核

大队、法制大队、留置看护大队。2022 年支队实有在职民警 400

人，退休人员 24 人，另有警务辅助人员 741 人。 

2.部门职能定位及变化过程 

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主要职能包括：参与处置暴力恐怖犯

罪事件；参与处置严重暴力性犯罪事件；参与处置暴乱、骚乱事

件；参与处置大规模聚众滋事等重大治安事件；参与处置对抗性

强的群体性事件；参与重大活动的安全保卫任务；担负特定的巡

逻执勤任务；为危难群众提供紧急救助服务；其他应当由公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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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队承担的特殊任务。 

2014 年 5 月起，支队增挂“南京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

牌子，负责全市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社会面巡防和特警工作

的牵头组织，统筹安排巡逻勤务，开展业务指导、考核和技能培

训。 

2021 年支队会同市局相关部门牵头开展全市街面快反点工

作。 

3.资产情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资产总额

为 21624.65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7461.34 万元，非流动资产

4163.31 万元。固定资产原值 18286.57 万元，净值为 4159.47 万

元，办公设备按照核定标准配置。公务用车编制数为 105 辆，实

有车辆数为 105 辆。 

（二）部门收支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2 年度部门预算数为 18259.4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7479.69 万元，项目支出 779.8 万元。 

2.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2022 度部门决算本年收入 22174.16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

收入 19918.76 万元，其他收入 2255.40 万元。 

3.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2022 度部门决算本年支出 21048.8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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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4.91 万元、项目支出 1293.97 万元。 

（三）部门绩效目标 

1.中长期阶段性目标 

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发展方向，深入实

施现代警务战略、着力打造现代警务体系是南京公安工作发展的

根本出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总的目标是：加快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全面提升整体警务效能，建成符合南京实

际的现代警务体系。  

2.年度目标 

2022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在市局党委的坚强领导

下，瞄准现代警务，调研机构设置，调整优化职能，进一步健全

支队制度规范体系、教官训练体系、干部评价体系和青年民警培

养体系，以更高站位、更宽眼界、更大格局奋力推进“十大攻坚

提升行动”，努力打造现代警务框架下的南京特战巡防体系，为

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贡献力量，为护航“创新名城、美丽古都”

建设新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二、评价结论 

2022 年度，在市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支队坚决贯彻中央、

省市和公安部、省厅、市局总体部署，始终把党的二十大安保维

稳作为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系统谋划、精准

发力，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坚持最高标准、落实最强措施、强

化最严督导，统筹抓好重大活动安保、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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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等各项措施落实，有力维护了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自评价

综合得分 98 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一）安保维稳夺取全胜 

2022 年度支队圆满完成国家公祭仪式、“江苏省第二十届

运动会”、秦淮灯会、省市“两会”等 33 场重大活动安保，做

到绝对安全，为打赢党的二十大安保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先

后组织 437 名警力跨区域增援连云港、苏州等地疫情防控工作，

投入 90 余名警力在市内重点部位开展通道查控，有力保障了受

援地大局稳定。 

（二）实战训练成效显著 

充分发挥全国公安特警训练基地和全省公安巡特警训练基

地的优势，以练就打赢能力为目标，开展单兵、最小作战单元、

战龙小队、水上救生救援等实战轮训 21 期、培训 2550 余人次，

接待外省市特警驻训 2 批次 500 余人。 

（三）圈层布防严密高效 

全年共启动社会面巡防全警勤务 28 天、一级勤务 88 天、二

级勤务 181 天，出动巡逻车辆约 20.79 万辆次、警力 57.21 万人

次，33 个快反点共处置个人极端、突发事件等敏感警情 435 起。

38 个警务站共接警 70.73 万起，占覆盖辖区全部警情的 65.21%，

自处 65.21 万起，自处率 92.2%，接处警效能全面提升。在重大

活动、重要节点期间，将排爆警力和专业装备前置到重点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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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处置疑似爆炸物警情 2起，妥善处置废旧军用爆炸物 608枚，

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重大节假日和敏感节点出

动警用直升机开展空中巡查，共飞行 514 架次、170 小时 24 分。 

（四）案件压降成绩突出 

全市特巡警条线狠抓组织领导、显性用警、数据赋能、集中

清查四个环节，强化全警勤务、周末勤务执行，持续发起凌厉攻

势，特别是在公安部“百日行动”中，出动警力 17.4 万人次、

车辆 6.5 万辆次，社会面治安环境得到有效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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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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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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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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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南京公安现代警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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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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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特警支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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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队伍管理 窗口服务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卡口大队窗口服务满意

度。 
5 5 

打击违法犯罪 

社会面巡防力度 
考察打击街面违法犯罪的工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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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处警满意度 考察群众对接处警满意度。 5 5 

实战实训 强化维稳专业力量 
考察维稳专业力量的机动能力、处

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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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