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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机关）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人员及内设机构等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机关）实有在职人员 1702 人（含行政

工人），离退休人员 650 人。另有在册警务辅助人员编制数

为 889 人。公务用车实有数量为 280 辆。内设机构包括政治

部、办公室、警务保障部、指挥中心、治安支队、出入境管

理支队、法制支队、警务督察支队、人口管理支队、食品药

品和环境犯罪侦查支队、审计处、科信处等主要机构。无下

属预算单位。 

2、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法律、法规；起草有关公安工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

并组织实施。统一领导，指挥全市公安工作。 

（2）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况，

向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及时提供相关重要信息，分析、

研究对策并组织实施。 

（3）负责公安民警和警务辅助人员队伍的管理、教育

和训练工作。 

（4）受理公民报警求助；依法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

犯罪活动；处置重大案件、治安事故和骚乱，预防、打击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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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活动。 

（5）依法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积极预防、妥

善处置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依法管理

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枪支

弹药、危险物品和特种行业等工作。 

（6）负责由公安机关依法承担的执行刑罚工作；依法

承办全市强制戒毒审查批准工作；负责市看守所、拘留所、

强制戒毒所的建设和管理；依法办理行政复议、国家赔偿和

行政应诉案件。 

（7）负责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交通秩序，承

担车辆、驾驶员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8）依法管理国籍、出入境事务和外国人在我市居留、

旅行有关事务。 

（9）负责全市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工作。 

（10）负责来宁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外宾的安全警卫

工作及其他重要警卫任务的组织协调。 

（11）组织实施全市公安科学技术工作；制定公安信息

技术、刑事技术、行动技术等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12）指导、监督全市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

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以及群众性治安保卫组

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3）组织开展全市公安警务督察工作，指导、检查、

监督全市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执法活动。 

（14）负责全市公安机关装备、被装配备和专项经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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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警务保障工作。 

（15）承办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其他事

项。 

（二）部门收支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3 年度部门预算数为 255636.24 万元，其中：基本支

出 174843.21 万元，项目支出 80793.03 万元。 

2、部门决算收入情况 

2023 度部门决算本年收入 253208.33 万元，其中：财政

拨款收入 229592.16 万元，其他收入 23616.17 万元。 

3、部门决算支出情况 

2023 度部门决算本年支出 249895.88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88119.38 万元、项目支出 61776.49 万元。 

（三）部门绩效目标 

1、中长期阶段性目标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认识当前形

势新变化新特点，切实增强应对风险挑战的责任感紧迫感。

坚定不移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奋力争当全国公安工作现代化

的引领者领跑者。着力防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各类风险挑

战，坚决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大力推动法

治公安建设提档升级，全面提升执法质量和执法公信力。紧

紧围绕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积极推出更多更好的服务保障

措施。毫不动摇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着力锻造“四个铁

一般”过硬公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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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目标 

坚持最高标准，圆满完成系列安保维稳任务；坚持改革

创新，全面提升整体警务效能；坚持育警铸魂，革命性锻造

“四铁”过硬队伍，以敢打必胜的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

了优异答卷。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范围 

通过对市财政 2023 年度安排市局机关的预算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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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论及结果 

2023 年是江苏和南京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江苏代表团审议，两次亲

临江苏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南京考察调研，饱含着对

江苏、对南京工作的巨大关怀和殷切希望，2023 年，在南京

市委、市政府和江苏省公安厅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

帮助支持下，南京市公安局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践行“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

紧紧围绕“强富美高”新南京现代化建设大局，忠实履行人

民警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

的神圣职责，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实现了新发展、迈上了新

台阶。自评价综合得分 98 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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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安建设交出优异答卷。 

以极致要求、万全之策确保了习近平总书记来宁视察绝

对安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

心、捍卫核心”。全国两会、亚运会、国家公祭等重大安保

夺取全胜，秦淮灯会、南京马拉松等 756 场次大型活动平稳

有序、烟火升腾。统筹推进公安部、省公安厅 45 个专项行

动，夏季行动、“秋冬会战”打出赫赫声威，连续攻克多起

15 年以上命案积案。围绕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常态

开展“四查”行动，精准整治 36 处乱点，群众安全感达 99.3%、

再创历史新高。 

（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提升。 

持续开展“梳网清格”行动，消防、危化品等风险隐患

整改率达99.2%，道路交通事故亡人数连续4年大幅下降，公

共安全监管领域重大事故保持“零发生”。成功获评全国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 

（三）服务发展打造亮点品牌。 

推出服务高质量发展22条措施，为490个省市重大项目

工程提供“打包办”的公安政务服务。在全市“五拼五比晒

五榜”中先后5次勇夺“拼服务比环境效能”红旗榜，为全

市营造最优营商环境作出了公安贡献。 

（四）公安改革系统整体推进。 

纵深推进现代警务战略和“十大攻坚提升行动”，聚焦

市局“情指行”运行机制，创新建立“网上110”“火线寻

人”等工作机制，实现力量聚合、资源整合、职能融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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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主战实战职能体系基本建成，公安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五）队伍建设呈现崭新面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走深走实，形成了“一校一策”治理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等

101 个重点调研成果，入选省市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典型案例。

应对极端天气、奋战雾雪低温，保障平安跨年、守护万家灯

火，处处都有藏蓝色的身影、有熠熠闪烁的警灯。警营开放

周吸引百万市民线下参观、超 3 亿人次线上互动，“四美”

报告会、警体运动会激发全警凝聚力，多个警种条线比武竞

赛勇夺全国全省冠军，135 个集体、2576 名个人受到表彰奖

励，全警用忠诚履职践行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自评价经验不足，站位不高，自评价人员通常站在

本单位职能的角度对工作进行评价，不能总体统筹考虑绩效

情况；二是部分项目支出具有专业性，绩效评价缺少专业知

识的支撑；三是存在部分绩效评价难以量化，主观判断的自

由裁量空间较大。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绩效评价能力不足，影

响预算执行效果。 

五、有关建议 

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体系，结合绩效评价结果，及时整

改存在的问题，制定并完善相关制度，提高绩效管理的有效

性。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评价工作按时间有序开展，无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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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京市公安局（机关）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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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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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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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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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