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度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实有在职人员 335 人（含行

政工人），离退休人员 195 人。另有在册警务辅助人员编制

数为 340 人，其中：市级财政保障 340 人。内设机构包括 6

个职能部门：政治处、纪检监督室、情报指挥室、警务保障

室、法制大队、业务指导大队；7 个直属监所：市看守所、

市第二看守所、市第三看守所、市第四看守所、市拘留所、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执法勤务大队。 

（二）部门收支情况 

2023 年，监所管理支队年初预算数为 22182.37 万元，其

中：基本支出 16550.07 万元、项目支出 5632.3 万元。全年预

算数为 24049.27 万元，较年初调增 1866.9 万元，主要原因是

人员支出政策性调整。 

2023 年度部门决算本年支出 23876.71 万元，其中：基本

支出 18643.63 万元，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

出，主要用于公安日常行政运行，系统及设备升级维护，综

合管理等业务工作；项目支出 5233.08 万元，主要包括在押

人员给养费，监所购买医疗服务经费，维修改造经费等。 

（三）部门绩效目标 

1、中长期目标 



依法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按照规定标准提供给养，

保证监所在押人员基本生命健康权，有利于保证监所管理安

全，保证国家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贯彻法治社会理念及

人道主义精神。 

2、年度目标 

聚焦公安监管法治化规范化建设方向，守好监所安全底

线，紧盯“服务好全市公安中心工作、服务好刑事诉讼和行

政执法活动、保障好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三项任务，打造现

代公安监管警务样板。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和目的 

通过对市财政 2023 年度安排我部门的预算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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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监管支队深入贯彻公安部、省厅和市局部署要

求，以确保监所安全稳定为目标，以做好各类安保维稳任务

为牵引，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全市



监所继续保持安全稳定良好态势，公安监管工作不断提质增

效。自评价综合得分 98 分。 

三、部门履职成效 

（一）服务主业能力进一步增强。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

坚持把服务好公安中心工作摆在监管工作的首位。通过在押

人员相关专项经费的有效投入，强有力地做好在押人员基本

权益保障，包括伙食供应、生活物资保障、医疗专业化救治

及设备维修等，既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又保证刑事诉讼

顺利进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做出积极贡献。 

（二）监所安全基础进一步巩固。坚持把确保监所安全

作为总目标，着眼提升老旧监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改造，

包括看守所监区出新、监室门改造、直饮水改造、监区管道

维修、监控高清化改造、在押人员食堂改造等等，有利于进

一步提升安全文明管理水平，树立良好执法管理形象。  

（三）警务实战水平进一步提升。结合近几年全市监所

设备购置、执法执勤用车使用实际情况等，申请相关专项经

费专款专用，按需采购更新办公设备、专用设备、报废及新

采购一辆执法执勤公务车辆，满足监所日常工作和实战运用

需求。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管理工作基础薄弱、管理机制不够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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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申报的目标与预算匹配性较低；第

二，绩效运行监控主要侧重于预算执行层面。 



五、有关建议 

（一）建议市财政局继续加大对我单位专项经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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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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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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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扫黑除恶 协助破获各类涉黑涉恶案件数量。 5 5 

开展协助破案 深挖违法犯罪线索，协破各类案件。 5 5 

开展应收尽收 
减轻社会面防控压力，增强人民群众

安全感。 
5 5 

开展社会隐患

排查 
矛盾化解数量 

将开展社会隐患排查和矛盾化解纳入

日常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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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