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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衡阳市公安局

（单位公章）：

2022年 5月 25日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概况

根据《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衡阳市人民

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衡发[2010]3 号）和《中

共衡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衡阳市人民政府机构设置的通

知》（衡委[2010]4 号），设立市公安局，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1.市公安局主要职能职责

根据《中共衡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衡阳市人民政府

机构设置的通知》（衡委[2010]4 号），市公安局主要职能职责见

表 1-1。

表 1-1 市公安局职能职责

序号 主要职责

1 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2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3 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

4 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

5 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等危险物品；

6 对法律、法规指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

7 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

8 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

9
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

事务；

10 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

11
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

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察；

12 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

13
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

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

1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2.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根据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衡政办发[2011]22

号)和因工作需要新增机构的实际，市公安局设置内设机

构 23 个：警令部、政治部、警务保障处、法制支队、国保

支队、刑侦支队、治安支队、交警支队、特巡警支队、经侦

支队、禁毒支队、督察支队、监管支队、网络安全保卫与技

术侦查支队、人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警卫处、综合执法警

察支队、科技信息化支队、单位内部安全保卫支队、有组织

犯罪侦查支队、环境与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支队、反恐怖工作

支队、监察留置看护管理支队；下设机构 9个：警官培训中

心、衡阳市看守所、衡阳市未成年人看守所、治安拘留与收

容教育所、戒毒所、白沙洲戒毒康复中心、衡阳市女子看守

所、衡阳市公安监管医院、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群团及老干

组织 5个：机关党委、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离退休人员

服务管理办公室。派出机构 7个：珠晖、雁峰、石鼓、蒸湘、

八角塘分局、高新开发区分局、南岳机场分局。其中副处机

构 12个，高配副处单位 12个,正科级机构 20个。截至 2021

年 12月，市公安局实际在编人数 2170人。(不含交警支队、

高新分局、森林分局）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工资福利支出 51889.70 万元，一般商品服务支出

19886.21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680.57万元。

（一）项目支出情况

其中纳入财政专项预算的项目有 16 个，分别是城市监

控系统租赁和维护费 304.32万元，禁毒专项 550万元，公安

强戒人员生活补助 252.72万元，强戒人员教育矫治费、诊断

评估费、传染病查治费 31.2万元，强戒人员生理脱毒医疗费

156万元，强戒所所政管理及维修经费 54.6万元，拘留所被

监管人员生活补贴 35万元，纪检派驻机构专项经费 45.5万

元，“驻滇驻粤两站工作经费”100万，社区警务室设施保障

经费 74万元，巡特警支队伙食缺口补助 40万元，移动警务

车运行经费 450万元，人民警察法定节假日加班补助 1842.02

万元，人民警察法定执勤岗位津贴 1940.62万元，监察留置

支队看护管理支队房租和运行经费 81万，辅警工作经费 8000

万元，专项经费按照规定和支出要求，在 2021会计年度按

照专项经费支出要求全部执行完毕。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总体而言，我局 2021 年整体支出目标基本实现，资金

使用绩效良好。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如下：

（一）预算编制执行及内部控制方面

一是预算编制符合要求。我局严格按照市财政预算编制

的原则和要求，结合 2021 年度部门履职需要和年度工作重

点，在不同项目、不同用途之间合理分配预算资金。

二是预算执行规范。我局资金支出比较规范，资金下达

及时，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所提升，从严控制“三公经费”

支出，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有所提高，符

合部门预算经济性要求，预决算信息公开等方面表现良好。

三是资产管理规范有序。我局已经聘请专业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全局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盘点和清查，建立了较为完

备资产管理的制度，登记管理工作严格有序。

四是内部管理制度基本健全。我局内部管理制度与工作

职能衔接程度较好，相关制度规范随工作开展情况不断完

善。制定了《市公安局财务管理办法》、《市公安局政府采购

管理实施办法》、《市公安局车辆与驾驶员管理办法》、《市公

安局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出台了《衡阳市

公安局树立过“紧日子”思想的十条举措》等一系列制度，

进一步加强对内部规范化管理，提升内部管理效率。

（二）产出与效果方面



一是强调经济性。我局“三公”经费控制率小于预算安

排数，绩效表现优秀，公用经费控制率大于预算安排数。2021

年公安局“三公”经费支出 616.80 万元，较批复指标节约

111.20 万元，节约比率为 15.27%，完成预算的 84.73%，较

2020年决算支出减少 82.84万元，下降 11.84%。

二是强调效果性。2021 年度市公安局工作完成情况较

好，基本完成年度工作任务，达成年度履职目标，取得了较

为明显的成效。庆祝党的百年大庆和国省“两会”安保维稳

工作荣获全省先进，命案侦破排名全省第一，禁毒整治“摘

帽清零”，县域城乡警务、队伍教育整顿、“揭榜挂帅”攻坚

克难、乡村“雪亮工程”建设等经验被全国、全省推介，“法

治公安”“智慧公安”大数据、“情指勤舆督”一体化实战化

和科技创新、监所管理、人境管理、经侦、环食药侦、森林

公安、反电诈等工作全省领先，市局获评“全省扫黑除恶先

进集体”“302”专案组获评“全国扫黑除恶先进集体”，被

评为全省 2021 年度绩效评估成绩突出单位，人民群众对社

会治安和公安队伍满意度评价再创历史新高。总体上讲，全

市公安工作发生了深层次结构性转变，在转型升级提质上步

履稳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1 年度市公安局部门整体支出带来了较为明显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财政资金实际支出总体绩效情况良好。



但是在预算编制、项目监督、财务管理、绩效目标设置等方

面也存在一定不足，影响了部门整体资金使用效益。具体表

现如下：

(一)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

部分项目预算编制准确性有待提高，主要体现为年初预

算数与实际支出数差异较大，年中追加预算占比高。2021年

批复预算 64697.44 万元，当年实际收到 89129.15 万元，年

中追加预算 24431.71万元，主要是辅警工作经费 1739.97万

元，监管场所运转经费 1728 万元，2021 年增人增资经费

1931.93万元，医保铺底金 1784.43万元，非税返回弥补办案

经费 12500万元，年中追加项目资金大，预算编制准确性有

待进一步提高。

(二）部分专项资金的延伸性监管不够到位，存在重分

配、轻监管的现象。

部门整体支出项目中大部分是包括有转移支付类型的

经常性专项，如強戒人员生理脱毒医疗费、強戒人员生活补

贴、警犬饲养训练经费、移动警务车运行费等。对于这类专

项资金，市局主要负责专项资金年度总体计划安排，组织项

目申报，确定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等工作，局属单位具体使用，

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开展监督、检查与评价，管理过程中一

定程度上存在重分配轻监管的现象。

（三）绩效管理体系不够完善，预算与绩效管理一体化



的程度有待提高。

我局绩效指标填报不够规范、不够准确、不够全面，绩

效指标没有紧紧围绕各项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和量化，绩效指

标的产出指标不能反映财政预算资金计划在一定期限内达

到的产出。例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中的产出数量指标

“保障我局在职人员的正常办公、生活秩序，完成年度重点

和中心工作”仅仅是为了完成既定的年度目标任务的组织中

的一项保障措施，不能反应年度绩效目标任务的预计产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科学规划，立足全局，提高预算编制精确性。

一是根据近三年实际支出情况，合理测算各职能模块各

类别项目支出的占比情况，依据我局中长期发展工作目标，

结合部门年度工作方向，调整部门整体支出预算项目分类占

比，优化支出预算结构。

二是在进行预算资金分配前，进一步推进预算编制与资

金分配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如：探索事前评价方式，与

各职能处室充分沟通，选择重点项目实施事前评估，对项目

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经济性的科学论证，增强预算资

金安排的科学性。

三是梳理近三年预算支出项目，及时甄别无效支出项目

与低效支出项目，对固化在部门整体支出预算中的无效项目

及低效项目进行分类处理。一方面，对于多年结转且无支出



计划或预算需求的项目（无效项目），整理无效项目清单，

通过召集相关负责人召开座谈会的方式决定项目处理方式，

制定整改方案，并提出相应的支出计划。另一方面，对于多

年预算支出率偏低的项目（低效项目），落实资金支出主体

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逐项排查项目清单，认真分析解决

执行问题，分解工作任务，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支出进度。如：

督促相关负责人及时分析项目支出率低的原因，重新评估项

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制定下一年度预算分配方案时合理

考虑项目往年支出情况测算项目支出预算合理规模，并严格

控制低效项目在部门年度预算中的比例。

（二）重视对项目和资金的过程化管理，落实管理责任。

我局将加强项目和专项资金的事中监管，及时了解项目

的实施具体情况和资金的具体流向和用途。建立重点项目实

施过程的绩效反馈机制。首先可根据月预算支出进度通报，

建立动态分析机制，督促进度，强化督促检查；另一方面加

大对重点部门、重点项目的监控力度，可建立对重点项目实

施情况的月度或季度上报机制，及时了解项目实施情况，督

促局属单位对政策的落实执行，提高对重点项目的把控能

力。

（三）进一步加强财务规范化管理。

一是建立并完善各部门内部资产管理制度、风险防控及

处置制度等重要的内部控制体系。将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或



者事项全部纳入会计核算，确保会计信息全面反映行政单位

的财务状况和预算执行情况，堵上财务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

的漏洞；二是对照法规进一步完善包括明确要求业务管理在

内的项目经费管理办法，确保项目资金管理与业务工作管理

相衔接，制定成本控制方案、专项资金监控方案、项目资金

风险防范措施，并按照项目相关管理制度，及时验收、收集、

报送相关材料。 三是定期对账目进行核查，及时对不合规

账目进行调整处理，注意数字严谨性和勾稽关系。

（四）强化部门绩效管理体系建设，及时设置部门绩效

目标，细化、量化绩效目标，落实绩效管理，提高绩效考核

水平。

我局将根据职能职责以及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科学合理

制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体系，绩效目标设定要与年度工作任

务紧密相关，与预算资金相匹配。从数量、质量、成本、时

效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

度等方面进行细化、尽量进行定量表述。不能以量化形式表

述的，可采用定性表述，但应具有可衡量性。强化其在预算

绩效管理中的龙头地位，提升预算绩效管理一体化水平。在

科学决策、合理编制预算基础上明确专项资金实施期内及年

度整体工作任务目标，填报绩效目标，并对绩效目标进行合

理细化和量化，便于监测项目实施进度，有利于项目目标的

实现。充分发挥绩效目标在专项实施及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管



理和规范作用，按计划产出、质量要求、进度及预期效益，

以绩效目标作为标尺，监控项目实施过程，及时调整纠偏。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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