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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市级体彩公益金补助广州市群众体育指导

中心利用“群体通”平台开展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项

目绩效评价简要报告

广州市晟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评价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解决市民的体育需求与体育资源馈乏的矛盾，2015～

2017 年，市体育局先后通过招标与符合场地措施条件的社会

场馆签约。这些签约的社会体育场馆（以下统一简称为“惠

民社会场馆”）上线市体育局开发的“群体通”平台向公众

提供羽毛球、乒乓球、网球、足球、篮球、游泳、健身等主

流大众化运动项目的优惠场地预订服务。市民使用“群体通”

派发的电子运动优惠券在平台预订场地时享受价格优惠，市

体育局用市级体彩公益金按期对惠民社会场馆支付惠民补

贴款。

受市财政局委托，我公司对 2015-2017 年市级体彩公益

金补助广州市群众体育指导中心利用“群体通”平台开展社

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项目（以下简称“社会体育场馆惠

民开放补助项目”）进行了第三方绩效评价，形成评价报告。

项目由广州市体育局按照《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体育彩票

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体[2016]9 号）等政策文件

组织开展。

（二）项目资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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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度，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项目共取

得体彩公益金财政资金 4,773.80 万元，其中，市级体彩公

益金补助3,773.80万元，省级体彩公益金转移支付1,000.00

万元；同期项目总支出 4,613.51 万元，其中，市本级财政

资金支出 3,700.35 万元，支出执行率为 97.43%，省级财政

资金转移支付 913.16 万元，支出执行率为 91.32%。项目资

金主要用于支付惠民补贴款、委托第三方“群体通”平台运

行服务费、委托第三方业务监管服务费和委托第三方财务监

管服务费等四方面。

（三）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为：2015 年，惠民社会场馆数量要达到

100 家，惠民社会场馆开放时长数不少于 3万小时；2016 年，

惠民社会场馆数量达到 300 家，全年惠民社会场馆开放时长

数不少于 60 万小时；2017 年，惠民社会场馆数量提升至 360

家，全年惠民社会场馆开放时长数不少于 90 万小时。惠民

社会场馆提供质量合格的公共体育服务，每年社会场馆公共

服务绩效评价合格率①应不低于 90%。市民对“群体通”APP

的知晓率和对项目的知晓率达到 60%；“群体通”平台上注

册用户和惠民社会场馆对“群体通”APP 满意度和项目满意

度都要达到 80%。

（四）评价结果

本次评价采取书面评价、现场评价及满意度调查等方

法，围绕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项目的项目立项、项目

①
社会场馆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合格率=年度社会场馆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成绩达到 60分及以上的场馆的数量/

参评场馆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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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指标实施，最终评定绩效等级为

“良”。

二、项目绩效

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补助项目的实施，目的是引导社

会体育场馆向公众免费或低价开放，增加广州市体育场地惠

民供给数量。

（一）惠民社会场馆覆盖面明显扩大，受益人数不断增

加

该项目连续两年作为“广州市十大民生实事”，2016 年

上线303家惠民社会场馆，2017年上线373家惠民社会场馆。

2015 年 12 月，项目受益人次为 10.8 万人次，2016 年、

2017 年项目受益人逐渐增加，分别达到了 274 万人次和 310

万人次。2015-2017 年里受益人次数年均增长 4.34 倍，超过

了同期财政资金年均增长倍数（2.85 倍），这三年财政资金

综合使用效率较高。

（二）运用互联网科技手段推动社会场馆惠民开放，用

户满意度较高

项目利用“群体通”平台推动社会场馆惠民开放，是一

种创新的运行模式。通过“群体通”平台基本实现了“五打

通”：第一，是将“群体通”平台、社会体育场馆和消费者

之间打通，为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提供便利；第二，是将场馆

服务产品通路打通，将群众需求和社会体育场馆的服务内容

有效结合；第三，是将社会体育场馆单位与单位之间打通，

通过竞争机制，促进社会体育场馆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4

第四，将群众体验反馈打通，通过“群体通”平台建立广州

市群众健身大数据服务；第五是将政府财政支付渠道打通，

通过政府购买，调动社会体育场馆力量扩大公共体育服务的

深度和广度。

“群体通”运行机制经过不断优化，“群体通”注册用

户对“群体通”APP 方便预定场馆满意度达到 87%，对“群

体通”APP 使用满意度达到了 80%；社会场馆对“群体通”

APP 方便预定场馆满意度达到 88%，对“群体通”APP 使用满

意度达到 86%。同时，“群体通”2017 年被评为“广州最佳

政务 APP”，并成功入选“国家发改委体育总局体育产业 48

个典型案例”、“广东省电子政务优秀案例”。

三、存在问题

（一）预算目标申报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项目初期，将每年上线惠民社会场馆数量作为项目的核

心绩效指标，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通过拓宽惠民社会

场馆覆盖面，可以起到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体育消费的作用。

但是随着项目的推进，体彩公益金增长的有限性使得现有的

上线惠民社会场馆数量已经较难维持质量优良的公共体育

服务了。因此，项目在下一阶段应采用其他更合理的核心绩

效指标。相应地，按惠民社会场馆数量来测算项目预算的编

制标准也要进行调整。

（二）社会场馆惠民补贴款资金结算对接流程有待优化



5

由于项目初始阶段经验不足，“群体通”系统开发还不

完善，虽财政资金使用规范，但系统存在资金结算对接不够

科学等问题。

（三）社会场馆惠民开放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目前项目利用“群体通”平台开展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

放补助，是一种“O2O”的商业模式，存在着线上交易和线

下场馆服务不一致等问题。虽然市体育局通过加强第三方业

务监管，防止社会体育场馆作假，保证服务质量，已经初见

成效，但少数社会场馆仍存在刷空单、代替支付等做法疑似

涉嫌骗取惠民补贴款等违规现象，和部分社会场馆将惠民订

单与现场订单区别对待情况，这些都影响了消费者对于社会

场馆惠民开放的满意度。

（四）“群体通”运行机制还可优化

“群体通”运行中存在以下问题：

1.“群体通”APP 使用问题，主要表现为：APP 更新太

频繁、首次进“群体通”的流程和手续太繁杂、支付方式过

于繁琐。

2.免费券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免费场地太少；免费

场地发放时间不合理，平时周一至周五部分场馆的免费场地

还用不完，但在周六、日或节假日免费场地不够。

3.积分换券时，因优惠券投放量较少，所以多余的积分

无法换取优惠券，导致积分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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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群体通”对政府惠民政策宣传不够。很多市民即使

享受到了惠民社会场馆开放优惠，却并不知道这是由财政资

金支付的。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建议市财政局继续将社会体育场馆惠民开放

补助项目定为年度经常性项目，同时在市级体彩公益金充足

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加大对该项目的财政投入。

为使政策发挥更好的效果，建议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

进：

（一）强化项目绩效目标管理，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1.更新项目绩效核心指标

因受体彩金增长约束的影响，每年 360 个惠民社会场馆

数量已经基本达到了广州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边界，不宜

每年再继续扩大数量，只能优化其质量。建议市体育局在下

一阶段应采用其他更合理的核心绩效指标，同时以此指标作

为评价第三方运营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2. 加强支出预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将预算安排与绩效目标挂钩。根据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

要求，结合绩效目标，合理分配惠民补贴款资金和第三方委

托服务资金。同时，加强对核心指标的支出标准分析，采用

科学的标准编制预算。

（二）优化社会场馆惠民补贴款资金结算流程，提高审

核效率

1.持续优化“群体通”平台中财政补贴审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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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群体通”产品设计在不断优化，财政补贴审核流

程的风险也在不断转化，所以优化“群体通”平台中财政补

贴审核流程是一个持续、开放的过程。

2.提高财政补贴审核效率，实现按月结算惠民补贴款

为了增加社会体育场馆主动惠民开放的积极性，建议在

优化财政补贴审核流程基础上，提高审核效率，尽早实现当

月惠民补贴款当月结算。

（三）多管齐下，提升社会场馆惠民开放服务质量

1.加强大数据分析，提高第三方业务监管效率

随着社会场馆数量的增加，以及部分场馆作弊的手段不

断升级，使得第三方业务监管团队监管难度不断加大。在目

前财政资金预算规模下，第三方业务监管团队只有实现精细

化管理，通过大数据运用提高线下巡查的效率。

2.建立体育从业欺诈黑名单

建议市体育局设立广州市体育从业欺诈黑名单，对于查

实社会场馆惠民开放中存在以作弊的手段骗取惠民补贴款

行为的，市体育局应将该社会场馆及其承接主体都纳入体育

从业欺诈黑名单。

3.对惠民社会场馆设立绩效激励机制

在社会场馆公开招投标时，逐渐提高准入门槛，并适当

加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

优惠券与场馆服务质量绩效评价挂钩，根据场馆绩效进

行优惠场地配置，对提供优质服务的场馆多投放优惠券，对

质量不达标的社会体育场馆实施淘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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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优化“群体通”运行机制，提高项目效益

1.持续优化运行机制

建议第三方运行服务团队在充分考虑公共体育服务供

给效率与公平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产品，如优惠场

地的时间发放是采用随机方式还是固定时间方式，固定时间

是采用大多数运动的时间还是特定受益人运动的时间，其目

的到底是让更多人受益还是老客户受益等都需要进一步明

确。

2.完善服务内容，构成多元的赢利模式

为了提高项目效益，建议赋予第三方运营服务团队更大

的经营自主权，未来“群体通”平台不仅仅局限提供公共体

育服务，还应考虑借助“群体通”品牌价值挖掘更具潜力、

更具竞争力的业务模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3.加强对惠民开放政策的宣传

不仅要在“群体通”平台上加强对惠民场馆开放政策的

宣传，同时还要加强对用户注册方面的宣传，以更有效地推

广“群体通”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