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 2017年部门整体支出 

预算金额 2505.53万元 

评价分值 95.75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以深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技术

支撑体系建设，有效控制食品药品包装材料对药品安全的影响为

主要目标，2017 年完成绝大部分的工作计划内容，取得了一定

成效。 

存在问题 

年度工作中有较多对课题研究，如婴幼儿奶瓶、容器中荧光增白

剂应用现状研究、药用包装材料与药品相容性研究等工作，需进

一步加强课题研究类项目阶段性验收工作，对主要节点的产出能

够进行研讨分析，保障项目研究发现能够切实符合研究的要求，

进而提高成果质量。 

整改建议 

对课题研究类项目加强阶段性验收，如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月报

或季报，对主要项目节点的产出进行跟踪考察，保障项目的产出

方向符合预期需求，可根据研究及调研阶段性产出及时进行调

整，提高课题、研究等各类成果质量。 

整改情况 

加强课题管理，完善课题管理制度。按照课题计划的节点做好阶

段课题总结，并根据阶段工作总结，结合实际问题，及时对课题

研究进行完善调整，进一步提高课题成果质量。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食品抽验费 

预算金额 13849.89万元 

评价分值 89.28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7年食品抽验费战略目标长远、年度计划详细、目标明确；

在投入管理与财务管理方面，资金使用基本合规；该项目的顺利

进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1.切实落实食品安全督察工作机

制，各环节监管职责分工明确；2.根据实际监管情况分阶段制定

食品抽验计划，明确重点监管领域及对象；3.根据最新规划及时

更新检测监测项目，切实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存在问题 

1、新制度的执行力度有待加强，没有按照规定，组织开展每

季度监督管理和有因的现场核查。2、专项风险监测工作进度

有待加快，原计划部分风险监测任务完成进度略滞后于时间

进度 

整改建议 

1.积极响应新制度，制定相应工作计划。总结年底承检机构专

项检查工作经验，2018 年根据问卷规定按季度或有因开展现

场检查工作，使其常态化、影响深渊化。2.充分考虑年内可能

存在的变动因素，保障原计划保质保量及时执行。以后年度

工作中，对年内可能存在的变动因素给予充分考虑，及时调

整工作安排，加快招投标等工作流程，保障计划保质保量及

时完成。 

整改情况 

在 2017年年底对检测机构开展现场检查。同时在 2018 年按季度

或有因开展现场检查工作，使其常态化、影响深渊化，并将纳入

工作计划。针对风险监测工作滞后问题，计划在以后年度工作中

对年内可能存在的变动因素给与充分考虑，及时调整工作安排，

加快招标等工作流程，确保各项任务保质保量完成。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度化妆品抽验费 

预算金额 1246.7万元 

评价分值 84.58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7年全市各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局执法总队等单位对本市批

发市场、超市卖场、连锁药房、平价药房、配送中心、网络等流

通环节销售的化妆品，以及美容美发单位等使用环节的化妆品进

行抽检，同时完成了对全市生产企业的监管达到了全覆盖，较好

的完成了绩效目标。2017年化妆品抽验费项目完成情况较好，

取得的成果显著，不仅为化妆品质量监管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也使上海市化妆品抽验机制改革得到进一步深

化，有利于促进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食品药品安全现代化目标的

实现。 

存在问题 

1、2017年上、下半年化妆品监督抽检计划和各季度抽样完成情

况，发现抽样不均衡，抽样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四季度，导

致全年抽检工作主要集中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完成，直接影响

后续检验工作的开展。2、由于化妆品检验周期本身较长，且存

在集中送样检验等情况，因而部分检验任务未按市局要求时点完

成，对不合格化妆品的后续及时查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3、从

抽验信息系统录入情况来看，抽样单位和检验单位均能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将抽样和检验信息录入化妆品抽验信息系统，以便保障

抽验数据互通、信息共享。 

整改建议 

1、建议抽样单位在执行市级化妆品监督抽检任务时合理制定计

划，并根据外部形势、上级任务变化及时调整计划，以便后期检

验工作的开展。同时加强对抽样单位年度工作的考核，将抽样季

度均衡等指标纳入其考核内容中。2、化妆品检验机构加强检测

工作的时效性管理，同时加强对化妆品检验机构的管理。3、在

改进与升级现有信息录入系统的同时，加强抽检工作的时效性管

理，争取做到及时抽检、及时录入，提高抽样和检验信息录入便

捷性和完整性，提高化妆品抽验工作的执行效率 

整改情况 

不断提高抽检计划的精细化和规范化，切实以发现问题为导向，

充分发挥监督抽检在事中事后监管中的而重要作用，防控化妆品

产品安全风险。同时，我们将加强化妆品抽检监督力度，定期监

控抽样和检验工作进展，确保抽验工作按计划实施。加强信息录

入工作的管理，加快升级完善化妆品抽检系统，实现检验结果及

时报送。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高风险餐饮单位第三方质控与评估 

预算金额 40万元 

评价分值 88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借助社会第三方机构专业技术力量，提升被评估高风险餐饮单位

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有效控制高风险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风

险，优化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有限的监管资源；同时以质控与辅导

相结合为原则，为高风险餐饮单位进行人员的在岗培训与指导，

帮助企业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管理标准化流程，提升高风险餐

饮单位的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 

存在问题 

政府采购流程时间过长，以致后续工作压力增大。2017 年高风

险餐饮单位第三方质控与评估项目在 4 月启动，5 月委托招标公

司对本项目组织实施公开招标采购，期间发布延期公告，终止公

告，采购失败，随后改为采取单一来源方式组织政府采购。整个

政府采购流程近 4 个月时间，第三方质控与评估工作在 9 月实质

性开展，致使服务期限内工作量增大。 

整改建议 

为保障项目顺利有效开展，项目单位应尽力督促政府采购环节执

行进度，尽早确定中标单位。同时，应与服务提供方建立起健全

的反馈机制，在发现项目进度滞后时及时加强沟通，调整阶段性

工作任务。 

整改情况 

严格制定项目预算执行计划，并根据节点落实每个环节。确定中

标单位后，及时与其建立沟通机制，确保项目执行与食品药品监

管事务发展协调统一，保证项目执行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