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项目名称：
卫生监督执法基础及优化发

展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推进卫生行政审批“放管服”：包括卫生行政许可日常工作、卫生行政许可特殊项目专
家评审、卫生行政许可相关培训、卫生行政许可质评估体系编制4项内容。卫生行政许可日
常工作包括印制各类须知及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对相对人提交的申请进行登记、受理、审
核、许可申请材料的流转，审批后各类许可证、批文进行制作、发放。同时，在许可完成后
需对待归档的材料进行整理（包括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核图纸档案的整理保存）。卫生行
政许可审核除书面资料审核外，还包括部分项目的现场勘探工作，对许可现场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的要求进行实地勘探。为做好特殊许可项目的评审评估工作，2020年审核许可服务
科还计划组织召开若干次卫生行政许可特殊项目专家评审会，对申报的许可项目中疑难有争
议的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2、推进监督检查“双随机”制度：（1）执
法规范。开展2次法制干部的业务培训和交流；每季度对全市处罚案件质量进行质量抽查和
评分，对具体执法工作和文书质量进行考核评查，并开展全市宣贯培训；完成执法文书的统
一规范印制等工作；推进监督执法法律法规电子化和信息化使用利用工作。（2）执法调研
培训。建立自由裁量权规范，定期编写优秀典型案例汇编等教材，开展优秀典型案卷评查活
动，开展2次疑难执法问题研讨和培训，邀请专家提出论证意见。根据调研的需要，委托相
关法制服务机构和技术支撑机构，对相关执法事项的规范以及执法辅助工作提供合法合规的
帮助和服务。（3）标准建设。做好职业卫生标准、卫生监督标准的相关制度培训和标准制
定工作。
3、推进年度重点项目
：在各个层面尤其区所所长层面进行专题培训，以统一思想、统一思路、统一标准，有效推
进各项年度重点项目在全市的全面铺开；在年度重点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开展督导，邀请相关
领域专家一同参加，确保项目按照计划实施；开展科研项目专题招标，鼓励卫生监督员开展
各种形式的专题研究，从技术上支撑年度重点项目的科学合理开展。
4、推进队伍能力提升：举办骨干培训、卫生
监督员全员培训、卫生监督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加强人员培训。
5、推进业务档案数字化管理：
完成对我所2019年所产生的档案的整理与数字化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档案在鉴定后进行
移交寄存，以保证本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切实推动我所档案管理水平。
6、推进着装规范化：新进人员工作服配置，工作人员工作服、工作鞋添置。

立项依据：

1、推进卫生行政审批“放管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卫生行政许可管理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完成卫生行政许可日常工作。同时，依据《省级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行政许
可程序》、《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卫生许可特殊项目（涉水产品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等）卫生行政许可评估或专家评审；并根据沪府办发〔2010〕
46号上海市建设工程行政审批管理程序改革方案的要求开展建设项目预防性卫生审核的并
联审批工作。2、推进监督检查“双随机”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
实施意见（国办发〔2004〕24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
执法工作的意见（沪府发〔2010〕21号）》、《关于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
（2005年卫生部令第39号）、《卫生监督员管理办法》（1992年卫生部令第20
号）、《卫生监督稽查工作规范》（卫监督发[2005]23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本市卫生行政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卫法规[2011]023号）、《上海市
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2007-2020年）》、《上海市卫生标准化三年行动计划（2
016-2018）》。3、推进年度重点项目：《“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监督工作规划》、《上海市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十三五”发展规划》、《上海市科研计划课题制管理办法》(沪府办发[2
002]32号)、 《上海市卫生局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监督所科研管理办法》、《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培训费管理办法》等。4
、推进队伍能力提升：《公务员法》、《公务员培训规定（试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条例（试行）》、《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5、推
进业务档案数字化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上海市档案条例》、《上海市数
字档案室建设指南》（试行）、《卫生计生行政许可档案管理规定（试行）》、《加强本市
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6、推进队伍着装规范化：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卫生监督制、着装管理的通知》（卫办法监发[2003]103号）。
1、推进卫生行政审批“放管服”。卫生行政许可工作包括各项卫生行政许可项目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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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受理、审核，申请材料、审核审批材料的运转、各类许可证件的制作、发放，归档材料的整
理，这些都属于许可工作中必须实施的环节。除资料审核外，审核许可服务科还开展卫生行
政许可的现场勘探工作，这些都是许可流程中必须开展的日常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经费才
能保证卫生行政许可日常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特殊项目的评审、专家评估事关公众的卫
生安全，通过对卫生行政许可特殊项目的专家评审，达到及时做出准确评审意见的目的，确
保许可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保证卫生行政许可工作高质量地开展。还将开展卫生行政许可
质量评估体系的制定，确立卫生行政许可质量考核标准，在考核中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考核人
的主观因素，有利于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估结论,同时可以发现卫生行政许可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提高许可质量。 2、推进监督检查“双随机”制度：执法规范是解决执法机关依
法行政的重点，需要通过内部质量控制，加强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执法培训是通过
培训提高监督执法人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根据宏观政策的要求、监督员自身的需求以及
监督员年龄、专业特点、知识结构、监管重点等特性开展有针对性的执法培训。公共卫生和
卫生管理等领域标准的研制和相关标准的制修订主要解决职业卫生、食品卫生安全、行政许
可、卫生监督和处罚、投诉举报处理、大型活动卫生监督保障等诸多过程中的卫生监督相关
标准与技术规范工作。 3、推进年度
重点项目：聚焦社会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基于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提升卫
生监督专业能力与监管效能为导向，完善常规履职工作的标准化和程序化建设，深入推行重
点工作项目化管理工作模式。
4、推进队伍能
力提升：注重卫生监督科研、教育、培训等方面内容，提升人员综合素质，促进学术交流和
学科发展、反映卫生监督科研成果、交流卫生监督工作经验、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
促进本市卫生监督综合管理相关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卫生监督事业科学可持续发展。5、推
进业务档案数字化管理：依托档案数字化外包及寄存工作，完成档案的整理与数字化工作，
解决档案库房紧张的问题，使卫生监督档案管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的要求,便
于保管和查询利用。 6、推进着装规范化：规
范制装、着装工作。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各项工作按照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及相关专业的法律法规实施，在本项目开展过程中，
还将建立项目科长负责制度，建立专款账户，结合所内财务制度，可以有效的保障项目的进
展；《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培训费管理办法》、《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监督所差旅费管理办法》、《招标管理办法》、《全面预算、成本控制管理制度（试行
）》、《经费使用审批权限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立项时间项目内容1：推进卫生行政审批“放管服” 开始实施时间 202
0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项目内容2：推进监督检查“双随机”制
度 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项目
内容3：推进年度重点项目 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 项目内容4：推进队伍能力提升
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
12月项目内容5：推进业务档案数字化管理 开始实施时间 2020
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12月项目内容6：推进着装规范化
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 完成时间 2020年1
2月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适应国家“放管服”改革、“双随机”监督执法等最新要求，推进年度重点项目的有效实施
，提高卫生监督综合管理效率，促进卫生监督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3,384,92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384,92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088,42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08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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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成本控制情况 有控制

实施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的建立情况 建立完善

制度、措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合理

相关制度和措施的执行情况 严格规范执行

产出目标

数量

卫生行政许可工作登记完成率 全部完成

评选典型案例 严格规范执行

"白玉兰"专项执法项目完成率 =100%

科研基金项目按期完成率 =80%

杂志出版完成率 =100%

培训项目完成率 =95%

培训人员培训率 =85%

业务文书档案整理与数字化完成率 =100%

法律法规电子文档(pdf)制作完成率 =100%

监督员工作服添置完成率 =100%

质量

卫生行政许可工作抽查质量达标率 >95%

处罚案件抽查A级率 >90%

培训差错率 <5%

时效
处罚案件结案率 >90%

培训按时完成率 =100%

效果目标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 =5分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 =5分

培训覆盖率 =85%

满意度
培训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情况 >95%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对项目可持续影响 >95%

配套设施 硬件条件对项目发展作用 全面推进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情况 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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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项目名称： 卫生监督专项抽检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生活饮用水和健康相关产品专项抽检2、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委托实验室检测3、环境
卫生专项抽检4、学校饮用水委托实验室检测5、职业卫生专项抽检6、放射卫生专项抽检
7、医疗质量专项抽检

立项依据：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大型医用设备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组织全市卫生监督机构对本市公共卫生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卫
生监督专项抽检，快速、有效地发现存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进一步
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和医疗执业秩序。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采取市区联动模式，深入各个区县开展现场督导，加强与区县的沟通协调，及时了解工作进
展及存在问题，不断完善监督检测方法。为保证抽检覆盖率和抽检质量，市所将对重点场所
开展随机复检，对抽检结果进行质量和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立项时间
项目内容1 医疗机构
传染病防治委托实验室检测 开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
项目内容2 生活饮用水和健康相关产品专项抽检 开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
间 2020.12项目内容3 环境卫生专项抽检 开
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 项目内容4 学校饮用水委托
实验室检测 开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
项目内容5 放射卫生专项抽检 开始实施时间 202
0.1 完成时间 2020.12项目内容6 医疗质量专项抽检
开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项目内容7 职业
卫生专项抽检 开始实施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监督重点检查计划的要求，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组织全市卫生
监督机构对本市公共卫生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卫生监督专项抽检，快速、有效地发现存
在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进一步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和医疗执业秩序
。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6,591,945 项目当年预算（元）： 6,591,94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4,810,64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4,81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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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成本控制情况 有控制

实施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的建立情况 建立完善

制度、措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合理

相关制度和措施的执行情况 严格规范执行

产出目标

数量

生活饮用水及健康相关产品抽检覆盖面 100户

环境卫生监督抽检覆盖面 50户

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抽检覆盖面 50户

学校卫生监督抽检覆盖面 640件

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检覆盖面 100户

医疗质量抽检覆盖面 400户

职业卫生监督抽检覆盖面 280户

质量 相关工作标准执行情况 严格执行

时效

生活饮用水及健康相关产品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环境卫生监督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学校卫生监督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医疗质量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职业卫生监督抽检报告完成时间 按期完成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生活饮用水及健康相关产品抽检合格率 >=90%

环境卫生监督抽检合格率 >=90%

医疗机构放射防护抽检合格率 >=98%

学校卫生监督抽检合格率 >=75%

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检合格率 >=85%

医疗质量抽检合格率 >=80%

职业卫生监督抽检合格率 >=85%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情况 健全

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情况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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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项目名称： 专业设备升级与维护 项目类别： 其他一次性项目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其他类

项目概况：

1、应急指挥中心设备与运维：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卫生监督的应急处置。每年需安排
应急演练。该项目涉及面广，专业性高，对安全、处突能力都提出很高的标准。2、投诉举
报中心设备与运维： 实现投诉举报过程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有效提高投诉举报处理的
效率。962223电话负责受理本市卫生监督管辖范围内，涉及传染病防治、环境卫生、
饮水卫生、职业健康服务、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和医疗执业等卫生法律法规等行为的投诉举
报事项。

立项依据：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关于印发《上海
市卫生应急核心能力评估工作方案（试行）》的要求（沪卫应急[2013]4号）关于印
发《上海市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沪卫计委应急[2013]1号）关
于印发《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突发事件卫生计生监督应急处置预案（201
6年版）》的通知(沪卫卫监〔2016〕32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1、应急指挥中心设备与运维：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卫生监督的应急处置。2、投诉举
报中心设备与运维： 实现投诉举报过程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有效提高投诉举报处理的
效率。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招标管理办法》2、《经费使用审批权限管理制度》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

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立项时间：2019.07应急指挥中心升级与维护 开始实施时间 20
20.1 完成时间 2020.12投诉举报中心升级与维护 开始实施
时间 2020.1 完成时间 2020.12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为监督员工作提供有效支撑，提高卫生监督员的工作效率，更好地服
务管理相对人，树立卫生监督服务形象。保证962223电话24小时畅通。及时受理本
市卫生监督管辖的各类违法违规投诉举报，确保受理达标率达到100%。对受理的投诉举
报及时转办，及时转办率达100%。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724,9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24,9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935,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93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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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情况 合规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成本控制情况 有控制

实施管理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的建立情况 建立完善

制度、措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合理

相关制度和措施的执行情况 严格规范执行

产出目标

数量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180天

质量
维护作业计划完成率 =100%

设备完好率 >=90%

时效 驻场维护响应时间 20分钟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投诉举报受理达标率 =10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长效管理情况 建立完善

配套设施 硬件条件对项目发展作用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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