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研究及

预警能力建设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和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769050.00 2149100.00 2,089,944.40 10 97.25% 9.7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69050.00 2149100.00 2089944.4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在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质量评估方面，对2
022年本市上报的20000份报告进行质
量评估，为分析报告质量缺陷、提升报告质量
提供基础。对已完成质量评估的2021年上
报的个例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完成分析报告
。 二、在重点品种监测分析方面，开展基本
药物、疫苗、抗肿瘤药物、化妆品等重点品种
监测，开展哨点医院用药频次及不良反应报告
监测趋势分析跟踪研究，采集20家本市二三
级哨点医疗机构的药品不良反应及月度药品使
用数据信息，进行数据规整，对比分析，筛选
关注品种。 三、在宣传培训、信息交流方面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7月15日进行网络集中
培训一次，参加人数1000余人，进一步提
升基层单位不良反应监测人员业务能力，编撰
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通讯，出版了4期，
沟通交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动态、政策法
规变动、国内外安全信息等。四、在药品安全
性及药物滥用分析评价方面，2022年共研
判19个风险信号，提交国家中心8个风险信
号，国家中心经研判：拟开展评价3个，企业
自评2个，继续监测1个。完成国家中心委托
评价克唑替尼的安全性。配合国家中心，收集
12家企业10个品种的安全性资料，征求2
5家企业14个品类的说明书修订意见。组织
4次临床专家会研讨药品风险，2次药物滥用
会议研讨交流药物滥用新形势。对辖区188
家MAH，478人完成“上海市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专业知识培训暨药
物警戒技术研讨会”并完成考核。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质量

评估完成量
=20000份 200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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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打字机文本
通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评价研究，提升预警能力，及时 
发现潜在风险并预警，保障本市药品使用安全；提升高风险品种 
的临床关注度，降低高危人群用药风险；提升本市药品不良反应 
监测能力，督促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公众对药品不良反 
应的认识。通过药物滥用监测工作，及时发现和分析药物滥用新 
形势，为禁毒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品种监测分析完成

量

=5项 5 5 5

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通讯
=4期 4 5 5

疫苗分析报告 =12份 12 5 5

宣传培训、信息交流完

成情况
=1次 1 5 5

药物警戒检查完成情况 >=30家 41 5 5

专业领域专家座谈会、

研讨会计划完成率
=2次 3 5 5

药物滥用监测宣传活动 =1次 1 5 5

质量指标 评估分析报告质量 质量符合要求 质量符合要求 3 3

时效指标
完成及时性

开展
评估、分析、研究报告按照工作计划及时按照工作计划及时

开展
3 3

信息采集及时率 每季度 每季度 4 4

药品监测信息处置及时

性
及时发现、处置 及时发现、处置 5 5

提升药品从业人员专业

技能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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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监测网络覆盖面 全覆盖 全覆盖 5 5

公众药物滥用预防知识

普及度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多种形式定期开展信息沟通交流 多种形式定期开展 5 5

监测能力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包括

主管单位、医疗机构、

企业、公众

>=85% 99.83 10 10

总分 100 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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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械化安全舆情监测与研究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和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0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0000.00 320000.00 3200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加强对本市药械化安全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准确判断、有效引导，以
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积极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药品安全监管事
业的发展重要意义。通过药品监管部门权威监管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引
导舆情向符合科学态度和尊重客观事实的方向发展，对错误的舆论进行及时
的纠正和转变。通过不断提升舆情发现、研判、处置能力，重视舆情的实体
处置，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及时回应新闻媒体和公众关切，确保本市药
械化安全舆情应对处置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为促进药械化安全监管工作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全年完成《舆情速递》（日报）240余期、
《一周药品舆情要闻》（周报）48期、《月
度药品舆情分析报告》（月报）12期、《年
度药品舆情分析报告》（年报）1期。涉及本
市突发药品安全舆情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等情
况，完成《舆情快报》、《舆情专报》若干期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日药械化舆情速递 >=240篇 247 10 10

每周药械化舆情要闻报

告
>=48篇 48 8 8

月度药械化舆情分析报

告
>=12篇 12 10 9

分析报告的撰写质
量还需要进一步提

高

年度药械化舆情分析报

告
=1篇 1 2 2

质量指标

关键信息覆盖率 >=90% 93 5 5

热点事件覆盖率 >=90% 96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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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关键渠道覆盖率 >=90% 96 3 2
需要加强对各类媒
体渠道的搜索范围

时效指标
舆情监测报告提交及时

性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率 <=100% 100% 3 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媒体报道负面舆情监测

覆盖率
>=90% 92 7 6

舆情监测能力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

舆情应对处置合格率 >=90% 96 8 8

行政监管工作支撑性 有效支撑 有效支撑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舆情监测能力 不断提高 有所提高 4 3
舆情监测能力还需

要进一步提高

舆情监测研究能力 不断提高 有所提高 3 3

舆情服务机制 不断优化 有所提高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舆情报告使用者满意度 不断提高 有所提高 5 5

市民药械化舆论环境满

意度
不断提高 有所提高 5 4

把药械化舆情监测
工作质量进一步提

高

总分 100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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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械化安全与监管政策研究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和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90100.00 783900.00 772,499.16 10 98.55% 9.8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90100.00 783900.00 772499.1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深入开展“两品一械”安全监管政策战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深入开展“两品一械”安全监管政策战略研究
，完成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年报（20
21年年报）、《上海药品监管情报研究》（
双月刊）6期，《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状况
报告》《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发展报告》《国内
外药品研发报告》《上海化妆品产业报告》并
发送至药监系统，全年完成《药械化监管研究
》共计12份并发送至药监系统，为政府决策
提供政策建议。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行业发展与政策研究报

告
=4份 4 10 10

监管科学理论与技术应

用研究报告
=2份 2 10 10

政策评估与决策研究报

告
=1份 1 5 5

质量指标

结项评审通过率 =100% 100% 5 5

评审意见修订情况 按意见修订 按意见修订 5 5

时效指标 课题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9.5
受新冠疫情影响，
部分课题在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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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成本指标 成本费用控制率 符合相关标准 符合相关标准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相关成果报告 >=7篇 12 10 10

研究成果应用情况 有效应用 有效应用 10 9
研究成果应用是间

接的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5 5

研究人员能力提升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监管部门满意度 >=85% >=85% 10 10

总分 100 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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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评价研

究及预警能力建设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和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514600.00 435500.00 433,352.40 10 99.51% 9.9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14600.00 435500.00 433352.4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   

                其他资金 0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每季度形成一份二类、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安全性信息研究报告，每月完
成月度监测动态。2、2022年初完成2021年度高风险、植入类产品
预警信号筛选与分析评价，形成研究报告。3、举办1次培训。4、医疗器
械宣传周宣传1次。5、完成4期《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通讯》，每季度
一期，每期印刷发放至监管部门、企业、医院。6、及时根据风险召开专家
研判。

1、2022年每季度完成一份“二类、创新
产品安全性信息分析报告”，一共完成4份，
及时的发现并处置本市审批的医疗器械风险。
支出项目费40000元。 2.、形成医疗
器械注册人监测情况风险评分和风险信号管理
研究报告，经费100000元； 3、举办
培训3次（2022年1月，对各区中心举办
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培训；2022年9月对本
市注册人及各区监测人员开展法规和专业知识
培训，近900位学员参加考试，考核成绩平
均94分。2022年11月对各区监测人员
开展监测系统实操培训和欧盟医疗器械警戒培
训）； 4、完成2021年第4期《上海市
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通讯》，2022年第
1-3期《上海市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工作
简讯》（由于疫情原因和经费减持，以及印刷
费用的增加，2021年第4期《上海市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通讯》为2500本，20
22年1-3期《上海市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
测工作简讯》每期为2000本，且2022
年第1、2期《上海市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工作简讯》合并发行）； 5、2022年1
2月就经导管瓣膜置换系统风险情况组织专家
进行研判（函审）。2022年9月召开一次
性防护服专家评估会。共使用专家费5800
元（因经费压缩，专家费由10000元压缩
至6000元）。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数量指标

完成培训次数 =1次 3 10 10

参加宣传周活动 =1次 1 10 10

培训考核结业通过率 >=90% 97%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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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报告通过率 =100% 100% 5 5

培训覆盖面 >=8个辖区 16 5 5

期刊板块内容健全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完成《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监测通讯》
每季度 每季度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百万人口报告数 >=400份 486 15 15

从业人员法规知晓度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9.5% 10 10

总分 100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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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研究

及预警能力建设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和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监测

中心

项目资金
（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763750.00 659000.00 659,000.00 10 100.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63750.00 659000.00 6590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监测评价研究，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保障本市
化妆品使用安全；推动化妆品行业发展，保障公众美丽人生；提升本市化妆
品不良反应监测能力，督促生产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公众对化妆品不良
反应的认识。

一、在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采集及评价分析质
量管控方面，开展化妆品年度、季度、月度报
告分析，定期对2021年化妆品不良反应监
测情况进行分析，完成月度报告12份，季度
报告4份，年度报告1份；收集2022年化
妆品不良反应报告实际收集3740份，并对
个例报告进行初步审核、评价。开展2家新认
定化妆品哨点医院建设，提升报告收集、上报
能力及质量。 二、在重点品种监测分析方面
，开展化妆品常见致病成分筛查和分析、诊断
性斑贴实验等工作。 三、在宣传培训、信息
交流方面，开展525宣传活动，8月开展为
期一周的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业务及法规网络
集中培训一次，参加人数1500余人，进一
步提升生产企业不良反应监测人员业务能力，
编撰出版上海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通讯（季
刊）4期，沟通交流化妆品监测工作动态、政
策法规变动、国内外安全信息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采

集及评价分析质量管控

完成量

>=2400份 3740 10 10

上海市化妆品不良反应

监测通讯
=4期 4 10 10

化妆品专项分析报告 =2份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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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宣传培训、信息交流完

成情况

=1次 1 5 5

质量指标 化妆品个例报告评分 >=75分 94.52 10 10

时效指标
按照工作计划及时评估、分析、研究报告

完成及时性
开展

按照工作计划及时
开展

10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化妆品监测信息处置及

时性
及时发现、处置 及时发现、处置 10 10

提升化妆品从业人员专

业技能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0 10

监测网络覆盖面 全覆盖 全覆盖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多种形式定期开展信息沟通交流 多种形式定期开展 5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率，包括

主管单位、医疗机构、

企业、公众

>=85% 99.83% 10 10

总分 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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