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检测中心

生物与安全检测技术研究经费

    根据《“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家环境
保护“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市技术基础与改革“十三五”规划》要求，生
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坚持以技术创新服务于科研创新的总方针，关注上海城市现代化过程
中的环境热点问题的前瞻性科技研究与技术标准化、致力于依托先进技术和国家化学品测
试GLP系列标准，积极参与解决上海乃至国家在后WTO时期遇到的贸易技术壁垒（支撑国际
公平贸易）、工业化学品毒性控制、生态毒性测试技术标准化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方向从
国际、国内大环境视角出发，满足国家和地方政府宏观政策制定和执法需求。
    实验室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在政府关注、百姓关心的各类环境问题以及与环境和健康关
联的工业化学品毒性监控、风险管控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根据国家相关部委和地方相关
责任部门要求进行符合国际趋势和国家管理方向的研发，努力进行自主创新的化学品毒性
管控科研与技术体系建设，以先进技术服务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监控；工业化学
品毒性管控；为本国化工企业的产品升级换代提供技术扶持，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
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 2011年第591号令）
、《实验室和检查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GB/T15481∶2000）、《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CL01）、《实验室认可规则》（CNAS-RL01）、《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2010年第7号令）、《化学品测试合格实验室导则
》（HJ/155-2004）、《良好实验室规范原则》(GB/T 22278-2008)、《关于进一步加强危
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监管工作的意见》（环发[2011]19号）、《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办
法》等。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承担全国环境和生态毒理专业学科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全国化学品毒性检测
技术标准化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为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及机构在二噁英监控和环保部
新化学物质管理等多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撑；确保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符合相关的法律法
规要求和认证认可机构的管理要求；确保实验室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有害废弃物的排
放，保护环境；开展专业人员能力培训；开展与实验室承担的国家和地方科研及标准化项
目战略方向相关的前期研究和预研究。



项目实施计
划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环境毒物监控技术和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460,000

检测新技术验证、标准化研究及交流协调 440,000

655,000

生态毒理学测试技术优化与体外替代评估体系
的建立

新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监控技术研究

433,8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3,332,62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3,305,496.63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1.项目实施符合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CMA/CNAS和GLP)的要求。
    2.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措施：1.完善GLP资质的管理体系，确立以17个OECD文献为基
础的国际化GLP方向；2.提高GLP管理的技术支撑水准；3.扩大国际比对范围(LGC和ERA)。
    3.实验室2019年生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科技研究指南明确列出了年度各项工作的具体
内容，是整个实验室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多年来实验室已经形成了项目专人负责，定期汇
报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项目年度计划，多学科专业组分工前提下的专人负责，以及实验
室技术例会、项目进度汇报等例行管理措施能够保证相关工作的顺利实施。
    4.其他制度保障：GLP、CNAS、CMA实验室管理体系、《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
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常务会议制度》（Q/JCZX TG2.01-2016)、《执行 “三重
一大”制度的实施办法》（Q/JCZX TG2.05-2017）、《预算管理制度》（Q/JCZX TG3.02-
2018）、《重大项目申报管理办法》（Q/JCZX TG3.03-2016）、《大额资金使用申请管理
办法》（Q/JCZX TG3.04-2016）、《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Q/JCZX TG3.05-
2017）、《支出管理制度》（Q/JCZX TG4.04-2018）、《采购管理制度》（Q/JCZX
TG5.02-2018）、《供应商管理制度》（Q/JCZX TG5.03-2018）、《合同管理制度》
（Q/JCZX TG6.02-2018）、《资产管理制度》（Q/JCZX TG7.02-2018）、《财政管理工作
绩效考核实施细则》（Q/JCZX TG9.03-2018）、《安全管理责任制度》（Q/JCZX BZ4.01-
2018）、《气体使用及安全管理规范》（Q/JCZX BZ4.02-2018）、《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制度》（Q/JCZX BZ4.03-2018）、《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上海市检
测中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突发事件处理规定》（ Q/JCZX BZ4.04-2018）
、《物业管理手册》。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关规定，本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由预算执
行部门负责，其他业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涉及到的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建设项目、
合同、收支等各业务环节落实分权制衡要求，经费执行根据内部审批权限实施，以确保预
算编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上海市检测中心已建立常务会议决策、预算与采购议事会协调等工作机制，保障预算
编制工作有序进行，对特殊复杂项目，必须在预算编制前进行方案评审，完成方案评审后
方可进入资金评审。
    管理系统平台：市检测中心全效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总预算（元） 3,196,5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3,196,500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运行经费 1,207,700

    本项目计划启动时间为2019年1月；计划完成50%的时间为2019年6月；计划全部完成时
间为2019年12月。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金投入管理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100%

效果目标

检测技术研发和
标准化方法验证
通过率

实验室质量体系
标准化建设

社会效益目标

100%

投入和管理
目标

健全并执行

及时

财务监控有效性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及执行情况

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及执行情况

有害废物合法处
置率

GLP\CNAS\CMA检
查通过率

预研计划完成及
时性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目标

安全事故发生率

研发新的检测方
法

≥1项

指标目标值

有效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100%

更加优化

健全并执行

三级指标

    本项目的开展将持续保持上海市检测中心在生态毒理学和标准测试技术上的国内领先
地位，持续改进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善不同的质量管理体系，并分离 CMA/CNAS和
GLP的功能；启动GLP质量体系国际化；完成国家质量保障体系考核；扩大国际比对范围。
    相关项目的开展从宏观-微观结合的角度，关注城市现代化管理中公共安全的新问题以
及控制问题、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不断更新和提高技术能力，为国家相关部委在环境领
域的政策制定和风险防控提供技术方案，继续为苏州河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二噁英环境
排放监管及市政府应急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撑。

预研计划完成率

0

100%

    学科前沿研究和检测技术应用转化是需要一个基础保障的。在本项目的基础保障下，
实验室获得并保持了以下能力，社会效益反映在以下6个方面：1.实验室持续保持
GLP\CNAS\CMA三大质量体系的正常运行；持续通过三项质量保证体系的各类检查、考核；
2.以全面的质量体系为依托，保证实验室有质量地完成城市管理上的POPs监控、化学物质
管理等技术支撑；3.进行区域性的二噁英类毒物的监控，所采用的快速-确认技术组合水平
国内领先，为保护环境和人群健康提供管理和社会公益方面的技术支持；4.推动我国的化
学品毒性检测技术标准化并与国际标准接轨，有效对应出口“绿色壁垒”；5.对新研发的
化学品生态毒性测试替代方法进行鱼类毒性的相关性验证；6.为在研和预研的国家科研项
目、标准研究项目、社会服务项目科学，有效地按计划完成提供质量保证。

分解目标

≥98%

规范

预算执行率

采购规范性

产出目标



备注

参与

影响力目标

应用

完备档案管理完备性

参与国家部委和
上海市政府部门
的相关项目

效果目标

技术研究应用情
况

社会效益目标

长效管理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21世纪初，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组建具有政府实验室性质的上海市检测中心,市主
要领导指出:要坚持“资源共享，资产整合”的原则，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充分体现计量
检验检测事业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点，整合社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要按照“一流装备，
一流技术，一流服务”的要求，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重点做好设备和人才的配备
工作，高起点、高水平稳步推进检测中心建设进程。
    实验室检验检测专用仪器是功能试验区和专业实验室的重要基础设备，是园区维持服务
科创中心建设能力和为政府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的决定因素，公共设施设备是确保中心园区安
全平稳高效运行的有力保障。对园区内的建筑物和公共设施设备进行年度维护保养和维修以
及保障各实验室专用仪器设备正常运行是中心重要的工作内容。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检测中心

检测科技园区固定资产维护保养及维修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
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项目概况

    本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保障中心张江园区建筑（构筑物）和公共设施设备、专用仪器设备
的正常使用，用于园区公共部位及184个专业功能实验区、536个现代化实验室计量检验检测
专用设备的维护维修，确保中心张江园区的安全平稳运行。
    由于园区2006年落成使用至今已运行超过十二年，在运行过程中，实验楼宇出现下沉、
开裂等老化现象，设备老化现象也屡见不鲜，需进行定期的维护和维修工作。
    对中心园区内的专用仪器设备进行维护和维修，定期开展实验室检测检验类仪器检定、
校准工作，也是保证园区及实验室工作正常开展的重要内容。

立项依据

    建筑物和公共设施设备：《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32146.1-2015）、《资产管理制度》（Q/JCZX TG7.02-2018)、《安全管理责任制度》
（Q/JCZX BZ4.01-2018）、《突发事件处理规定》（ Q/JCZX BZ4.04-2018）、《上海市检测
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
    专用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依据国家相关法制计量范畴的规定，对计量检测类仪器进行周
期检定、校准比对；国家计量法及相关规章规定，不允许使用超周期仪器开展工作。周期检
定或校准主要依据检定证书或校准报告出具的检定日期及有效期进行检定或校准。
    收费标准参照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调整计量检定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
[2002]1512号）。
    专用仪器设备维护维修：根据历年维护维修情况，与各实验室仪器供应商谈判确定批次
维护维修费用。
    资产管理系统维护：《上海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规程》（沪
财教[2015]65号）实施。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保障：GLP、CNAS、CMA实验室管理体系、《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
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常务会议制度》（Q/JCZX TG2.01-2016)、《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
的实施办法》（Q/JCZX TG2.05-2017）、《预算管理制度》（Q/JCZX TG3.02-2018）、《重
大项目申报管理办法》（Q/JCZX TG3.03-2016）、《大额资金使用申请管理办法》（Q/JCZX
TG3.04-2016）、《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Q/JCZX TG3.05-2017）、《支出管理
制度》（Q/JCZX TG4.04-2018）、《采购管理制度》（Q/JCZX TG5.02-2018）、《供应商管
理制度》（Q/JCZX TG5.03-2018）、《合同管理制度》（Q/JCZX TG6.02-2018）、《资产管
理制度》（Q/JCZX TG7.02-2018）、《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实施细则》（Q/JCZX TG9.03-
2018）、《安全管理责任制度》（Q/JCZX BZ4.01-2018）、《气体使用及安全管理规范》
（Q/JCZX BZ4.02-2018）、《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Q/JCZX BZ4.03-2018）、《
突发事件处理规定》（Q/JCZX BZ4.04-2018）、《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上
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物业管理手册》。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关规定，本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由预算执行
部门负责，其他业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涉及到的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建设项目、合同
、收支等各业务环节落实分权制衡要求，经费执行根据内部审批权限实施，以确保预算编制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上海市检测中心已建立常务会议决策、预算与采购议事会协调等工作机制，保障预算编
制工作有序进行，对特殊复杂项目，必须在预算编制前进行方案评审，完成方案评审后方可
进入资金评审。
    管理系统平台：市检测中心全效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总预算（元） 11,283,038 项目当年预算（元） 11,283,038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楼宇维修维护费 177,219

应急维修费 2,200,000

实验室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专业维护、维修费 3,700,910

空调设施设备维修维护费

机电设施设备维修维护费

电力设施设备维修维护费

安全保障费

1,20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0,331,415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10,154,615.46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966,333

528,769

289,564

668,266

公共配套设施维修费

维修维护零部件、耗材及备件采购费

实验室检测检验类仪器周期检定、校准比对费
用

198,192

1,353,785



项目实施计
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投入和管理
目标

财务管理

资金投入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情况

资金支付及时性

预算执行率

采购规范性

合规

健全并执行

及时

≥96%

合理

完备

规范

财务监控有效性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同管理完备性

有效

    上海市检测中心2019年检测科技园区固定资产维护保养及维修项目工作将有序安排进
行：维修保养类项目按周、月、季度、年度保养计划实施维修保养，以保证设备运行正常；
根据园区实际运行情况，将安排在合理时间段施工；根据市相关采购要求和规定确定采购供
应商。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完成年度维护保养项目，检测科技园区固定资产维护保养及维修费用以保障中心张江园
区公共设施设备及专用仪器设备的正常高效使用。保证园区建筑物和公共设施设备完好，保
障3亿元（约1400台套）专用仪器设备状态完好率达90%以上。

    项目开始实施日期为2019年1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检测科技园区固定资
产维护保养及维修项目工作将安排有序进行：
    一、建筑与建筑设备维护保养及维修实施计划：
    1.维修保养类项目按周、月、季度、年度保养计划实施维修保养，以保证设备运行正
常；
    2.突发故障修理应及时处置；
    3.根据园区实际运行情况，将安排在合理时间段施工；
    4.根据市相关采购要求和规定确定采购供应商。
    二、检定校准比对实施计划：
    1.实验室检测检验类仪器周期检定、校准比对通过政府采购确认供应商，根据2019年度
实施计划组织实施。
    2.药品食品包装检测检验类仪器周期检定、校准比对个别仪器直接与服务单位签订检定
校准合同，完成后付款。
    3.按2019年度仪器检定校准计划送检，完成检定校准仪器数。
    三、实验室检验检测仪器设备专业维护、维修费实施计划：
    1.仪器维保维修项目合同用于涉及的专用仪器设备的清洗、调节、检查、测试系统，更
换特殊易损配件等常规运行维护，降低仪器出现故障的机率，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减少故障
停机时间。
    2.对仪器突发性故障维修及时处理并落实重要仪器设备维修经费。

例会召开情况 召开



质量

社会效益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建筑与建筑设备
维护维修工作完
成率

投入和管理
目标

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情况

健全并执行

项目实施管理

维护保养与维修
计划制定情况

制定

影响力目标

信息化建设健全
性

健全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长效管理

效果目标

建筑设备重大故
障发生次数

0

利益相关方满意
度

≥80%

时效

数量

设备完好率

检定、校准工作
完成及时性

维护保养及维修
及时性

产出目标

100%

100%

≥95%

及时

及时

专用仪器检定校
准完成率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检测中心

检测科技园区基础物业管理费及运行管理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保障中心张江园区实验室群正常运行。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
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上海市检测中心一期项目建成后，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和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等单位成为园区入驻机构。现共建有184个专业功能块和
536个实验室，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其中既有建筑面积约为6.965万平方米，包含行政管
理楼、计量测试业务楼、食品药品实验楼、机械实验楼、理化分析实验楼、动物房等13栋建
筑单体，园区内已建有给排水系统、动力系统、配电设备、空调系统、电梯设备、智能化等
系统。综合类检验检测科技园区正服务于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助推产业升级转型发展、促进
科技创新与创业发展、增强社会民生安全保障力。
    该项目需通过保障园区内种类繁多、高精尖实验室的环境要求，为各入驻单位提升技术
能力、加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检测科技园区基础物业管理费及运行管理费覆盖园区日常
物业管理、建筑物管理、公共设施设备管理、保洁、绿化和公共秩序维护等工作。
    该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检测科技园区及实验室配套物业管理费;2.检测科技园区接
驳租赁费;3.污染设施运营管理费;4.消防设施管理费;5.污水站排污及运行费;6.中央集控系
统运行专业管理费;7.实验室工控环境安全技术服务等。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第1部分：通用要求》（GB/T32146.1-2015）、《
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JGJ91-9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
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版）《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
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公共建
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沪府令[2016]
第44号）《上海市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办法》《上海市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等级管理暂行办法
》等。
    《上海市检测中心“十三五”绿色智慧合作共享园区建设规划》《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
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安全风险管理手册》



项目实施计
划

项目总目标

120,000

358,000

448,000

979,680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保障：GLP、CNAS、CMA实验室管理体系、《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
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常务会议制度》（Q/JCZX TG2.01-2016)、《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
的实施办法》（Q/JCZX TG2.05-2017）、《预算管理制度》（Q/JCZX TG3.02-2018）、《重
大项目申报管理办法》（Q/JCZX TG3.03-2016）、《大额资金使用申请管理办法》（Q/JCZX
TG3.04-2016）、《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Q/JCZX TG3.05-2017）、《支出管理
制度》（Q/JCZX TG4.04-2018）、《采购管理制度》（Q/JCZX TG5.02-2018）、《供应商管
理制度》（Q/JCZX TG5.03-2018）、《合同管理制度》（Q/JCZX TG6.02-2018）、《资产管
理制度》（Q/JCZX TG7.02-2018）、《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实施细则》（Q/JCZX TG9.03-
2018）、《安全管理责任制度》（Q/JCZX BZ4.01-2018）、《气体使用及安全管理规范》
（Q/JCZX BZ4.02-2018）、《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Q/JCZX BZ4.03-2018）、《
突发事件处理规定》（ Q/JCZX BZ4.04-2018）、《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
手册》《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物业管理手册》。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关规定，本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由预算执行
部门负责，其他业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涉及到的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建设项目、合同
、收支等各业务环节落实分权制衡要求，经费执行根据内部审批权限实施，以确保预算编制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上海市检测中心已建立常务会议决策、预算与采购议事会协调等工作机制，保障预算编
制工作有序进行，对特殊复杂项目，必须在预算编制前进行方案评审，完成方案评审后方可
进入资金评审。
    管理系统平台：市检测中心全效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总预算（元） 17,562,876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562,876

3,012,000

检测科技园区及实验室配套物业管理费 12,223,196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8,573,069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18,526,793.78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实验室工控环境安全技术服务

污水站排污及运行

污染设施运营管理费

检测科技园区接驳服务费

消防设施管理费 422,000

中央集控系统运行专业管理费

    项目开始实施日期为2019月1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安全
风险管理手册》等，对园区内所有实验楼宇、公共设备设施及其他服务提出计划，并制定规
章制度、投入人力物力保障有效实施。

    保障张江园区实现物业综合管理、建筑物管理、保洁、绿化和公共秩序维护和实验室环
境温湿度控制等正常运转。



年度绩效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金投入管理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数量

质量

时效

合规

健全及执行有效

投入和管理
目标

财务监控有效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情况

有效

合规

健全及执行有效

≥99%

完备

    根据《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落实政府采购或其
他规范的采购方式，确定各项目供应商，并签订服务合同，合同签订率达100%。各服务商按
合同中约定配备服务团队，履行合同内容，并按要求开展全年项目涉及的管理工作，落实人
员考勤及运维服务的记录和总结工作。通过各专业运维服务商的运维服务，保障张江园区正
常运营，保障实验室工作顺利开展。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人员配备情况 按合同配备

应急预案制定情
况

制定

预算执行率

合同管理完备性

政府采购合规性

运行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有效
性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应急事故处置及
时性

产出目标

运行保障服务计
划完成率

基础物业管理工
作完成率

运行保障服务验
收达标率

基础物业服务验
收达标率

园区安全事故数

基础物业管理及
时性

有责投诉情况

运行保障服务及
时性

0起

0起

100%

100%

100%

100%

及时

及时

及时



满意度目标

人力资源

备注

效果目标

利益相关方满意
度

影响力目标

培训工作完成情
况

≥12次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长效管理

信息平台建设及
使用情况

建立、健全并使用

≥80.00%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公用事业收费标准》
   《上海市检测中心“十三五”绿色智慧合作共享园区建设规划》《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
办法》《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上海市检测中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检测中心

检测科技园区能耗及相关费用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
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1/1 结束时间 2019/12/31

    作为资源集聚效应显著、专业检测优势明显、公共服务功能完备的综合实验园区，上海市
检测中心按照上海市政府对全市计量检测检验等公共事业的综合要求，根据政府部门的授权或
委托，负责整合共性技术基础资源，优化检验检测资源配置, 开展有关政府公共事务领域的检
测技术研究和公共检测服务。上海市检测中心一期项目建成后，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和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测试所等单位成为园区入驻机构。现共建有
184个专业功能块和536个实验室，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其中既有建筑面积约为6.965万平
方米，包含行政管理楼、计量测试业务楼、食品药品实验楼、机械实验楼、理化分析实验楼、
动物房等13栋建筑单体，园区内已建有给排水系统、动力系统、配电设备、空调系统、电梯设
备、智能化等系统。运行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电力、水和天然气等资源。
    该项目主要包括两项内容：1.园区用水、电、煤、通讯费；2.供电高压、防雷、电梯、火
灾联网等检测费。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为满足计量检验检测实验室环境控制要求，为政府科学决策与宏观管理提供依据和技术支
撑，园区内专业实验室运转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电力、水和天然气等资源，尤其是电力资源。
市检测中心每年安排用于保障园区供电的经费在全部能耗使用费所占比重超过80%，用以保障
各专业实验室特殊环境要求的技术服务，确保园区内公共区域设施设备正常使用，保障园区正
常运行。响应市节能降耗号召，加强能源利用率。同时，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相关行业规
定，每年对供电高压、防雷、电梯、火灾联网等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和其他
设施设备通过权威性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有效提高设备的安全性，保障园区员工生命
安全和实验室正常运行。



项目实施计
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
标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保障：GLP、CNAS、CMA实验室管理体系、《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
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常务会议制度》（Q/JCZX TG2.01-2016)、《执行 “三重一大”制度的
实施办法》（Q/JCZX TG2.05-2017）、《预算管理制度》（Q/JCZX TG3.02-2018）、《重大项
目申报管理办法》（Q/JCZX TG3.03-2016）、《大额资金使用申请管理办法》（Q/JCZX
TG3.04-2016）、《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Q/JCZX TG3.05-2017）、《支出管理
制度》（Q/JCZX TG4.04-2018）、《采购管理制度》（Q/JCZX TG5.02-2018）、《供应商管理
制度》（Q/JCZX TG5.03-2018）、《合同管理制度》（Q/JCZX TG6.02-2018）、《资产管理制
度》（Q/JCZX TG7.02-2018）、《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实施细则》（Q/JCZX TG9.03-2018）
、《安全管理责任制度》（Q/JCZX BZ4.01-2018）、《气体使用及安全管理规范》（Q/JCZX
BZ4.02-2018）、《园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Q/JCZX BZ4.03-2018）、《突发事件处
理规定》（ Q/JCZX BZ4.04-2018）、《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上海市检测中
心张江园区精细化运行管理手册》、《物业管理手册》；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关规定，本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由预算执行部
门负责，其他业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涉及到的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建设项目、合同、收
支等各业务环节落实分权制衡要求，经费执行根据内部审批权限实施，以确保预算编制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上海市检测中心已建立常务会议决策、预算与采购议事会协调等工作机制，保障预算编制
工作有序进行，对特殊复杂项目，必须在预算编制前进行方案评审，完成方案评审后方可进入
资金评审。
    管理系统平台：市检测中心全效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总预算（元） 15,075,494 项目当年预算（元） 15,075,494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5,255,552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15,200,831.63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园区用水、电、煤、通讯费 14,630,000

供电高压、防雷、电梯、火灾联网等检测费 445,494

    项目开始实施日期为2019年1月1日，结束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全年按照账单缴纳水、
电、煤及通讯费并按照计划完成供电高压、防雷、电梯、火灾联网等检测。

    检测科技园区能耗使用费用以确保园区供电、供水、燃气等基本配套，保证园区安全用电
、不出现安全事故，保证专业实验室所需的特殊环境需求，确保检测科技园区的正常运行。

    加强各专项资金的管理，保障资金充足率和资金投入的时效性，做到专款专用；确保供电
、供水质量，及时排除用电、用水故障；充分利用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合理安排冰蓄冷机组蓄
冰时间，削峰填谷，提高电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降低电费；加强长效机制建设，提高节能
减排政策宣传力度和能耗监控工作；按计划完成公共设施的定期检修任务，保证中心的公共安
全，做好应急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资金投入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生态效益目标

满意度目标

备注

时效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可持续目标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
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情况

健全及执行有效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经费支付及时性 及时

预算执行率 ≥99%

采购规范性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性及执行有效
性

健全及执行有效

检测项目完成及
时性

及时

安全事故发生数 0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故障抢修及时率 100%

意外断电、断水
、断煤、通讯中
断次数

≤5次

节能达标 既有建筑群能耗在限额标准下

检测项目计划完
成率

100%

检测项目通过率 100%

影响力目标

信息平台建设及
使用情况

建立且使用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节能宣传力度 持续增强

利益相关方满意
度

≥85%



项目名称

资金用途

开始时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上海市检测中心自行筹建的生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根据“拾遗补缺”理念，立足政府
监管盲区及检测行业“空白”领域，在科研、标准制订、检测服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实验室建立了有毒有害物质生态毒性测试与风险评估及化学品生态毒性检测技术体系，在
国内首次建立了系统、完整的二噁英类化合物检测、预警系统。由实验室主持制定的具有
我国自主核心技术的国家标准《化学品 稀有鮈鲫急性毒性试验》，将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
“中国鱼”稀有鮈鲫推上了世界标准舞台，弥补了中国化学品安全管理短板。实验室持续
为苏州河生态环境治理和恢复、二噁英环境排放监管及市政府应急处理等提供技术支撑，
并以国家化学品合格实验室质量体系标准制定者的身份，为行业的国际化和中国管理融入
全球公认的化学品安全性管理体系提供源头性、基础性的支持。项目是维持实验室开展预
研究的基础。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9年）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检测中心

生物与安全检测实验室设备添置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
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2019/2/1 结束时间 2019/6/30

    摇瓶O2/pH测量系统1台；试验生物养殖系统1套

项目设立的
必要性

    摇瓶O2/pH测量系统：生物降解试验是实验室检测项目的主要类型之一，在化学品的环
境行为评估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代溶氧测试系统是降解试验的必备装置。目前，实
验室可用的溶氧测试系统随着试验通量的增加而日趋紧张，且无法做到在试验周期（28
天）溶氧的连续监控；新购的溶氧测试系统（摇瓶O2/pH测量系统）可连续监控生物降解试
验（301D）整个试验周期内各测试组溶解氧的变化，无需分装至多达100个测试样品瓶，大
大提高试验效率，减少人力消耗。而且试验条件稳定可靠，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新购摇瓶O2/pH测量系统为一整套降解试验设备，包括摇瓶读数表、可充电电池（左右
两侧各一）、兼容US/EU的充电器、USB蓝牙适配器（连接电脑）以及相关工具和操作软件
等。
    试验生物养殖系统：生态毒理学中, 以某种具有代表性的生物作为实验材料研究污染
物对环境的影响是最为常见的方法，获得的实验数据可用于判定污染物的毒性等级及评价
其在环境中的风险。水体环境作为整体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不同的水生生物进行
试验暴露，在污染物毒性研究和控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实验室目前建立了一整套不同营养等级的水生生物养殖和暴露系统，涉及的物种有5-6
种（如，单细胞藻类、无脊椎浮游动物以及脊椎动物鱼类等），已开发各类技术方法11
项，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3项，起草相关国家标准3项。
    上述系统覆盖多个水生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无论是养殖过程还是暴露过程，对水质
进行有效的监控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实验室之前配置了相关水质分析仪器，但随着技
术能力的拓宽以及试验生物种类的扩大，已有设备的通量几近饱和，部分仪器的电极、卤
素灯、光栅等已老化损坏，经反复维修仍难以达到要求，因此急需购买符合要求的设备，
作为实验室生物养殖及暴露系统的保障，也为后续新技术能力开发做铺垫。



项目实施计
划

项目总目标

年度绩效目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健全并执行
财务管理制度健
全及执行情况

投入和管理
目标

财务监控有效性 有效财务管理

保证项目实
施的制度、
措施

    制度保障：GLP、CNAS、CMA实验室管理体系、《上海市2019-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
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常务会议制度》（Q/JCZX TG2.01-2016)、《执行 “三重一大”
制度的实施办法》（Q/JCZX TG2.05-2017）、《预算管理制度》（Q/JCZX TG3.02-2018）
、《重大项目申报管理办法》（Q/JCZX TG3.03-2016）、《大额资金使用申请管理办法》
（Q/JCZX TG3.04-2016）、《财政项目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Q/JCZX TG3.05-2017）
、《支出管理制度》（Q/JCZX TG4.04-2018）、《采购管理制度》（Q/JCZX TG5.02-
2018）、《供应商管理制度》（Q/JCZX TG5.03-2018）、《合同管理制度》（Q/JCZX
TG6.02-2018）、《资产管理制度》（Q/JCZX TG7.02-2018）、《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实
施细则》（Q/JCZX TG9.03-2018）、《上海市检测中心实验室管理需求》。
    根据上海市检测中心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有关规定，本项目预算经费的使用由预算执
行部门负责，其他业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对涉及到的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建设项目、
合同、收支等各业务环节落实分权制衡要求，经费执行根据内部审批权限实施，以确保预
算编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上海市检测中心已建立常务会议决策、预算与采购议事会协调等工作机制，保障预算
编制工作有序进行，对特殊复杂项目，必须在预算编制前进行方案评审，完成方案评审后
方可进入资金评审。
    管理系统平台：市检测中心全效信息管理系统。

项目总预算（元） 784,0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784,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

数（元）
170,000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
入资金构成

摇瓶O2/pH测量系统 320,000

试验生物养殖系统 464,000

    摇瓶O2/pH测量系统1台；试验生物养殖系统1套计划采购实施时间为2019年2月，计划
完成时间为2019年6月。

    完成1台摇瓶O2/pH测量系统、1套试验生物养殖系统采购。

    完成1台摇瓶O2/pH测量系统、1套试验生物养殖系统采购。

分解目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



资金投入管理

数量目标

质量目标

时效目标

可持续目标

人力资源

配套设施

备注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投入和管理
目标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及执行情况

健全并执行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财务管理

项目实施管理

产出目标

采购设备数 2（台）套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采购完成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实验室仪器自动
化程度

提升

提升实验室的技
术能力

提升

社会效益目标

影响力目标

设备维护机制健
全性

健全

配套设施支持度 支持度高

技术人员培训情
况

培训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