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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品监督管理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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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700.00 878700.00 711,833.16 10 81.01% 8.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78700.01298700.00 0 71183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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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完成全年度“上海市药品经营企业执业药师数据库”的维护管理工作。
2、完成全年度本市药师信息的维护管理工作，提交总结报告。3、根据全
市零售药店新开许可数据，完成为新开零售药店的家庭废弃药品回收箱的制
作和发放，并提交具体发放清单和对账单。4、每月完成退烧止咳实名登记
短信对账单，年底通过数据后台对全年信息数据进行比对；5、向本市在产
疫苗生产企业全覆盖派驻检查员，开展派驻检查。6、完成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药品注册核查的工作。

顺利完成年度抽检计划，全年共完成对本市在
产制剂品种全覆盖抽检，覆盖率100%。为
提高抽样人员业务能力，对基层抽样人员开展
为期5天的业务培训，采用理论学习、现场实
操及交流讨论等方式不断提高抽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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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家药品飞检企业家次 次 179家次 5 5

>=80完成飞行检查报告 份 179份 5 5

>=250万
退烧止咳药购药者实名

认证短信数量

条 2406904条 5 4

原因：受疫情影响
，患者购药方式发

生改变，现场购药
短信认证数量有所
下降；去年12月

起不再要求止咳药
购药短信验证。

=100
本市在产疫苗生产企业

派驻率
% 100% 5 5

>=250
零售药店家庭废弃药品

回收箱制作个数

个 180个 5 3

原因：受疫情影响
，新增零售药店数
量小于预期。改进
措施：结合实际情
况估算数量指标，
并保证废弃药箱全

覆盖。

缺陷整改率 =100% 10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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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质量指标
=100

完成疫苗生产企业派驻

检查工作
% 100% 5 5

>=90
退烧止咳药购药者实名

认证短信送达率
% 100% 5 5

时效指标 2022年12月
底

工作计划完成率
前

2022年12月
底前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
药品生产企业违法行为

震摄力
持 保持 10 10

逐步提药品生产监管程度 高 逐步提高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加
监督疫苗生产企业落实

主体责任
强 持续加强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众对药品监管满意度 >=85% 88% 10 10

总分 100 95.1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综合管理类专项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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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1730.00 8011839.70 6,992,873.1 10 87.29% 8.7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831730.00 8011839.70 69928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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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我局日常工作有序开展，切实提高日常管理工作效能，有效保障日常监
管工作的有序运行；提升我局综合管理能力。

2022年按计划顺利完成综合管理类各项工作，包括
局档案整理工作、规划财务审计工作和绩效管理工
作、局系统课题管理工作和数据化运行管理工作
等；另外完成雨水污水分离改造工程及其他后勤保
障工作。保障了我局日常工作有序开展，切实提高
日常综合管理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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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档案制作整理件
数

>=2500件 2500余件 2 2

业务档案整理件数 >=1200件 1300余件 2 2

档案扫描数字化件数
>=120000

件
120000余件 2 2

档案管理软件数 =1套 1套 1 1

政务网站信息维护量
>=5000篇/

年

完成3094篇文章
和2万余条数据的

更新
1 1

政务网站每日信息发
布数量

>=3篇 >=3篇 1 1

运维工作驻场人员数
量

>=3人 5人 1 1

交换机采购数量 =3台 5台 1 1

就餐服务保障就餐人
数

满足合同约定人
数

满足合同约定人
数

1 1

政府会计制度性出台
解答等疑难问题培训

次数
>=1次 3次 1 1

能耗按照账单使用量
结算

按实结算 按实结算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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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会议室预定会场服务
提供数量

满足预定数 满足预定数 1 1

课题立项数量 >=10个 40个 1 1

政府信息公开报告 >=1份 1份 1 1

采购成套硬软件数量 等于预算数量
按照预算数量完
成20台笔记本及

配套软件采购
1 1

执法服装制作种类和
数量

满足在编执法人
员数

满足在编执法人
员数

1 1

形成长三角分中心助
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调研报告
=1份 1份 1 1

质量指标

档案管理软件的数据
导入、维护及相关培

训

确保软件正常使
用

软件正常使用 1 1

整理归档的材料满足
要求

符合档案制作规
定

符合档案制作规
定

1 1

政务网站信息内容和
排版格式质量

内容正确、排版
合理

内容正确、排版
合理

1 1

解决运行维护故障 故障修复 故障及时修复 1 1

视频终端连续运行小
时数

>24小时 >24小时 1 1

餐饮服务提供菜品 符合合同约定 符合合同约定 1 1

后勤保障服务质量
达到合同约定的

要求
达到合同约定的

要求
1 1

维护后勤保障相关设
施设备

设备正常有序运
行

设备正常有序运
行 1 1

委托的第三方企业资
质

具备政府采购资
质、且在相关名

录内

具备政府采购资
质、且在相关名

录内
1 1

能源供给安全可靠 符合国家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 1 1

会场服务提供质量
满足会务服务合

同约定
满足会务服务合

同约定
1 1

课题报告质量 专家评审通过
通过专家验收评

审
1 1

委托第三方对政府信
息公开自查的工作质

量
符合约定 符合约定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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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的硬软件产品
满足硬软件相关
质量保证条件

满足硬软件相关
质量保证条件

1 1

执法服装制作式样质
量

满足相关文件要
求

满足相关文件要
求

1 1

调研报告质量要求
符合技术咨询合

同的条款
符合合同条款 1 1

财务系统运行环境保
障无故障运行小时数

>48小时 >48小时 1 1

时效指标

2019年档案数据导
入档案管理软件的工

作计划

2022年3月3
1日前完成

2022年3月3
1日前完成

1 1

运维项目应急和响应
速度

<=1小时 <=1小时 1 1

运维项目解决问题时
效

<=2个工作日 <=2个工作日 1 1

政务网站信息发布时
间要求

<=2个工作日 <=2个工作日 1 1

后勤保障、餐饮提供
服务时间段

达到合同约定 达到合同约定 1 1

能源账单支付及时性 按时支付 按时支付 1 1

会场服务及时性
确保会议服务在
召开时有序开展

会务服务在召开
时有序开展

1 1

计划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 1

采购到货及时性
按照合同约定条

款
按照合同约定条

款按时到货
1 1

执法服装交付时间
满足合同约定时

间
满足合同约定时

间
1 1

调研报告完成时间
2022年4月3

0日前
2022年4月2

9日
1 1

成本指标

档案装具、整理、扫
描、录入的成本结算

按照报价和实际
完成数量结算

按照报价和实际
完成数量结算

1 1

会议费用标准
不超上海市会议
费管理办法标准

未超上海市会议
费管理办法标准

1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政务网站访问人次
>=25万人次/

年
全年约448万访

问人次
3 3

餐饮服务不发生重大
食品安全问题

不发生食物中毒
事件

未发生食物中毒
事件 3 3

财务数据可靠性 合理保障 合理保障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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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
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研成果有助于提升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

调研成果提交市
政府，为后期决

策提供依据

调研报告送市领
导圈阅

3 3

可持续影响指标

档案查询利用率 提高 提高 3 3

全面财务管理机制不
断健全

修订相关制度 修订相关制度 3 3

确保信息化中心硬件
运行的能源供给

确保电力保障到
位

电力保障到位 3 3

较高质量的会议服务
确保我局会议的

有序开展
确保我局会议有

序开展
3 3

课题选题导向机制 逐步完善 逐步完善 2 2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
善性

趋于完善 趋于完善 2 2

维持机关工作运行 硬软件正常运行 硬软件正常运行 2 2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档案查询使用人员满
意度

>=85% 100% 1 1

药监局内部网络运行
用户满意度

>=85% >=85% 1 1

用餐人员满意度 >=85% 95% 1 1

供电使用方满意度

供电使用的硬件
没有发生因供电
方原因导致的故

障

供电使用的硬件
没有发生因供电
方原因导致的故

障

1 1

参会人员对会场服务
满意度

>=85% 95% 1 1

课题参与人员满意度 >=85% 90% 1 1

政府信息公开使用对
象满意度

>=85% >=85% 1 1

硬软件使用者满意度 >=85% >=85% 1 1

执法服装采购方满意
度

>=85% >=85% 1 1

局领导对调研成果满
意度

>=85% 95% 1 1

总分 100 9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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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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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宣传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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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3400.00 963400.00 1896,456.00 0 93.06% 9.31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03400.00 963400.00 89645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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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新闻媒体经常性沟通合作机制,支持开展公益性广告宣传和舆论监督
,真实、客观报道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安全监管信息。

围绕局中心工作，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系列科普宣传活动，并组织主流媒体和自有
信息发布平台展示药监部门在服务创新药械的
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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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活动 >=3次 3次 5 5

>=3宣传公益次数 次 3次 5 5

>=30万
宣传海报数量(大小海

报合计)
份 30万余份 5 5

质量指标 =100
重大主题活动社区宣传

覆盖率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2022年11月
完

全国安全用药月
成

2022年11月
前完成

5 5

2022年上半年
完

全国化妆品宣传周及护

肤日活动 成
2022年上半年

完成
5 5

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活 2022年三季度
完成

2022年三季度
完成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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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成本指标

<=3元/宣传海报(大) 张 <=3元/张 5 5

<=0.4元/宣传海报(小) 张 <=0.4元/张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
上海市民对药械化知识

的了解程度
高 提高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60
市民对药械化科普覆盖

满意度
% 65% 10 10

总分 100 99.31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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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械化稽查综合检查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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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1368.00 1918128.00 1,445,827.43 10 75.38% 7.54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45827.47161368.00 1918128.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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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和加强
行刑衔接的要求，保持对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打击震慑高压态势的要求，进一
步加强全市药械化执法稽查工作，深入开展药械化安全专项整治，提升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增强本市药械化稽查执法人员办理精品案件的意识和能
力，促进稽查办案经验交流，指导各单位严守办案程序，规范法律文书，确
保办案质量，有力提升依法科学办案水平，有效防范质量风险和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全。

积极贯彻落实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药监
局关于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和加强行刑衔接的要
求，保持对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打击震慑高压态
势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全市药械化执法稽查
工作，深入开展了药械化安全专项整治，提升
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增强了本市药械化
稽查执法人员办理精品案件的意识和能力，促
进了稽查办案经验交流，指导了各单位严守办
案程序，规范法律文书，确保办案质量，有力
提升了依法科学办案水平，有效防范质量风险
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用药用械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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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药品生产企业、角膜接

触镜经营企业、化妆品

生产企业信用评估报告

数量

份 455份 10 10

>=40
药械化专项整治企业家

数
家 104910户次 5 5

>=2000
进博会药械化服务宣传

资料
份 2000份 5 5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专项整治期间发现的 =100% 100% 5 5



绩
效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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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违法行为查处率

通过项目评
药械化信用评估标准满

足应用要求
审 通过项目评审 5 5

符合政策宣传需

进博会药械化宣传材料

质量
要 满足政策宣传需要 5 5

时效指标

=2022年12
月底前完

药品生产企业、角膜接

触镜经营企业、化妆品

生产企业信用评估报告

完成时间

成
2022年11月

已完成
5 5

=2022年12
月底前完

药械化专项整治行动完

成时限 成
2022年12月

已完成
5 5

进博会正式召开前
制作完

进博会宣传材料制作时

限 成
2022年10月

已完成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高企业信用意识
，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

企业信用意识及主体责

任 任

企业自主填报，进
一步了解本企业社
会信用和行业信用
水平，明确企业信
用问题，落实主体

责任。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5
化妆品生产企业信用评

估监管应用对象满意度
% 95% 10 10

总分 100 97.54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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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药械化抽检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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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9008.00 56294912.00 56,260,310.74 10 99.94% 9.9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6260310.766439008.00 56294912.0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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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抽检：目标1：上海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00%覆盖；目标2：沪
产制剂品种100%覆盖；目标3：加强业务培训力度，进一步规范抽检人
员药品抽检工作能力水平。目标4：抽检计划数量完成100%。医疗器械
抽 检 ：目标1：上海市生产新冠体外诊断试剂的企业100%覆盖抽检(不
包含无停产、检查当日无符合入库要求的产品/零库存等特殊情况)；医用
防疫物资上海生产的医用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企业100%覆盖抽检(不包含
无停产、检查当日无符合入库要求的产品/零库存等特殊情况)目标2：国
家带量采购医疗器械上海生产企业的中标产品覆盖率100%。化妆品抽检
：1 .市药监局2022年初下发全年化妆品抽检计划，组织市食品药品检
验所、徐汇食品药品检验所、各区市场监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总队实施
监督抽检，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和其他相关检测机构实施检验。计划每季度通
过经费报表的形式，由市药监局统一核算全市化妆品抽检经费使用情况，进
行拨付。不合格样品实施行政处罚，并做质量公告。2.根据化妆品质量安
全风险状况，市药监局以委托项目等形式，组织相关检测机构开展风险监测
与评估。

；完成一次业务培训，进一步规范抽检人员药
品抽检工作能力水平。抽检计划数量完成10
0%。完成上海市生产新冠体外诊断试剂的企
业100%覆盖抽检(不包含无停产、检查当
日无符合入库要求的产品/零库存等特殊情

全年共完成化妆品监督抽检1807批次，合格
率97.7%，发布质量公告1期，涉及不合
格产品21批次，所有不合格产品均完成核查
处置闭环管理。本市风险监测三个项目均已完
成并验收。上海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100
%覆盖抽检；沪产制剂品种100%覆盖抽检

况
)；完成医用防疫物资上海在产生产的医用口

罩和医用防护服企业100%覆盖抽检(不包
含无停产、检查当日无符合入库要求的产品/
零库存等特殊情况)；完成国家带量采购医疗
器械上海在产生产企业的中标产品覆盖率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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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批
完成化妆品常规抽检批

次数
次 1807批次 5 5

=100
不合格和问题产品处置

率
% 100% 5 5

>=16000批完成药品抽检批次数
次

16399批次 5 5

=100
药品集采中选品种抽检

覆盖率

% =100% 5 5



绩
效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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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产出指标

>=500批医疗器械抽样批次 次 520余批次 5 5

质量指标

=100
化妆品不合格产品核查

处置率
% 100% 5 5

=100
药品不合格产品核查处

置率
% 100% 5 5

=100
医疗器械不合格产品处

置率
% 100% 5 5

时效指标

=100工作计划完成率 % 100% 5 5

=100
药品不合格报告及时送

达率
% 100%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断提化妆品产品质量安全 高 不断提高 8 8

保持震慑
对药械化违法违规行为

的震慑力
力 保持震慑力 8 8

按规定发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质量通告
布 按规定发布 8 8

=0
重大化妆品安全事故发

生数
起 0起 6 6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5被抽样单位满意度 % 87% 5 5

医疗器械检验单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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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85% >=85% 5 5

总分 100 99.99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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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法律法规专项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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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00.00 680000.00 1645,080.00 0 94.87% 9.4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45080.0830000.00 6800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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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构建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药械化管理体制，推进药械化监管机
制创新，深化药械化监管“放管服”改革，优化生物医药产业营商环境，深
入推进本市药械化安全监管依法行政工作，药品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体
系更加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进一步完善，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
制化，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着力推动我市药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评估，形
成报告性文件1份；提升国际化影响力，形成
局年报英文翻译件1份，上海市药品监管现状
的国际认知度进一步扩大；充分发挥法律顾问
、专家在重大案件法律意见征询、法律研究等
方面的作用，聘请外聘律师常驻，提供及时、
有效的法律咨询，全局法治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进一步完善，实现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可行性，上海市药械化领域的营商环
境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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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市药品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评估报告

份 1份 8 8

不少于2
我局年报或规范制度文

件翻译件

份 1份 6 3

偏差原因：年内完
成年报翻译1份，
规范制度文件翻译

件因2022年受
疫情影响，出访暂
停，无外事翻译需
求，故未产生翻译
件。改进措施：2

023年，进一步
加强统筹规划，按
照上级部署，严格
按计划执行财政预

算。

>=2个工作日每法律服务委派的律师工

作时长
周

2个工作日每周 6 6

法律研究、教学法律顾问、专家的影响 和 法律研究、教学和



绩
效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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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质量指标

实践工作中有较高
影响

力
力

实践工作中有较高
影响力

6 6

有指导意
法律专家、顾问反馈意

见
义 具有指导意义 6 6

时效指标

法律顾问工作完成时间 及时 及时 7 7

及
重大案件、疑难法律问

题专家咨询反馈
时 及时 6 6

成本指标 按照合同约定履法律顾问费成本 行 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进一步优
上海市药械化领域的营

商环境
化 进一步优化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扩
上海市药品监管现状的

国际认知度
大 扩大 10 10

总分 100 96.49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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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局系统培训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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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000.00 527000.00 351,847.06 10 66.77% 6.6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51847.0927000.00 527000.0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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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提高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的质量和效益。(二)提高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管队伍的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三)增强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监管队伍培训的针对性，确保全覆盖。(四)围绕药品、医疗
器械、化妆品监管工作，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教育培训，引导药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监管人员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五)完善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培训内容，改进培训方式，整合培训资源，优化培训
队伍，不断推进监管队伍教育培训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加强职
业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与国际大都市药品监管视野相适应的综合
监管和专业人才队伍。

2022年度我局以打造一支政治素质好、专
业储备足、综合能力强、作风廉洁正的职业化
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为目标，持续加强本市
药品监管人员综合素养和业务能力培养，为人
民群众用药安全及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保障。全年局组织开展培训项目共有2
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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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人培训人次 次 2645 30 30

质量指标 =100
参训人员培训考核达标

率
% 100% 10 10

时效指标 =100培训计划完成及时率 % 100% 10 1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队伍培训覆盖率1
00

加强职业化专业化监管

队伍建设 %
100%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5参训人员满意度 % 100% 10 10

总分 100 96.68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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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8400.00 848400.00  1490,433.80 0 57.81% 5.7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48400.00 848400.00 49043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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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业务经费主要用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及注册等业务工作 。主
要内容包括利用并发挥第三方认证机构专业化 、职业化的检查能力，继续开展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评估工作 ，发现企业存在的质量隐患
和安全风险，提出企业质量管理提升方面的改进建议 ，帮助企业提高质量管理
水平，促进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在检查中对存在问题的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实施现场跟踪复核全覆盖。另外，包括对医疗器械高风险生产企业人员进
行的培训及其他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开展落实相关监管要求的工作
。

2022年，按照工作计划完成“医疗器械监管公益
大讲堂”培训、召开医疗器械监管工作大会， 完
成医疗器械注册人飞行检查工作。因疫情影
响，相关政府采购工作延期至2023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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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质量

体系现场运行评估企业

数量

>=40家 76家 10 10

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家次 >=25家次 33家次 10 10

完成对医疗器械高风险

生产企业人员培训
>=400 750余人次 10 10

质量指标

第三方对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的评估检查质量

严格按照检查标
准

执行

严格按照检
查标准
执行

5 5

- 17-



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对受委托进行医疗器械

评估的第三方机构工作

问题整改率

=100% 100% 5 5

医疗器械培训合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计划工作完成率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企业整改落实率 =100% 100% 30 3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被检查企业对质量管理

体系评估项目的满意度
>=85% >=85% 4 4

基层监管单位对飞行检

查工作的投诉率
<=5 % <=5% 4 4

培训对象满意度 >=85% >=85% 2 2

总分 100 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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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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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化妆品监督管理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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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200.00 429200.00 1209,766.00 0 48.88% 4.89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79200.00 429200.00 20976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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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内完成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机构监管，形成情况报告。2、年内完
成化妆品数字化工厂的标准制定。3、年内完成化妆品年度产业发展评估报
告。4、年内完成对各区化妆品企业的实地督查，形成督查报告。5、年内
完成对相对人的化妆品监管法规培训。

加强化妆品注册备案检验机构监管，组织开展
监督检查21家、能力验证23家。制定发布
《化妆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控制数字化转型评
价指南》，并认定全市首批5家”化妆品生产
领域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2022年，检
查化妆品生产企业220家次，其中，飞行检
查146家次。全年完成化妆品监管人员现场
培训三期，线上培训三期。

绩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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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化妆品生产企业相关参

会人次数
人 2000余人次 7 7

>=50
飞行检查化妆品企业家

数
家 146家 7 7

=100
本市注册备案检验机构

检查完成率
% 100% 6 6

=1
化妆品产业发展评估报

告
份 1份 5 5

=1
化妆品生产企业数字化

工厂标准
份 1份 5 5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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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质量指标

符合行业标检验机构质量符合要求 准 符合行业标准 5 5

制订化妆品生产数
字化转型团体标

化妆品生产企业数字化

工厂转型标准
准

，填补行业空白

制订化妆品生产数
字化转型团体标准

5 5

形成年度化妆品产
业状况报告，形成
绩效评估指标体

化妆品产业发展状况评

估 系

形成年度化妆品产
业状况报告

5 5

时效指标 =100工作计划完成及时率 % 100%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不出现重大安全事
提升本市化妆品产品质

量 故
未出现重大安全事

故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
化妆品注册和备案检验

机构监管对象满意度
5 85% 10 10

总分 100 9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