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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衡阳市食品药品审评认

证中心）为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财务独立预算单位，核定编制 19 名，在编在岗 8 人

主要职责：负责全市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化

妆品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报告与监测的技术工作；承担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实施的相关行政许可及变更事项的技术审查、

现场核查及相关审评认证的技术指导和咨询服务等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基本支出120.1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98.32

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

助 0 万元、其他类资本性支出 1.61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 年项目支出 39.72万元，其中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39.72万元、其他类资本性支出 0 万元。

其中不良反应监测专项资金 2.7 万元，执行 4.57 万元；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25 万元，执行 35.15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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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中心继续按照统筹兼顾、厉行节约、讲求绩

效、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了部门预算，全年支出基本做到了

按预算执行，既保障了干部职工工资及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

出、日常公用经费等刚性支出，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具

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①绩效目标：药品（药物滥用）、医疗器械、化妆品不

良反应/事件报告数≥1000。完成情况：药品 6863 份；器械

1840 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779 份；药物滥用监测调查

报表 3029 份；目标完成率：1251%。

②绩效目标：全市药品（药物滥用）、医疗器械、化妆

品不良反应/事件报表覆盖率 100%。完成情况：全市全覆盖。

目标完成率：100%。

③绩效目标：科普宣传不低于 2 次。完成情况：全年开

展了 3.15、5.25“安全用妆，美丽有法”、6.26、“安全

用械 创新发展”“安全用药 坚守初心”等科普宣传活动。

目标完成率：100%。

④绩效目标：药械化安全监测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完成

情况：在全市各县市区全范围开展了药械化安全监测业务培

训。不断提高监测业务能力。提交疫苗、药械妆安全分析报

告，全年未发生严重药害事件。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工作经费存在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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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经费不能满足工作开展需要。中心公用经费偏低，

且还要承担物业、中餐等开支，公用经费严重不足；2.专项

经费不足，监测工作涉多学科及专业复杂，监测报告的审核

评价、风险信号的筛选挖掘、风险预警的化解处置、监测数

据分析评价报告的撰写，均需监测上报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

专业能力。加之全市基层监测人员更换频繁，开展社会宣传

和监测人员培训是一种最有效的措施，而且是一项需要坚持

不懈、持之以恒的工作。但专项经费的不足，导致此项工作

推动困难。导致监测难以适应当前市场监管和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

（二）绩效管理意识待提高

部分项目资金使用科室对绩效管理理解不到位，绩效目

标的设置质量不高、绩效目标分解不够清晰、绩效管理效果

不佳，加上机构改革期间，业务部门人员变化较大，项目的

绩效跟踪难度较大。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请求财政加大对不良反应应监测经费的支持

不良反应监测是防止药害事件的发生、蔓延、重演；是

为药品监督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据，是促进临床合

理用药，促进临床药学和药学流行病学研究，促进新药研制

开发的手段。是对已批准生产销售的药品、器械、化妆品进

行安全性评价的有效方法。是确保人民群众使用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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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的一项重要措施。经费的不足严重影响监测相关工

作的开展，请求财政加大项目投入，以便更好地开展药械化

安全监测工作，确保人民的用药、用械、用妆安全。

（二）加强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对各个项目资金绩效情况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

将其作为改善部门预算管理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

据，合理保障资金使用绩效的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

整、改进管理、资金分配实质性挂钩，充分发挥资金绩效评

价的管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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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盖章）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1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9 8 100%

经费控制情况 2020 年决算数 2021 年预算数 2021 年决算数

一、部门基本支出 108.07 120.18 120.18

其中：公用经费 13.78 20.25 20.25

其中：办公经费 2.59 1.82 1.82

水费、电费、差旅费

会议费、培训费

……

三公经费 0.4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交车购置

公交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0.4

二、部门项目支出 63.78 27.7 39.72

1、不良反应工作经费 3 2.7 4.57

2、不良反应检测工作 60.78 25 35.15

3、市级专项资金(一个项目一行)

……

政府采购金额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包括业务工作项目、

运行维护项目和市级专项资金等；“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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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1年度）

部门名称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执行数
资金执
行率

分值 得分

年度预算

申请（万元）

资金总额：159.9 159.9 100% 1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指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4.3 其中：基本支出：120.18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39.72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15.6

部门职能职
责概述

（一）负责全市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化妆品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报告与监测

的技术工作；组织开展监测报告和资料的收集、核实、评价、反馈及上报工作。

（二）协助有关部门和科室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化妆品不良反应和药物

滥用的调查核实、分析整理、评价和应急处置工作。

（三）承担全市从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化妆品不良反应及药物滥用报告与

监测工作的人员及相关专家库的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

（四）承担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化妆品不良反应和药物滥用报告与监测工作

的政策法规宣传、咨询培训、技术指导和学术交流合作等工作。

（五）承担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计量标准考

核等行政许可事项的技术审查，审评申请事项资料的符合性、合规性和完整性，并负责组织

实施现场核查及相关工作。

（六）负责推荐核查组长和核查员，协助市级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医疗器械、计量标

准等审查员库、检查员库及审评认证专家库的建立、使用、培训、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

（七）负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药品、医疗器械、计量标准等审评认证工作

的技术指导、咨询服务和交流合作。

（八）协助有关部门和科室开展行政许可及审评认证法律法规、政策规范和技术要求的宣传

贯彻、业务培训等工作。

（九）承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整体绩效
目标

通过预算执行，保障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职人员 8人的正常办公、生活秩序。按

照省、市局部署，在全市开展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测工作，贯彻新修订的《药品

管理法》；加大重点品种监测力度，提高监测能力和水平；全面了解区域内药品、医疗器械

和化妆品使用的安全状况；为发现安全隐患，提高监管效能，调整监管政策，靶向稽查打假，

遏制安全事故，保障全市人民用药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部门整体支

出年度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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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药品（药物滥

用）、医疗器

械、化妆品不

良反应/事件

报告数

≥1000 500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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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

量
≥90% 91% 10 1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

间

2021 年

12月前

按进度

完成
10 10

成本指标
监测报告调

查评价

≤ 30 元 /
份

30 10 10

效益

指标

（4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通过动态连

续的数据监

测，发现风险

避免和减

少伤害事

件的重复

发生

未发生

伤害事

件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药械化总体

安全水平

人民群众对

药械化安全

科普知识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不断提

高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行业技术水

平
逐步提升

逐步提

升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药械化安全

监测水平

药械化风险

防控水平

对行业未来

可持续发展

的影响

长期

长期

长期

逐步提

升
5 5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不 低 于

95%
98% 5 5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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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1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不良反应监测

主管部门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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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 2.7 2.7

上年结转资金 1.87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贯彻《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为发现
安全隐患，提高监管效能，打击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违法犯罪力度，遏制安全事故，为保障全市人
民食品药品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职支撑。

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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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药品（药物
滥用）、医
疗器械、化
妆品不良反
应 /事件报
告数

≥1000 1000 20 20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
量

≥90% 91% 10 1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
间

2021年12
月前

按进度完
成

10 10

成本指标
监测报告调
查评价

≤ 30 元 /
份

30 10 10

效益

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通过动态连
续的数据监
测，发现风
险

避免和减
少伤害事
件的重复
发生

未发生伤
害事件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药械化总体
安全水平

不断提高 提高 4 4

人民群众对
药械化安全
科普知识

不断提高 提高 4 4

生态效
益指标

行业技术水
平

逐步提升 提升 5 5

可 持 续 影
响指标

药械化安全
监测水平

长期 提升 4 4

药械化风险
防控水平

长期 提升 4 4

对行业未来
可持续发展

长期 提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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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指
标

公众满意度
不 低 于
95% 98%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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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1年度）

项目支

出名称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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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5 35.1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 25

上年结转资金 10.15 10.15

其他资金

年度总

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按照省、市局部署，在全市开展药品（含药物滥用）、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安全监测工作，贯彻新修订的

《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测管理条例》《化妆

品监督管理条例》；加大重点品种监测力度，提高

监测能力和水平；全面了解区域内药品、医疗器械

和化妆品使用的安全状况；为发现安全隐患，提高

监管效能，调整监管政策，靶向稽查打假，遏制安

全事故，保障全市人民用药安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

撑。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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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分)

数量指标

药品不良反应

报告数

≥400份
/百万人

≥500份/
百万人

5 5

化妆品不良反

应报告数

≥50份/
百万人

≥60份/百
万人

5 5

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报告数

≥100份
/百万人

≥150份/
百万人

5 5

药物滥用监测

样本量

≥1400
份

2400份 5 5

质量指标

指标 5.药品不

良反应病例县

（市、区）报

告覆盖率

≥90% 100% 5 5

指标 8.医疗器

械不良应病例

县（市、区）

报告覆盖率

≥80%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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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0.药物

滥用监测样本

量

≥1400
份

2400份 5 5

指标 11.培训

监测机构人员

市州区县覆盖

率

≥80% 90% 5 5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1年

底

按进度完

成
5 5

成本指标

指标 1.药品监

管人员培训成

本

≤550元
/人/天

550元/人/
天

5 5

效益

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不适用

社会效

益指标

指标 1.“两品

一械”总体安

全水平

不断提

高
提高 3 3

指标 2.假冒伪

劣产品制售行

为

不断降

低
降低 3 3

指标 3.人民群

众“两品一械”

安全科普知识

水平

不断提

高
提高 3 3

指标 4.人民群

众对“两品一

械”监管工作

的认知度和获

得感

不断增

强
增强 3 3

生态效

益指标
不适用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药品监

管水平
长期 长期 3 3

指标 2.化妆品

监管水平
长期 长期 3 3

指标 3.医疗器

械监管水平
长期 长期 3 3

指标 4.队伍素

质和装备配置

水平

长期 长期 3 3

指标 5.应急处

置能力水平

不断提

升
不断提升 3 3

指标 6.药品安

全科普宣传体

不断完

善
不断完善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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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公众对

药品监管满意

度

≥90% 90% 2.5 2.5

指标 2.公众对

化妆品监管满

意度

≥90% 90% 2.5 2.5

指标 3公众对

医疗器械监管

满意度

≥90% 90% 2.5 2.5

指标 4.培训对

象对培训工作

的满意度

≥85% 90% 2.5 2.5

总分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