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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2年度）

单位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2023年 4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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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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名，在编在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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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基本支出 135.9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23.99 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11.26 万元、对个人和

家庭的补助 0.55 万元、其他类资本性支出 0.14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2 年项目支出 30.38 万元，其中一般商品和服务支

出 25.2 万元、其他类资本性支出 5.18 万元。

其中不良反应监测专项资金 2.7 万元，执行 2.78 万元；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25 万元，执行 25.18 万元；其他项目支

出 2.41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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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在市局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我中心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制度、加大措施，注重与各部门联合，

强化技术督导，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一）报告稳中有升。2022 年，中心共收集药品不良

反应报告 7367 份，其中严重报告 779 份，新的一般和新

的严重报告 1158 份；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 1873 份，

其中严重报告 243 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737 份，其中

严重报告 3 份；药物滥用监测调查报表 2543 份。药品、

医疗器械和化妆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县级覆盖率均为

100%。

（二）主办科普宣传。参与“3·15”、2022 年“药品

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主办 2022 年“5·25 爱肤日”

科普活动，通过集中设点、线上收看直播、进校园、进

社区、进企业等方式开展“安全用妆，携手‘童’行”

科普宣传，宣传活动惠及约 30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约

5500 份，摆放宣传展板约 6 块，横幅标语约 36 条，线上

收看直播和知识竞答约 6620 余人次，发布化妆品网络消

费提示约 16 条。省级媒体报道次数 1 次，市级媒体报道

次数 4 次，县级媒体报次数 16 次。

（三）疫苗风险监测。2022 年，共接收到 709 份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病例报告，严重 AEFI 病例 19 份。

其中新冠疫苗病例 351 份（严重 19 份）。关注品种中，

除新冠疫苗（Veto 细胞）病例发生数有明显增加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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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品种未发现明显的安全性信号。考虑到该周期为新冠

疫苗基础接种高峰期，可能存在数据波动情况，综合考

量，建议有关部门就该品种综合评估并加强监测。

（四）技术审评工作。2022 年，中心共委派审查员

到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工作 686 人/次，接受现场核查的食

品生产企业 108 家/次，食品经营企业 13 家/次，计量标

准考核单位进行 15 家/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96 家/次。

核查程序规范，流程高效，无违纪违规情况发生。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公用经费存在缺口

1、公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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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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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绩效管理意识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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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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效果有待

提高，业务部门监测能力有待提升，项目的绩效跟踪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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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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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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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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17 14 100%

经费控制情况 2021 年决算数 2022 年预算数 2022 年决算数

一、部门基本支出 120.18 92.2 135.94

其中：公用经费 20.25 11.29 11.4

其中：办公经费 1.82 1.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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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2 27.7 30.37

1、不良反应工作经费 4.57 2.7 2.78

2、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35.15 25 25.18

3、其他专项 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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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周莉 填报日期：2023.4.4 联系电话：8822858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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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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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31 166.31 100% 1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6.31 其中：基本支出：135.94

政府性基金拨款： 项目支出：30.37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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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药学专业（非临床单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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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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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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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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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98% 5 5

总分 100 100

填表人：周莉 填报日期：2023.4.4 联系电话：8822858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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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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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7 2.7 2.74

上年结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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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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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械化安全
监测水平

长期 提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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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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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

长期 提升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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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人：周莉 填报日期：2023.4.4 联系电话：8822858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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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盖章）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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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18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 25.18

上年结转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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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1.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数

≥400份/
百万人

≥600份/
百万人

5 5

指标 2.化妆品

不良反应报告

数

≥50份/
百万人

≥60份/
百万人

5 5

指标 3.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报

告数

≥100份/
百万人

≥200份/
百万人

5 5

指标 4.药物滥

用监测样本量
≥2300份 3030份 5 5

质量指标

指标 1.药品不

良反应病例县

（市、区）报

告覆盖率

≥90% 100% 5 5

指标 2.医疗器

械不良应病例

县（市、区）

≥80%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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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覆盖率

指标 3.药物滥

用监测样本量
≥2300份 3030份 5 5

指标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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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底
按进度完

成
5 5

成本指标

指标 2.药品、

医疗器械、化

妆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

平均成本

≤30元/
份

≤30元/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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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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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6.药品安

全科普宣传体

系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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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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