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2018年度专用设备购置费（50万以上） 

决算金额 2713.28万元 

评价分值 90.98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采购流程明确完善。市食药检所根据

法律法规制定《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仪器设备采购管理制

度》与《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明

确仪器设备采购工作中各科室职责、工作流程、使用管理细则

等，加强仪器设备采购与使用方面的管理，保障工作正常实施。 

存在问题 

采购完成及时性不足，进度管理有待进一步提升。本项目

共计采购14台食品药品检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其中13台为进口

设备，采取国际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余下1台采取国内公开招

标采购。13台进口设备于7月底签订采购合同，其中8台设备根

据合同要求的交货时间供货，另外5台设备有所延期，未及时

到货验收。此外，采取国内公开招标的设备于9月发布招标公

告，10月确定供应商签订合同，招投标工作启动较晚，影响项

目完成的整体进度。 

整改建议 

加强合同管理，提高项目实施进度监管。市食药检应进一

步完善项目招标文件与合同中对于交货进度的管理，完善进度

管理相关约束性条款，明确约定设备交货的时间，加强供应商

交货监管工作，提高项目完成的及时性。 

整改情况 

市食药检已根据相关改进建议，进一步完善加强项目实施

进度管理，尽早启动招投标工作，加强供应商交货的监管工作，

在合同中完善进度管理相关约束性条款，明确约定设备交货的

时间，提高项目完成的及时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食品抽验费 

决算金额 14681.79万元 

评价分值 93.93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切实落实食品安全督察工作机制，各子项目监管职责分工

明确，根据不同环节的抽检要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工作，有

效提升了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明确重点监管领

域及对象，根据实际监管情况分阶段制定食品抽验计划。市食

药监局根据年度工作计划和每季度抽验工作实际制定了季度

抽验工作计划，并对计划进行责任分解，明确要求和完成时间

节点，整合各环节的工作任务，统一监督抽检工作规范，严格

抽检程序，规范抽检文书，为年度抽验工作计划的完成提供了

有利保障；根据时事要点及时更新检测监测项目，切实保障社

会公众利益。先后增加《鲜蛋中兽药残留应急抽检》、《红毛

丹和荔枝违法添加物应急抽检》、《五谷杂粮营养粉霉菌及其

毒素应急抽检》、《米线等风味小吃非法添加物应急抽检》等

应急监测与风险评估工作，为应急处置、媒体应对和消费引导

提供科学依据。 

存在问题 

预算测算明细在数量与单价上与计划实施内容及市场价

格有所偏离，预算编制精确度有待提高。由于预算编制时间远

远早于抽检计划下达的时间，导致预算编制难以细化，但在预

算执行中及时做好了相应的调整。 

整改建议 

充分考虑年度计划检测数、结合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委托检

验费用指导价，合理编制预算，提高预算精确度。建议财务部

门与各业务部门充分沟通，综合考虑以前年度工作计划及其执

行情况、以前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并结合下一年度预计检测数

与检测项目，参考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委托检验费用指导价，合

理编制预算。 

整改情况 

我单位已与各业务部门充分沟通，综合考虑以前年度工作

计划及其执行情况、以前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并结合下一年度

预计检测数与检测项目，参考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委托检验费用

指导价，合理并及时编制下一年度预算。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药品抽验费 

决算金额 3484.41万元 

评价分值 92.2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强化药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全面完成药品抽验任务。

2018年，市食药监局围绕对重点环节和重点品种的质量监督，

有序开展药品质量抽验工作，有效防范药品质量安全隐患。

2018年计划药品常规监督抽验8500件、药品专项监督抽验3000

件、药品现场快检 9000 件，总计20500件，实际均超计划完

成。并探索药品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现场快检，对固体制剂中非

法添加的西地那非、降压药、降糖药，以及中药饮片二氧化硫

残留超标等进行试剂现场快速检测，发挥现场快检的快速筛查

功能作用，提高监督抽验的覆盖面与靶向命中率，及时防范质

量风险。持续完善抽验信息系统建设，为监管提供保障为保障

抽验数据互通、信息共享，实现监管资源综合利用，构建跨地

区和跨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沟通平台，加强信息管理和综合利

用，市食药监局通过对抽验信息系统维护升级，扩展系统功能，

有利于抽验信息数据整合和深度分析，为监管提供保障。 

存在问题 

目前专项抽验的时间和检验的周期都比较短，造成抽样批

号重复率较高，日常监督抽样，对于中药材和饮片的抽样还需

加强管理。 

整改建议 

建议市局能够适当延长专项的周期（抽验和检验周期），

或将专项任务分期执行，并在专项任务书中规定检验依据和检

验项目，以保证检验机构顺利完成专项任务。 

在日常监督抽样中，对于中药材和饮片的抽样，建议参考

国家药品计划抽验中的规定：抽样时应避免在中药斗中抽取，

而应从不开封的包装袋中抽取，如需抽取开封饮片，需采取必

要的措施证明所抽样品的状态，如对抽样过程拍照留存，以避

免后续处理中的问题。 

整改情况 

针对专项抽验的时间和检验的周期都比较短，造成抽样批

号重复率较高，我单位根据评价中介意见，将适当延长专项周

期，合理安排抽验和检验周期，加强专项任务管理。 

针对日常监督抽样中药材和饮片抽样的问题，我单位根据

评价中介意见，计划在以后年度工作中参考国家药品计划抽验

中的规定，保障抽样工作的质量。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原）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度医疗器械抽验费 

决算金额 373.75万元 

评价分值 91.95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围绕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和针对性品种的质量监

督，有序开展医疗器械质量抽检工作，有效防范医疗器械质量

安全隐患。利用抽样检验，发现医疗器械质量安全问题，及时

采取措施控制产品安全风险。通过医疗器械抽检发现医疗器械

产品风险，发现生产经营企业质量管理中的问题，提高监督抽

检的覆盖面与靶向命中率，防范质量安全风险。 

存在问题 

医疗器械难以抽到样品。目前抽样产品均为被抽样单位免

费提供，产品监督抽样只起到监督作用并没有起到示范和推广

效益，没有得到行业的理解和支持；因检测能力不足影响了医

疗器械抽检产品的覆盖率。因上海医疗器械检测所无相应的检

测资质，部分上海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无法在上海进行检测，

而外地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所优先满足当地的监督抽检需求，影

响了本市医疗器械市级抽检产品的覆盖率。 

整改建议 

建议项目单位探索医疗器械买样机制，真正起到监督、示

范和推广效益；建议放开医疗器械检测机构，增加医疗器械抽

检的覆盖率。 

整改情况 

目前，针对“医疗器械难以抽样样品”的问题，我单位根

据中介机构意见，已积极与抽样单位沟通，并向国家药监局相

关部门反映抽样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希望推动国家层面医疗器

械抽样管理制度的完善，探索医疗器械买样机制，加强对产品

监督抽样。统筹国家医疗器械抽检和省级医疗器械抽检品种，

在避免重复抽样的前提下，提升医疗器械抽检品种的覆盖率，

对于部分无法在上海进行检测的上海生产的医疗器械产品，上

海医疗器械检测所将积极提升检测能力，扩大承建品种的范

围，同时探索扩大与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