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2021 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1 年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药品

安全监管）补助资金 87.1 万元。资金全部拨付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及各区县局使用，用于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日常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预算下达和拨付率均达到 10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1 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药品

安全监管）补助资金 87.1 万元，其中药品安全监管资金 64.81 万

元，医疗器械安全监管资金 18.79 万元，化妆品安全监管资金 3.5

万元。资金全部拨付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及各区县局使用，用于药

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日常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总体效果较好，达到预期目标。

2021 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药品安全监管）补助资金均用于药品、

化妆品、医疗器械日常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支出 74.89 万元，预

算执行率 86%。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规范专项资金管理，严格资金使

用范围，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严格按绩效目标任务开展专项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收集、审核评价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1094

例；开展化妆品科普宣传、化妆品安全性监测技术培训、风险论

证共计 4 次；完成监督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数 321 家；

监管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使用单位 40 家； 对药品零售企业实

施全覆盖检查，全年完成监督检查 3500 余家，完成率 100%；对疫

苗接种单位开展 3 次的监督检查；按照省局要求对其他药品使用

单位监督检查不少于 40%，实际监督检查单位 3600 余家，覆盖率

60%。

（2）质量指标。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质量评估为 A 级、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报告占比 80%、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审核评价率

98.08%；检查不合格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整改率 100%，检查不合格

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整改率 100%；检查药品企业问题整改到位率

100%，全部达到预期目标。

（3）时效指标。按照上级要求及工作实施方案及时开展各项

工作，2021 年底前全部完成。

（4）成本指标。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监督检查成本 300 元/家/

天，药品连锁门店零售药店监督检查成本 100 元/家/天。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两品一械”总体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全年

保证了“两品一械”质量安全，未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2）可持续影响：通过不断开展监督检查、业务培训、科普

宣传等各项工作，长期提高“两品一械”监督管理水平。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公众对药品、医疗器械、化妆

品监管满意度均达到 80%以上。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资金拨付不够及时，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建议以后注意工

作衔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上级单位对资金使用绩效指标设置不

够明确，建议提前明确下达，便于安排资金使用方向和重点。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相关要求及评价结果进行应用和公开。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2月 10日



2021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1年度）

填报类型：整体□  区域√  项目□

单位名称 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人及电话 邓益群   82569509

预算
执行
情况
（万

 转移支付预算数
（A）

87.1
预算执行率（B/A） 86%

 转移支付执行数
(B)

74.89

年度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对收集的化妆品不良反应进行审核、调查、评
价；
目标2：对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进行业务督导培训与
知识宣传；
目标3：对严重化妆品不良反应进行评估，研判产品使用
风险及影响因素。                                                      
目标4：加强医疗器械监管，完成全年检查工作                                         
目标5：开展药品质量监管，排查疫苗等药品使用安全风
险隐患，保证药品安全。                                                                                    

目标1:：收集审核评价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1094
例；
目标2：开展针对基层上报单位的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培训、督导与科普宣传；
目标3：对严重化妆品不良反应进行风险研讨，
分析风险因素和防控措施。                                                        
目标4：加强医疗器械监管，100%完成全年检查
工作                                          
目标5：开展药品质量监管，排查疫苗等药品使

年度
绩效
指标
完成
情况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 900例 1094例

化妆品科普宣传、化妆品安全性监
测技术培训、风险论证

2-3次 4次

 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管经营企
业数

321 321

 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监管使用单
位数

30 40

对药品零售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 100% 100%

开展疫苗接种单位监督检查次数 ≧2次 3次

对其他药品使用单位监督检查数量
占比

≥40% 60%

质量指标

 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质量 A级 A级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报告占比 60%以上 80%

化妆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审核评价
率

≥90% 100%

检查不合格医疗器械经营企业整改
率

100% 100%

检查不合格医疗器械使用单位整改
率

100% 100%

企业问题整改到位率 ≧90% 10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1年底 2021年底

成本指标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监督检查成本 ≤300元/家/天 ≤300元/家/天

药品连锁门店零售药店监督检查成
本

≤100元/家/天   100元/家/天

社会效益
指标

“两品一械”总体安全水平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不断提高化妆品监管水平 长期 长期提高

不断提高医疗器械监管水平 长期 长期提高

不断提高药品监管水平 长期 长期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公众对化妆品监管满意度 ≥80% 100%

公众对医疗器械监管满意度 ≥80% 100%

公众对药品监管满意度 ≥8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