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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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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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中心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

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物业管理费等日

常公用经费。2023 年基本支出 266.53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

支出 240.66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5.87 万元；其他资金

支出 3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 年项目支出 38.78 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

38.78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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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障了干部职工正常工资福利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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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县级药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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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械化安全监测工作均超额完成省定目标任

务，并实现了县级监测 100%的覆盖率。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共收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 8327 份，医疗器械不良事

件报告 2472 份，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 829 份，药物滥用监

测调查报表 2303 份。

2、绩效目标：开展各种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药械化安全科普知识。

完成情况：参与和组织开展了“3·15”、“5·25 爱肤

日”、“6·26”、药品安全宣传周、器械安全宣传周、安

全用药月、“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等科普宣传活动。活

动发放药械化监测宣传资料 15000 余份，展出 25 块展板、



易拉宝和展架，播放宣传视频 4000 次，惠及群众人数达到

20000 人，群众对药械化安全监测工作满意度不断提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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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滥用监测基层单位连续 3 年获得国家中心

通报表扬。开展药物滥用监测报告表质量评估 2 次，撰写疫

苗分析报告 7 份，提交“脱脂纱布块”“电子血压计”等医

疗器械产品风险分析评价报告 2 份，提交疑似“珂蓝蜜肌”

系列化妆品致严重不良反应的跟踪报告 1 份、“童泰贝康婴

儿紫草修护膏”化妆品致严重不良反应的分析评价报告 1份，

全年未发生严重药害事件，全市监测业务能力不断提高。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监测专项经费与开展工作不匹配，工作推进极为

困难。衡阳市级财政预算没有不良反应监测专项经费，县市

级财政部门也无专项工作经费预算。中央补助县级开展不良

反应的监测经费，由于各地情况不一，难以完全有效使用于

监测工作，导致工作推动艰难。

（二）缺乏有效的行政手段和奖惩机制，报表收集异常

艰难。医疗机构对不良反应的报告处于松散管理的状态，市

监部门缺乏有效的外部行政手段制约。加之监测系统的更换，

医疗机构每上报一份监测报表，会遭到厂家的阻拦甚至威胁，

特别是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报告，医疗机构更不愿意配合监测



工作，报告收集异常艰难。

（三）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被边缘化，基层工作推动

困难。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关乎民众生命安全，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国家层面是越来越重视监测工作，但在落实的具体

措施上，监测工作被边缘化。特别是县级机构，基层单位人

员少，事情繁杂，常是一人身兼数职，分身无暇，监测工作

更是被边缘化，推动困难。

（四）绩效管理意识待提高

项目资金使用科室对绩效管理理解不全面，绩效目标的

设置有待优化、绩效目标分解有待完善、绩效效果有待提升。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强化监测宣传培训工作。根据省局药械化安全监

测工作目标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县市区完成每百

万人口的监测目标任务，指导县市区对辖区内的监测人员进

行培训（13 次 2000 余人）进一步提高严重报告数量。按季

度完成疫苗监测的季度分析报告（4 个季度分析报告），及时

发现并处理监测预警风险信号。

（二）加强哨点引领示范作用。根据哨点管理办法，充

分发挥哨点监测在药械化安全领域的预警作用，积极主动地

报告不良反应/事件。组织开展哨点单位专项培训，提供药

械化安全监测相关的工具书籍，以助力哨点单位更好地开展

工作。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在哨点单位开展重点品种监测，



并积极探索建立药物警戒联盟医院，以进一步提升我市药械

化安全监测水平。

（三）开展监测报告质量评估。根据《衡阳市药械化不

良反应（事件）及药物滥用监测报告表质量评估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和化妆品不良反

应监测报告质量评估工作，提升病例报告质量控制水平，提

高病例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完整性。

（四）持续推进审查队伍建设。以人为本，进一步推进

审评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加强中心专业技术队伍能力建设，

完善审查组长的梯队队伍建设机制，着力培养审查骨干，扩

大审查组长队伍；积极开展审查员培训并常态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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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3 年实际在职

人数
控制率

17 15 88.24%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2 决算数 2023 预算数 2023 决算数

三公经费 0 0.38 0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项目支出：

1、业务工作经费-中央食品药品

监管补助经费（药械化不良反应

监测）

25.18 38.78 38.78

2、运行维护经费

3、本级专项资金（无）

公用经费： 11.26 20.45 28.87

其中：办公经费 3.13 2.5 2.83

水费、电费、差旅费 0.34 0.27 0.83

会议费、培训费 0.42 0.39 0.32

政府采购金额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3 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

模（㎡）

实际规模

（㎡）

规模控

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

控制率

0 0 0 0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附件 4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
数(万元)

调整后预
算数（万
元）

全年执行数
（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
额：

215.75 308.69 308.31 10 99.00% 9.9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
算：

305.69
其中:基
本支出：

266.53
政府性基金
拨款：

0

纳入专户管
理的非税收
入拨款：

0.0
项目支
出：

41.78
其他资金 3.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执行，保障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在
职人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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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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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部门整体支出按目标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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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20
分）

经济成
本指标

监测报告调查
评价

≤30 元/
份

≤30 元/
份

20 20

社会成
本指标

不适用

生态环
境指标

不适用

产出
指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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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 8327 份 15 15

质量
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 ≥90% ≥91% 15 15

时效
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3 年 12

月前
按进度完

成 10 10

效益
指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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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群众对药械化
安全科普知识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5 5



生态效
益指标

行业技术水平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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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5 5

满意
度指
标（10
分）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公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附件 5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

出名称
2023 年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药械化不良反应监测）

主管部门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 实施单位 衡阳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来源
年初预

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8.5 38.78 38.78 10 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10 0

其他资金 0 0 0 10 0

年度资金总额 38.5 38.78 38.78 10 10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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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械化监测工作按目标如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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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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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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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化妆品不良
反应报告数

≥ 50 份 /
百万人

≥ 60 份 /
百万人

5 5

指标 4.药物滥用监
测样本量

≥2300份 ≥2303份 5 5

质量

指标

指标 1.药品、医疗
器械不良反应病例
县（市、区）报告
覆盖率

≥90% 100% 5 5

指标 2.培训监测机
构人员市州区县覆
盖率

≥80% 100% 5 5

指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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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底 2023年底 5 5

经济

效益

指标

不适用

指标 1.“两品一械”
总体安全水平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2 2



效益

指标

（20分）

社会

效益

指标

指标 2:提高人民群
众“两品一械”安
全科普知识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2 2

指标 3.假冒伪劣产
品制售行为

不断降低 不断降低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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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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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指标 2.化妆品监管

水平
长期 长期 2 2

指标 3.医疗器械监

管水平
长期 长期 2 2

指标 4.队伍素质和

装备配置水平
长期 长期 2 2

指标 5.应急处置能

力水平
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 2 2

指标 6.药品安全科

普宣传体系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2 2

成本

指标

（20分）

经济

成本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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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

社会

成本

指标

不适用

生态

环境

成本

指标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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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