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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2022 年，乐昌市市场监管局收到省级

药品监督管理专项资金-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 5.7 万元，

为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药品、化妆品、医疗

器械的监督抽检及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

（二）项目绩效目标：1.强化“两品一械”案件查处。一是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二是不断完善行政与司法衔接机制，

提升执法整体效能，坚持以高压态势打击各类药品违法行为；三

是认真落实“联合开展打击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违法犯罪行为；

做好 12315 投诉处理。2.加强“两品一械”日常监管。一是落实

药品经营企业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二是高风险品种监管为重点，

继续深入推进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全面实施；三是深入推进药品专

项整治；四是抓好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日常监管；

五是抓好化妆品安全监管，针对不同场所及品种、展开专项检查；

六是深入开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使用医疗器械专项整治。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一）资金管理。指标分值 12 分，自评得 12 分。

1.资金支付。2022年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资金5.7万元，

于 2022 年 3 月份到位，由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至乐昌市数字财政



一体化平台账户，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支出率为 100%。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乐昌市市监局 2022 年省级药品稽查执法及

综合监管专项资金支出 5.7 万元，结余结转 0 万元。

2.支出规范性。乐昌市市监局省级药品稽查执法及综合监管

专项资金 5.7 万元，已按规定在数字财政系统做了项目入库，根

据实际详细做了项目绩效申报；所有支出严格按预算计划执行，

没有出现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及在项目资金中开支日常经

费的情况；严格按《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9〕148 号）》文件制度要求执

行，做到专款专用，没有出现超标准开支及其他不合规的情况，

执行情况良好。

（二）事项管理。指标分值 8 分，自评得 8 分

1.实施程序。乐昌市市场监管局项目经费实行预算管理及项

目负责人制度，资金按上级下达工作计划任务分配合理，由对口

股室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年安工作方案，并经局党组会议

集体研究通过，规定使用部门必须制订经费使用计划，所有项目

按计划实施，项目实施遵循有关项目管理制度。

2.管理情况。乐昌市市场监管局按照项目决策、管理、完成

及效果四类指标，对资金支出行为过程及效果进行综合管理；每

月定期向韶关市市场监管局汇报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及抽检业务

工作进展情况，如每月报送的支出进度表及工作总结等。通过建

立“事前审核、事中检查、事后评价”的专项资金全过程监督控



制体系，统筹安排资金，确保项目经费按规定用途合理、规范使

用，确保资金安全高效。

三、项目绩效目标（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对照项目预算申报绩效目标，分析目标总体完成情况，项目自

评得分情况。根据年初预算申报绩效目标，严查一批违法违规行为、

彻查一批重大案件，重大案件查办率达到 100%，涉刑案件移送率

达到100%,严厉打击药品安全违法犯罪，2022 年药品安全零事故，

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和生命安全。

（二）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绩效指标预期指标值和实际完成指标值对比情况，逐项分

析各项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指标分值 8分，自评得自评 40分。

（1）数量指标。自评8分。

（2）质量指标。自评8分。

（3）时效指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自评 8

分。

（4）成本指标。按预算标准执行，没有超预算自评16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指标分值 40 分，自评得自评 40

分。

（1）社会效益。2022年药品安全零事故，自评 20分。

（2）可持续影响。药品监管水平有进一步提升，自评10分。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自评10分。2022 年乐昌市市场

监管局针对药品安全工作共发放调查问卷 60 份，回收问卷 59份，

其中有效份数 57 份，满意率达 90%以上。

四、项目取得的主要成效

1.加强落实“两品一械”安全日常监管。

（1）加强药品安全日常监管。一是督促指导辖区内药品经营

使用单位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自查自纠药品经营使用方面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二是以高风险品种监管为重点，继续深入推进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全面实施，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任务，

组织开展对药品经营使用单位常态化的监督检查。三是聚焦高风险

环节及品种，重点组织开展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网络销售行为等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深入推进疫情防控用药重点品种、第二类精神药

品等药品安全专项治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2022 年以来，已完

成对一级以上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疫苗接种单位 100%

全覆盖检查，共检查药品零售企业 123 家、覆盖率 91.11%，药品

使用单位 308 家、覆盖率 90.59%，药品零售企业跟踪检查 78 家，

覆盖率 60.94%。100%完成了年度监管计划任务。

（2）加强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日常监管。一是贯彻落实经

营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抓好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

日常监管。紧紧围绕疫情医用防护产品，开展生产经营企业和使用

单位专项监督检查，确保质量安全。二是抓好化妆品安全监管。对

化妆品网络销售者、线下主流商区、美容美发机构等重点场所开展



专项监督检查，对高风险产品的重点品种如祛斑、祛痘、婴幼儿护

肤类、染发类等特殊用途化妆品进行了重点监督检查。三是深入开

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使用医疗器械、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

疫情防控物资质量安全、化妆品“线上净网线下清源”等专项整

治，全面规范重点领域重点场所经营使用行为。2022 年以来，共

检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3 家次、医疗器械经营企业 230 家次、医疗

器械使用单位 352 家次、化妆品经营企业 218 家次，同时通过规

范药房药库的示范带动作用，提高全市医疗机构药品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我市共有 39 家医疗机构通过

验收符合药房药库规范化管理标准。100%完成了年度监管计划务。

2.开展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强化“两品一械”案件查处

及落实好投诉举报处理。

一是充分发挥食药安委统筹协调作用，构建市场监管、网信、

公安、商务、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成立跨部门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强化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执法。突出

重点品种、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区域， 在药品经营使用医

疗器械、化妆品三大领域深入开展药品风险隐患大排查，及时发现

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继续深入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药品“利剑行

动”、利用互联网违法销售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云剑行动”、

儿童类、染发类等化妆品非法添加及擅自变更配方生产“亮剑行动”

三大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假药劣药、网络非法销售、非法渠道

购进等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累计查处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



案件 74 宗，其中药品类案件 24 宗，化妆品类案件 38宗，医疗

器械类案件 12宗，涉案货值 3437.16 元，罚没款 17.6 万元。

3.加强科普新闻宣传和舆情处置。

市食药安办统筹各成员单位，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

设置宣传展板、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结合“化妆品宣传周”“医

疗器械宣传周”、药品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

短视频大赛、“安全用药月”等系列活动，向市民普及药品安全法

律法规知识，提高民众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水平，营造药品安全社会

共享共治的良好氛围。组织开展各类现场宣传活动 16 次，发放各

类宣传资料 10000 余份，现场接受咨询 1200 余人次。

五、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存在预算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绩效指标设置清晰度不足，

未能涵盖全部工作任务；监管主体数量庞大与监管力量配备不足之

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两品一械”一线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能

力还有待提高等方面的问题。

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结合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及部门工作计划，

设置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再细化各项目（任务）绩效目标及指标，

确保预算绩效目标涵盖年度全部工作任务；二是加强监管办量的配

备，大力加强“两品一械”监管人员培训，采取脱产培训、网络培

训、实操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大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监管人员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