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免疫规划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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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43239.00 43751183.00 43,646,151.63 10 99.76% 9.9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3843239 43751183 43646151.63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疫苗可预防疾病和人群免疫状况的监测，以及对疫
苗的免疫效果和安全性开展科学评价，对上海市适龄人群
开展有计划的预防接种，维持高水平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制定合理的免疫策略和规划，最终达到控制、消除乃至
消灭疫苗可预防传染病。

2021年，本市持续巩固免疫规划类疫苗的
高接种率水平，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苗
、白百破疫苗、乙脑疫苗、流脑疫苗、麻腮风
疫苗、甲肝疫苗等免疫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均
在99%以上，妥善应对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和自述疫苗受害者案例。继续维持无脊髓灰
质炎状态，努力推进消除麻疹，积极控制水痘
等聚集性疫情，各类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水平
控制在历史低水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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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开展家长课堂活动

覆盖新生儿家长人
数超过10000

人

共有51177人
次完成家长课堂平
台必修课程学习，
并填写课后调查问

卷。

2 2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开展预防接种宣传

日活动

完成2项主题日活
动（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宣传周和世界

狂犬病宣传日）

2项均已完成 2 2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开展疫苗可预防疾

病血清学监测

完成健康人抗体水
平监测项目检测5
380项次，免疫

成功率监测项目检
测700项次

完成健康人抗体水
平监测项目检测5
380项次，免疫

成功率监测项目检
测796项次

2 2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麻疹、风疹排除病

例报告发病率

不小于2/10万
，符合国家与本市

的监测工作要求
2.41/10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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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15岁以下儿童非

脊灰AFP报告发病率

不小于1/10万
，符合国家与本市

的监测工作要求
1.21/10万 3 3

委托工作完成情况

委托工作完成验收
报告，中心工作完

成工作总结
完成 3 3

免疫规划综合管理-预

防接种书面资料印制

保证全市的预防接
种书面资料（接种
证、接种册等）的

供应

完成 2 2

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催

种信息服务采购

保证全市接种单位
的催种短信服务供
应，保障疫苗及时

接种

完成 3 3

疫苗和冷链管理-免疫

规划疫苗储运服务

保证本年度全市免
疫规划疫苗储运

完成 3 3

疫苗和冷链管理-免疫

规划疫苗采购

保证全市适种对象
的免疫规划疫苗供

应
完成96.5% 5 4

"偏差原因：水痘
疫苗生成贴标送检
未足量完成，部分
采购量延期至次年
。 改进措施：拟

与中标企业进一步
协商优化生产和供

应计划。"

质量指标

不良反应监测、处置与

补偿-不良反应调查表

关键项目填写完整率

不小于95%，符
合国家与本市的方

案要求
100% 3 3

不良反应监测、处置与

补偿-需要调查的疑似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

后48小时内调查率

不小于90%，符
合国家与本市的方

案要求
99.8% 3 3

疫苗和冷链管理-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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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仓储冷链温度异常

报警及时处置率

=100% 100% 3 3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

治-疫苗可预防疾病监

测规范性

符合国家和本市的
标本采集率要求（

AFP病例14天
内双份合格粪便标

本采集率≥80%
，麻疹疑似病例血

标本采集率≥90
%）

"AFP病例14
天 内双份合格粪
便标 本采集率9
3.1%，麻疹疑

似病例血 标本采
集率100%，均

达标"

3 3

时效指标

产出时效

于2021年12
月31日前完成项

目各项既定工作目
标，通过调研或现

场考核

上半年接种门诊督
导未全覆盖完成，
下半年完成三区免
疫规划综合审评工

作。

4 2

"偏差原因：受新
冠疫情防控和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影响
，上半年未全覆盖
完成各类接种门诊
督导工作。 改进

措施：结合新冠疫
苗接种门诊督开展
各类门诊督导，优
化督导流程，提高

督导效率。"

疫苗供应及时率
>=90% 100% 4 4

首剂乙肝疫苗接种及时

率

>=90% 93.60% 2 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脊髓灰质炎野病毒感染

本地病例发病数

=0 0 10 1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率

不小于95%，符
合国家与本市的接

种率要求
99.82% 10 10

培训对象知识掌握率
>=85% 98.8% 10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接种服务满意率

>=85% 98.3% 10 10

总分 100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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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实验室保障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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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39150.00 29121502.00 27,081,760.28 10 93.00% 9.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639150 29121502 27081760.28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性评
价实验室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维持并提升公共健康危害
因素安全性评价相关实验室检测能力，以期进一步加强健
康危害因素的应急检验、安全监测及风险评估的监督管理
工作，降低健康风险。

已根据项目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通过本项目
的实施，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性评
价实验室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维持并提升公
共健康危害因素安全性评价相关实验室检测能
力，以及进一步加强健康危害因素的应急检验
、安全监测及风险评估的监督管理工作，降低
了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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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实验室及固定设施改造

完成数量

=2 2 3 3

固定设施维修改造质量

监督、造价咨询

=1
1(完成固定设施

维修改造质量监督
、造价咨询）

3 3

各类仪器设备计量检定 =1
1（完成各类仪器
设备的计量检定）

3 3

实验室能源稳定供给天

数

全年 全年 3 3

动物实验室设施改造完

成数量

=1 1 3 3

新增动物实验室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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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度数量
=2 4 3 3

动物试验开展数量
=10000 10328 3 3

质量指标

实验室运行配套设施检

测合格率

=100% 100% 3 3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率
=100% 100% 3 3

实验室安全运行无事故

天数

全年
全年无安全事故发

生
3 3

动管会年检合格情况
合格 合格 3 3

实验室评审通过率
=100% 100% 3 3

设施设备完好率
>=95% 98% 3 3

服务人员到岗率
=100% 100% 3 3

实验室设施设备维修合

格率

>=98% 98.5% 3 3

时效指标
实验室设施设备维修及

时率

>=95% 97% 5 5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三废”排放符合规定 符合 符合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 96%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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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 100 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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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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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9000.00 28747000.00 28,535,972 10 99.27% 9.93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489000 28747000.00 28535972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项目的实施，满足各实验室及各业务部门对于开展常
规项目的仪器设备更新和扩充需求，合理构建设备性能阶
梯，持续保持先进的技术储备能力。保障城市安全，做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物检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应急保障技
术支撑和能力储备，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质量。

已根据项目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通过项目的
实施，新增或更新10项以上检验项目，提高
了人员技术能力、科研水平、科研文章数量，
满足各实验室及各业务部门对于开展常规项目
的仪器设备更新和扩充需求，合理构建设备性
能阶梯，持续保持先进的技术储备能力。保障
城市安全，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物检测的
能力建设，加强应急保障技术支撑和能力储备
，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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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率
不低于90% 95% 15 14

疫情影响，进口产
品到货延迟。物流
恢复后积极联系到

货安装调试。

仪器采购安装到位率
不低于90% 95% 15 14

疫情影响，进口产
品到货延迟。物流
恢复后积极联系到

货安装调试。

相关标准或文件形成情

况

=100% 100% 5 5

质量指标
仪器操作人员培训及使

用情况

=100%
100%(均做好

相关培训及使用记
录)

5 5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率

按时采购 92% 10 9

疫情影响，进口产
品到货延迟。物流
恢复后积极联系到

货安装调试。

实验室建设达标和提升

检测分析能力

是 是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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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是否明确十四五规划工

作方向

是 是 15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设备使用人满意度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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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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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5900.00 10999406.00 10,185,891.46 10 92.61% 9.26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1705900 10999406 10185891.4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建立国内领先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体系，科学、及时
地掌握本市食品安全的风险动态，为政府部门食品安全相
关的管理与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保障本市居民健康。

了解本市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
的污染水平和趋势，分析危害因素的分布和可
能来源，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分析本市食
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势，提高食源性疾病
的预警和控制能力；为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风险交流和预警、地方标准制（修）订、标
准跟踪评价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继续开展食品中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
测和食源性疾病监测，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
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5个街道/乡/镇
7235个采样点、28大类24449件食
品样品；食源性疾病监测覆盖399家医院，
监测病例7221例。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研判
与评估，完成监测阶段分析报告、公共卫生年
报、食品安全状况报告、风险隐患专报等，并
上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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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根据项目工作目的，制

定工作实施方案

制定工作方案（含
监测方案、实施方

案、工作手册）

制定2021年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方
案、实施方案、工

作手册

6 6

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100%，符合
国家与本市的方案

要求

完成工作方案中内
容

6 6

产出数量：食品污染物

监测数据库

监测约5000件
、4万项次污染物

"监测约2444
9件 、26万余
项次污染物"

8 8

产出数量：食源性疾病

监测-食源性疾病病例

数据库

每年约1万例病例
采集食源性疾病病

例数据7721例
8 6

受疫情影响，监测
点医院腹泻病人就
诊人数整体大幅下
降，且部分监测点
医院肠道门诊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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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出指标
产出数量：评估与交流

-污染物监测专题

开展1-2项污染
物专题的的检测评

估

"开展1项污染
物专题的的检测评

估"
5 5

产出数量：实验室新增

或更新能力技术储备

实际完成的实验室
储备技术参数3项

以上

"实际完成的实验
室 储备技术参数

3项 以上"
5 5

质量指标

监测系统数据填报准确

率

>=95% 100% 4 4

产出质量（监测点质量

控制覆盖率）

>=95% 100% 4 4

时效指标
产出时效（在规定时间

内上报，上报及时率）
>=95% 95% 4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通过监测，发现化学性

、微生物性的食品安全

风险因素，预防和控制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暴

发，减轻疾病负担，保

障人群健康。

完成，符合国家与
本市率要求

"完成，符合国家
与 本市率要求"

15 15

监测覆盖全市各区、主

要食品类别和污染物种

类

完成，符合国家与
本市率要求

"完成，符合国家
与 本市率要求"

15 15

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为行政机构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提供技术

"监测信息以定期
监测分析报告、隐
患专报等信息及时

受疫情防控措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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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支撑，提高居民食品安

全/健康饮食行为知晓

率，预防和控制食源性

疾病，保障居民健康，

增强居民对食品安全的

信心。

>=85%

经市卫生健康委审
核后报送国家卫生
生健康委及市食安
办，与食品安全监
管部门。开展食品
安全宣传干预活动
，保障居民健康，

增强居民对食品
安全的 信心。

"

10 9

响，食品安全宣传
干预方面，大型、
聚集性活动减少，
多采取线上宣传宣
教形式，互动性受
限，宣传效果受到

一定影响。

总分 100 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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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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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69840.00 31690648.00 30,470,429.82 10 96.15% 9.62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3569840 31690648 30470429.82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主要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职业卫生：通过职业卫生监测
、对相关人群的干预、职业危害事件的处理以及职业病诊
断鉴定，保障上海市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和职业健康权益，
从而促进社会、企业和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卫生
：完善环境危害因素监测网络，发现饮用水、公共场所、
空气等环境中存在的主要卫生问题，及时处置环境危害因
素导致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
改善环境不利因素提供科学依据。放射卫生：科学合理执
行年度预算，专款专用，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放射卫生监测
与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工作。营养卫生：（
一）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掌握居民食物消费及营养
素摄入、食品中有害因素暴露的动态变化及影响因素，了
解膳食与各种相关疾病的关系，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
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二）碘营养监测：了解8-
10所儿童和孕妇居民户碘盐食用情况及尿碘水平，掌握
居民食用碘盐覆盖率，盐碘监测率及尿碘中位数。（三）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国家点：完成国家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上海地区信息收集，分析和发现存在的营养
与健康问题，及相关危险因素，达到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监测覆盖率和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完成率。（四）营
养指导与干预开展目标人群营养指导，达到目标人群覆盖
率。二、儿童青少年健康监测与疾病防治 通过开
展和完善的各项监测工作，掌握学生/儿童青少年群体的
常见病、伤害状况、教学生活环境状况，分析研究其相关
因素；及时了解学生传染病的发展趋势，做好疾病关口前
移的技术支持和服务；验证和推广应用学生传染病和常见
病关键环节干预适宜技术，为政府、社会和相关机构提供
监测业务报告和干预建议，为服务对象提供指导和服务，
为评价学生保健措施效果和不断完善服务水平提供重要依
据。三、化学危害物暴露测定技术储备与应用 以
全市公共卫生对于涉及人体健康的化学品安全性评价为导
向，以相关理化和毒理技术平台能力储备建设为落脚点，
通过借鉴国内外最新检测技术方法，结合国内实际开展与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化学品安全评价等相关的适宜检测技
术平台建设，推进相关能力储备和应用，保持本中心在优
势学科领域的国内领先，推进全市疾控体系的检测能力体
系化建设。四、重点产品、场所健康风险管控 通
过本项目的实施，立足于城市发展及新技术应用，结合未
来发展趋势，预见性地积极探索、储备新的检测评价技术
，建立与特大城市发展以及功能定位相适应的“公共卫生

一、主要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职业卫生：完成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重点职业病监测，
进行数据分析并形成政策建议上报；及时处置
职业中毒事件，受理并完成市级职业病鉴定，
对全市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技术督导及
培训。 放射卫生：保质保量完成年度放射卫
生监测与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工
作。营养卫生：完成了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
测、碘营养监测、营养指导与干预开展目标人
群营养指导，达到目标人群覆盖率等工作。环
境卫生：在全市范围内建立饮用水、公共场所
、空气污染以及农村环境卫生监测网络，完善
环境危害因素监测关键技术及暴露人群健康效
应追踪，发现并掌握环境健康危害因素，全面
提升环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行环境危
害因素的风险评估，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合
理的依据。 二、儿童青少年健康监测与疾病
防治 掌握学生/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常见病、
伤害状况、教学生活环境状况，及时了解学生
传染病的发展趋势，为政府、社会和相关机构
提供监测业务报告和干预建议，为服务对象提
供指导和服务，为评价学生保健措施效果和不
断完善服务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三、化学危
害物暴露测定技术储备与应用 持续推进化学
危害物暴露测定技术平台建设，推进化学品检
验检测能力储备和应用，完成实验室储备技术
参数154项、能力维持354项、标准品更
新495种、新增能力用标准品约500种、
各实验室参加能力验证29件共116项，维
持中心优势学科领域的国内领先地位，不断完
善本市疾控检测能力体系。 四、重点
产品、场所健康风险管控：完成新增检测评价
机构及盲样考核不合格机构现场督查；完成双
随机承检机构检测质量核查；完成公共场所和
集中空调系统新增参数方法能力储备；完成轨
交等公共场所风险管控现场检测。开展了有机
溶剂作业场所健康风险管控研究，完成了有机
溶剂挥发性组分定性分析的能力储备。完成1
6个区游泳池水双随机监督抽查承检机构质控
工作，完成质控检测指标超400项次；完成
5家新增技术服务机构现场督查。开展了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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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评价体系”；加大软件和硬件投入，做好人力物力储
备，发掘社会技术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共健康危害因素检
测评价能力，以期进一步加强健康危害因素的预估和风险
控制。

用建筑装饰材料健康风险调研。初步建立化妆
品相关暴露参数与皮肤健康效应评估相关基础
数据。针对人体健康效应指标，建立10项临
床检测项目，提升重点职业人群健康评估技术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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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卫生：饮用水监测

点数

=778个 779 0.75 0.75

环境卫生：公共场所监

测家数

>=600家

927家次（监测
727家场所，其
中200家全年完

成2次监测）

0.75 0.75

环境卫生：空气污染监

测点数

=21个 21 0.75 0.75

环境卫生：空气污染调

查点位数

=7个 7 0.75 0.75

环境卫生：农村环境监

测点数

=40个 40个 0.75 0.75

环境卫生：农村环境调

查户数

=200户 200户 0.75 0.75

环境卫生：监测工作报

告数

>=2份 6份 0.75 0.75

环境卫生：高温中暑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

时率

>=90% 100% 0.75 0.75

环境卫生：高温中暑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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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正

确率

>=90% 100% 0.75 0.75

环境卫生：汇总监测信

息社会公开次数

>=3次 4次 0.75 0.75

环境卫生：农村环境卫

生监测的调查表复核率
>=10% 35.11% 0.75 0.75

职业卫生：工作场所重

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技术报告

=1份

上海市工作 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报告（2021
年）

0.75 0.75

职业卫生：重点职业病

监测技术报告

=1份

上海市重点职业病
监测与职业健康风
险评估报告（20

21年度）

0.75 0.75

职业卫生：重点职业病

监测区覆盖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病危害

因素主动监测企业任务

完成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病发病

情况分析报告

=1份
2021年上海市

职业病发病情况分
析报告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培训覆盖率
=100%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卫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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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术服务机构质量控制督

导报告

=1份 2021年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质

量控制督导报告

0.75 0.75

职业卫生：中毒病例监

测个案数

>=3600例 7200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防治法

宣传受众人数

>=5万人 30余万人次 0.75 0.75

营养卫生：居民膳食与

健康状况监测调查人数
=7580人 ＜7580人 0.75 0.55

2021年下半年
受疫情影响现场调

查延迟开展

营养卫生：居民膳食与

健康状况监测覆盖社区

数

=215 215 0.75 0.75

营养卫生：食物成分监

测完成食物种类

=30 105 0.75 0.75

营养卫生：营养指导与

干预工作报告数量

=1份 1份 0.75 0.75

营养卫生：碘营养状况

监测人数

=5600人 5618人 0.75 0.75

放射卫生：放射性本底

监测项目开展率

>=90％ 100% 0.75 0.75

放射卫生：放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检测率

>=95％ 95%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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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儿少：学校传染病监测

覆盖率

=100% 100% 0.75 0.75

儿少：学生常见病防治

督导覆盖率

>=90% 100% 0.75 0.75

儿少：学校教室教学环

境卫生监测数

>=9所/区 达标 0.75 0.75

儿少：学生常见病监测

覆盖率

=100% 100% 0.75 0.75

儿少：学生常见病干预

覆盖率

=100% 100% 0.75 0.75

重点日化产品用量调查 >=95% 100% 0.75 0.75

日化产品功效和人体实

验方法sop

=1-2项 1项 0.75 0.75

公共场所现场检测完成

率

>=95% 100% 0.75 0.75

承检机构质控完成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调查检测完成率
>=95% 100% 0.75 0.75

储备技术项目完成率
>=95% 100%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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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产品调研

>=95% 100% 0.75 0.75

指标检测
>=95% 100% 0.75 0.75

技术服务机构核查
>=95% 100% 0.50 0.50

技术服务能力维持和提

升

>=95% 100% 0.75 0.75

化检所：实验室新增或

更新能力技术储备

实际完成的实验室
储备技术参数15

项以上
154 0.75 0.75

化检所：能力项目维持

开展各专业领域实
验项目的能力维持
工作完成不少于3
0个参数的实验能
力维持，与能力维
持相关的标准品更
新购置不少于50

项

能力维持工作完成
354项；能力维

持标准品更新购置
495种,新增能

力用标准品约50
0种

0.75 0.75

饮用水监测等项目报告

规范，原始记录完整率
>=90%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职业病报告

系统中数据正确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重点职业病

监测汇总表填写正确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重点职业病

危害因素监测数据正确

率

>=95% 100%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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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

职业卫生：中毒病例监

测数据正确率

>=95% 100% 0.75 0.75

营养卫生：碘营养状况

监测、居民膳食与健康

状况监测等项目报告规

范，原始记录完整率

>=90% 90% 0.75 0.75

放射卫生：食品和饮用

水监测报告规范，原始

记录完整率

>=95% 95% 0.75 0.75

放射卫生：放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监测报告规

范，原始记录完整率

>=95% 95% 0.75 0.75

放射卫生：放射工作人

员健康档案数据规范率
>=95% 95% 0.75 0.75

放射卫生：健康干预资

料内容准确，有效果评

估

健康干预资料内容
准确，有效果评估

满足要求 0.75 0.60
进一步提升健康干

预效果

儿少：监测点现场常见

病检测质控复测误差率
<=5% 全部符合 0.75 0.75

儿少：问卷数据录入质

控符合率

>=90% 全部符合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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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内容完成率(

合并)

>=95% 95% 0.75 0.75

化检所：储备项目质量

维持

各实验室参加能力
验证项目不少于1
0项通过率达到9

0%以上

29件，116项
，通过率100%

0.75 0.75

化检所：人员岗位能力

维持

各实验室人员完成
不少于1个项目的
能力考核工作符合

率和覆盖率100
%

检测实验室人员完
成不少于1个项目
的能力考核工作符
合率和覆盖率10

0%

0.75 0.75

时效指标

环境卫生：各项计划工

作的按时完成率

>=90%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在3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核的网报职

业病病例率

>=95%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在受理后6

0天内完成的职业病鉴

定案例率

=100% 100% 0.75 0.75

职业卫生：急性职业中

毒事件及时报告率

>=90% 100% 0.75 0.75

营养卫生：营养健康科

是否按时完成各项工作
按时 按时 0.75 0.75

放射卫生：各项计划工

作的按时完成率

=100% 100% 0.75 0.75

儿少：各项计划工作的
=100% 100% 0.7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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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完成率

化检所：各项计划工作

的按时完成率

>=90% 95% 0.75 0.7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卫生：社会效益
饮用水健康宣传受

益人数≥5万人
8万人 3.75 3.75

职业卫生：社会效益

上报监测报告及数
据并形成对策建议

的书面文件

在《上海市重点职
业病监测与职业健
康风险评估报告（

2021年度）》
和《上海市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报告（202
1年）中针对监测
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措施；职业病报告
工作相关意见已上
报委里并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本市
职业病报告管理工
作流程的通知》（
沪卫职健便函20

21-1号）。

3.75 3.30

尚需进一步进行数
据挖掘，探究本市
职业人群危害暴露
与健康的关系，抓
住职业病防治的重
点和难点进行政策

建议。

职业卫生：保障劳动者

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完成鉴定申请
均已受理并完成鉴
定流程，形成鉴定

结论
3.75 3.75

营养卫生：社会效益

营养指导与干预宣
传受益人数≥10

万人
＞50万人 3.75 3.50

"进一步提升营养
指导与干预宣 传

社会受益"

儿童健康干预宣传受益

人数

儿童健康干预宣传
受益人数≥2万人

343282人 3.75 3.75

可持续影响指标

质量管理制度
制度1套 满足要求 3.75 3.30

需进一步加强管理
制度的宣贯与实施

实验室设备更新
实验室更新设备1

-2件
更新3台 3.75 3.30

需进一步加强新设
备的维护管理

项目成果共享次数
共享≥1次 基本满足 3.75 3.20

拟加强项目成果共
享

环境卫生：满意度
>=80％ 达标 3.33 2.60

进一步提升服务对
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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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放射卫生：满意度
>=80% 达标 3.33 2.60

进一步提升服务对
象满意度

儿少：干预活动满意度 >=80% 达标 3.34 2.60
进一步提升服务对

象满意度

总分 100 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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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传染病预防控制经常性项目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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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13570.00 27997530.00 25,348,241.37 10 90.54% 9.05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013570 27997530 25348241.37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稳步推进本市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建设，扩大监测范围；
进一步提升门急诊、住院病例监测报告质量，加强信息分
析与利用；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提高传染病疫情管理效率，
细化工作机制，做好疫情监测，提升本市传染病疫情报告
质量，强化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新冠、霍乱、流感
、人禽流感（H5N1和H7N9）、猩红热、流感及手
足口病和登革热等重点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控力度，提升新
发传染病的预警监测能力，防范疫情暴发及流行，提高新
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水平；继续维持血吸虫病、疟疾、丝
虫病的消除状态，继续将肠道寄生虫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有效应对新发及输入性寄生虫病疫情；建立市区两级疾
控中心消毒应急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储备仓库，提升传染
病应急处置队伍现场消毒处置能力；建成“上海市病媒生
物监测信息系统”并开展试点应用，提升病媒生物监测预
警和应急处置能力；维护本市专业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应
急队伍，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各类传染病疫情及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实地保障本市居民的健康安全；全力
做好本届进博会保障工作，确保进博会安全平稳开展。

" 稳步推进本市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建设，
扩大监测范围；进一步提升门急诊、住院病例
监测报告质量，加强信息分析与利用；进一步
利用信息化提高传染病疫情管理效率，细化工
作机制，做好疫情监测，提升本市传染病疫情
报告质量，强化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新
冠、霍乱、流感、人禽流感（H5N1和H7
N9）、猩红热、流感及手足口病和登革热等
重点传染病的监测和防控力度，提升新发传染
病的预警监测能力，防范疫情暴发及流行，提
高新发传染病的应急处置水平；继续维持血吸
虫病、疟疾、丝虫病的消除状态，继续将肠道
寄生虫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有效应对新发及
输入性寄生虫病疫情；建立市区两级疾控中心
消毒应急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储备仓库，提升
传染病应急处置队伍现场消毒处置能力；建成
“上海市病媒生物监测信息系统”并开展试点
应用，提升病媒生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
；维护本市专业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应急队伍
，确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各类传染病疫情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实地保障本市居民的
健康安全；全力做好下一届进博会保障工作，
确保进博会安全平稳开展。 专款专用，科学
合理执行年度预算；严格按照工作方案落实各
项监测任务，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完
成数据分析和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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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生虫病监测报告（寄

生虫病监测防治）

=4份 4份 1 1 无偏差

病媒生物监测报告
=12份 12份 1 1 无偏差

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1份 1份 1 1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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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指标

疫情监测月报
=12份 12份 1 1 无偏差

疫情监测周报
=52份 52份 1 1 无偏差

单病种监测报告
=14份 50份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监测年报
=1份 1份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监测季度报 =4份 4份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监测月报
=12份 12份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监测周报
=52份 52份 1 1 无偏差

传染病主要卫生宣传活

动次数

=3次 5次 1 1 无偏差

参加培训人次数
>400人次 35521 1 1 无偏差

参加演练人次数
>100人次 550 1 1 无偏差

专业人员下基层指导人

均天数

>=20天 360 1 1 无偏差

寄生虫病监测完成率
>90.00% 95% 2 2 无偏差

病媒生物监测完成率
=100% 100% 2 2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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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完

成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质控督导覆盖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区条线人员培训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应急物资完备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疫源地消毒工作完成率 >=90% 100% 2 2 无偏差

疫源地消毒质量访视率 >=10% 31% 1 1 无偏差

现场采样完成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个案调查完成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耐药检测完成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网络直报报告及

时率

>99% 99.90%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网络直报审核及

时率

>99% 99.97% 1 1 无偏差

细菌性病原微生物鉴定

及药敏检测完成率

>=98% 100% 1 1 无偏差

细菌性病原微生物毒力

>=98% =100% 1 1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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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检测及分子分型完成率

病毒性病原微生物常规

鉴定及血清学检测完成

率

>=98% =100% 1 1 无偏差

病毒性病原微生物序列

检测完成率

>=98% =100% 1 1 无偏差

微生物实验室人员培训

率

>=95% >=98% 1 1 无偏差

疑似病例检测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应急突发检测完成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网络实验室培训及进修

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菌毒种鉴定符合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传染病监测完成率
=0.9 =100% 1 1 无偏差

暴发疫情处置指数
>=0.8 1 2 2 无偏差

培训合格率
>90% 95% 1 1 无偏差

疟疾疫情处置及时完成

率

>=90% 95% 1 1 无偏差

- 25 -



时效指标

病媒生物监测完成及时

率

=100% 100% 1 1 无偏差

疫源地消毒工作及时率 >=90% 99.77% 1 1 无偏差

监测数据上报及时率
>=90% 100% 1 1 无偏差

暴发疫情报告及时率
>=95% 100% 1 1 无偏差

暴发疫情处理及时率
>=95% 100% 2 2 无偏差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维持疟疾、血吸虫病、

淋巴丝虫病的消除状态

（寄生虫病监测防治）

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发生，不发生内
源性血吸虫病和丝

虫病新病例.

"无本地感染疟疾
病 例发生，不发
生内 源性血吸虫
病和丝 虫病新病

例."

4 4 无偏差

控制肠道寄生虫病低水

平流行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均在0.1%以下

"土源性线虫感染
率 均在0.1%

以下"
3 3 无偏差

病媒生物对人民健康、

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减少和控制易造成
病媒生物孳生的危
险因素，降低病媒
生物种群密度水平
，避免发生病媒生
物传播疾病的本地
传播，保障本市人
群身心健康，维护

社会稳定。

"减少和控制易造
成病媒生物孳生的
危险因素，降低病
媒 生物种群密度

水平，避免发生病
媒生物传播疾病的
本地 传播，保障

本市人群身心健康
，维护社会稳定。

"

4 4 无偏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妥善

处置率

=100% 100% 5 5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监测
掌握疫情的动态和

趋势

定期或不定期完成
疫情监测分析报告
，实时掌握疫情动

态和趋势

5 5 无偏差

传染病疫情控制
将传染病发病率维

持在低水平
传染病发病率维持

在低水平
5 5 无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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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指标 病媒生物对人民健康和

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持续降低病媒生物
密度，将病媒生物
密度控制在不足以

危害的水平

病媒生物维持在较
低水平，未出现本
地传播病媒生物性

传染病

4 4 无偏差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完成重大公共卫生保障

任务

=100% 100% 5 5 无偏差

接受市民来电咨询满意

情况

好 较好 5 3
因疫情原因，安排
接受市民来电咨询

的人员不足

总分 100 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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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重大传染病预防控制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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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85697.00 17835697.00 17,596,357.76 10 98.66% 9.87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385697 17835697 17596357.7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进一步减少重大传染病的感染、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疾
病负担，保障实验室样本存储安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
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021年，上海市登记肺结核患者较上年同
期减少1.3%，继续将本市疫情控制在全国
最低水平。急性肝炎发病率维持在低水平，进
一步扩大慢性肝炎管理率，提高大众肝炎防治
知识知晓率。 全年无菌毒种或生物样本丢失
、泄露、被盗、被抢等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积
极落实菌毒种生物样本的集中保藏及运输管理
，保障生物安全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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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

筛查率

>=95% 99.9% 5 5

试点社区肝炎患者管理

数

=5260 6684 5 5

超低温冰箱仓储样本保

藏数量稳定上升

=100% 100% 5 5

质量指标

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 >=95% 99.0% 5 5

2021全年超低温冰

箱仓储管理规范有序

=100% 10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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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无生物安全事故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结核病网络直报及时率 =100% 99.9% 5 4
系统故障导致个别

病例报告延误。

肝炎病例报告及时率
>=95% 99.71% 5 5

超低温冰箱保藏样本库

管理及时性

>=95% 100% 5 5

菌毒种保藏监测及运输 =100% 100%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菌毒种生物样本集中保

藏及运输管理

各项实验、运输等
耗材使用率>95

%
91% 5 4

因2021年新冠
疫情的影响，全年
主要以运输"疑似

新型冠状病毒样本
"A类感染性物质

为主，其他B类感
染性物质运输量减
少，造成B类感染
性物质运输耗材使
用率未达到95%

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 >=90% 93.1% 4 4

当年新发患者中二级畸

残发生率

<25% 0% 3 3

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知

晓率

>50% 72.60% 3 3

大型现场宣传活动开展

次数

=1次 1次 3 3

有效支撑提升人群健康

水平相关基础和应用研
持续提升样本使用

率
"持续提升样本使

用 率"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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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通过菌毒种生物样本的

集中保藏及运输管理，

保障社会安全

=100% 100% 3 3

生态效益指标

严格执行生物样本库工

作规范，保证生物样本

安全可靠。

=100% 100% 3 3

通过菌毒种生物样本的

集中保藏及运输管理，

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100% 100% 3 3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对样本库存储、管理、

使用等环节满意

>=98% 100% 5 5

及时满足对菌毒种及生

物样本使用、运输的需

求

无投诉部门 无投诉部门 5 5

总分 100 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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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 年度)

项目名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项目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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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2200.00 68224979.00 67,375,919.16 10 98.76% 9.88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672200 68224979.00 67375919.16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做到专款专用，科学合理执行年度预算；严格按照工作方
案落实各项防控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完成
工作总结。

专款专用，科学合理执行年度预算；严格按照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落实各项防控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年度工作目标，完成工作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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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指标

送样检测完成率
=100% 100 10 10

接种登记人数
在沪各类人群实施

全面接种登记

截止2021年年
底，新冠疫苗共建

档2310054
2人，占本市常住
人口数（七普数据

）的92.9%

5 5

新冠疫苗在线登记预约

和查询服务使用率

=100% 93.5% 5 4.5

"偏差原因：项目
初期适老化改造不
足，产生大量手工
建档方式。 改进

措施：后期通过社
区健康驿站帮助无
智能机人群也能身
份证或医保卡刷卡
方式进行登记预约
，提高了在线登记

率。"

质量指标

按照要求完成24小时

应急值守

=100% 100% 10 10

新冠疫苗在线登记预约

和查询服务知晓率

>=95% 93.5% 5 4.5

"偏差原因：项目
初期适老化改造不
足，产生大量手工
建档方式。 改进

措施：后期通过社
区健康驿站帮助无
智能机人群也能身
份证或医保卡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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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登记预约
，提高了在线登记
率但难以最终达到

指标要求。"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 100% 10 10

新冠疫苗配送及时性
及时 及时 5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新冠疫情监测

能够有效监测新冠
疫情情况

有效 30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社会对新冠疫情防控的

认识及满意程度

良好 良好 10 10

总分 100 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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