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监测与研究 预算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

报研究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舆情检测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840,0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784,000.00

预算执行数（元）： 808,842.30 预算执行率（%）： 96.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通过加强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准确判断、有效引导，以及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积极化解，对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国家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事业的发展重要意义。通过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权威监管机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引导舆情向符合科学态度和尊重客观事实的方向发展，对错误的舆论进行及时的纠正和转变。通过不断提升
舆情发现、研判、处置能力，重视舆情的实体处置，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及时回应新闻媒体和公众关切
，确保食品药品安全舆情应对处置各项工作平稳、有序，为促进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自评时间： 2020-04-03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目前食品药品安全舆情监测与研究项目运行平稳，通过加强对本市食品药品安全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准确
判断，对保障本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产生较好的效果。近年来通过不断提升舆情监测发
现、研判、处置能力，积极开展舆情相关的研究工作，重视舆情事件的实体处置，加强正面舆论引导，主动
及时回应新闻媒体和公众关切，为本市食品药品监管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主要问题：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舆情监测中发现的热点事件同舆情的应对处置方面还存在一些脱节问题，舆情监测中发
现的食品药品热点舆情事件同各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工作不能很有效的衔接，由于各方的信息不
能够有效沟通，可能会对热点舆情事件的应对处置带来不利影响。还有就是随着机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舆情事件监测的范围不断扩大，而目前监测系统和人员对有些新的行业舆情事件监测可能还会存在一定的困
难，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不断加强改进完善。

改进措施：
建议加强舆情监测中发现的食品药品热点舆情事件同各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的实际工作相结合，能
够更好地完善对各类突发热点舆情事件的应对处置，不断完善舆情监测的范围和领域，维护好本市市场监管
工作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舆论环境平稳可控。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4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4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舆情监测分析数量
项目全年需完成每日舆情简
报，每周舆情周报，4份舆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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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情季报及1份舆情年报。

食药舆情分析能力
项目实施是否能提高食药舆
情分析能力。

8 8

食药安全舆论环境
项目实施是否能实时把控食
药安全舆论环境。

8 8

食药舆情监测时长
项目针对全年舆情事件进行
实时监测。

10 10

效果目标
(15分)

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项目实施是否能及时应对食
药舆情突发事件。

8 8

食药舆情监测能力
项目实施是否能提高食药舆
情监测能力。

7 7

影响力目标
(15分)

食药安全舆情事件应对
处置能力

项目实施是否能有效应对食
药舆情事件、引导舆情向尊
重客观事实的方向发展。

5 5

公众食品药品安全认知
和维权意识

项目实施是否补充了公众关
于食品药品安全认知，是否
增强了公众相关维权意识。

5 5

食药安全监管舆论环境
项目实施是否改善了食药安
全监管舆论环境、创造了更
加良好的舆论氛围。

5 5

合计 100 98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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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业务管理系统(运维) 预算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

报研究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化运维保障

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552,372.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552,372.00

预算执行数（元）： 1,552,372.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食品药品业务管理系统的日常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对发生的网络和安全事件进行监控和处置，
对设备故障进行恢复，保证该系统处于最新水平。

自评时间： 2020-04-0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对食品药品业务管理系统的日常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对发生的网络和
安全事件进行监控和处置，对设备故障进行恢复，保证该系统处于最新水平。在业务层面上，满足业务、数
据查询和公众服务需求。调用或共享国家、市级基础数据库实现项目集约共建资源整合

主要问题： 针对业务需求变化在运维工作中的适应性还不够，运维工作的预警功能还需加强。

改进措施： 细化运维需求管理，加强信息化应用系统问题发现机制。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4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日常巡检
日常巡检是否能保障信息系
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

9 9

故障维修是否能保障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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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故障维修 统恢复正常运行和使用。 9 9

故障维修及时性 设备故障维修是否及时。 8 8

日常巡检及时性
日常产品、应用、设备巡检
维护是否及时。

8 8

效果目标
(15分)

生产、销售企业、经营
规范实施率

项目实施是否规范了本市流
通企业生产、销售药品的经
营情况。

5 5

监管程度
项目实施是否加强了本市食
品药品监督力度。

5 5

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项目实施是否加强了监管人
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涉案价值计算案件查办
挽回经济损失

项目的实施是否满足业务、
数据查询和公众服务需求。
调用或共享国家、市级基础
数据库实现项目集约共建资
源整合

8 8

公众食品药品安全认知
和维权意识

项目实施是否补充了公众关
于食品药品安全认知，是否
增强了公众相关维权意识。

7 7

合计 100 99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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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局域网建设(运

维)
预算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
报研究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化运维保障

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1,550,981.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1,626,101.00

预算执行数（元）： 1,547,507.91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本项目中包括的应用系统及相关软硬件的日常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对发生的网络和安全事件进
行监控和处置，对设备故障进行恢复，保证该系统处于最新水平。

自评时间： 2020-04-07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项目委托单位定期对信息系统安全增强建设的设备巡检，日常运维监控服务，对所涉及的软硬件提供设备故
障定位，设备提供免费维修服务。通过专业的信息化运维服务为业务系统的稳定运行、安全保障和升级改造
提供有 力保障，及时防范、发现和有效解决相关故障。

主要问题： 针对业务需求变化在运维工作中的适应性还不够，运维工作的预警功能还需加强。

改进措施： 细化运维需求管理，加强信息化应用系统问题发现机制。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4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全年防范链路故障
项目实施是否能全年防范链
路故障。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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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预算执行率 反应项目预算执行进度。 10 10

业务数据安全存储
项目实施是否能保障业务数
据安全存储。

7 7

日常巡检及时性
日常巡检是否能保障信息系
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

7 7

效果目标
(15分)

网络突发故障应急处置
能力水平

项目实施是否能及时处理局
域网网络突发故障，提高应
急处置能力水平。

8 8

防范网络安全入侵
项目实施是否能有效防范网
络安全入侵。

7 7

影响力目标
(15分)

基础网络项目支撑信息
化监管程度

项目实施是否能够有效支撑
信息化监管。

8 8

提升食品药品安全治理
能力识

项目实施是否能够提升食品
药品安全治理能力。

7 7

合计 100 99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 6 -



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行政检查管理平台(运维) 预算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

报研究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化运维保障

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34,6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45,1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34,6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对行政检查管理平台的日常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对发生的网络和安全事件进行监控和处置，对设
备故障进行恢复，保证该系统处于最新水平。

自评时间： 2020-04-0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该项目预算执行率100%。对行政检查管理平台的日常运行状态进行定期检查、监控，对发生的网络和安
全事件进行监控和处置，对设备故障进行恢复，保证该系统处于最新水平。产出目标：数据对接实现了与许
可系统、稽查系统、投诉举报系统、器械追溯申报系统的各类数据对接。监管计划自动生成能够实现根据企
业的监管分级、监管分类等属性进行监管计划自动生成。

主要问题： 针对业务需求变化在运维工作中的适应性还不够，运维工作的预警功能还需加强。

改进措施： 细化运维需求管理，加强信息化应用系统问题发现机制。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4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日常巡检
日常巡检是否能保障信息系
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

11 11

- 7 -



产出目标
(34分)

运维服务验收情况 项目运维服务是否按时按要
求验收。

11 11

日常巡检及时性
日常产品、应用、设备巡检
维护是否及时。

12 12

效果目标
(15分)

系统运行状况
系统是否全年运行流畅，程
序功能是否满足业务需要。

5 5

业务开展情况
项目实施是否促进食品药品
行政检查业务开展。

5 5

用户满意度
反映检查人员对于系统使用
满意度。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公众食品药品安全认知
和维权意识

项目实施是否补充了公众关
于食品药品安全认知，是否
增强了公众相关维权意识。

15 15

合计 100 99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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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自评价

项目名称：
行政许可综合管理平台系统(运维

)
预算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
报研究所

具体实施处（科室）：
信息化运维保障

部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 是

当年预算数（元）： 205,300.00 上年预算金额（元）： 205,300.00

预算执行数（元）： 205,300.00 预算执行率（%）： 100.00%

项目年度总目标：
实现了药品生产许可、器械生产许可、药品安全监管、器械产品注册、药品品种注册、药品经营企业许可、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7大块许可申请业务约100项申请的网上许可审批。

自评时间： 2020-04-08

绩效等级： 优秀

主要绩效：

项目预算执行率100%。实现了药品生产许可、器械生产许可、药品安全监管、器械产品注册、药品品种
注册、药品经营企业许可、器械经营企业许可7大块许可申请业务约100项申请的网上许可审批。该项目
实施提升网上办理深度，实现政务服务减环节、减证明、减时间、减跑腿次数。权限也更灵活，为用户提供
权限全新的UI风格。

主要问题： 针对业务需求变化在运维工作中的适应性还不够，运维工作的预警功能还需加强。

改进措施： 细化运维需求管理，加强信息化应用系统问题发现机制。

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

投入与管理
(36分)

资金使用的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定，项
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
。

6 6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
际，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
配。

8 8

项目设立的规范性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
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5 5

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

财务（资产）管理制度
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

性

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
完善、有效，用以反映和考
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
、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以
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
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

5 4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和执行的有效性

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
务管理规定，是否为达到项
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
措施。

4 4

项目执行率 反映项目执行进度。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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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目标
(34分)

审批后监管便利度 项目实施是否提高了审批后
监管便利度。

7 7

维修及时性
日常平台及网络故障是否及
时维修。

7 7

日常巡检及时性

日常巡检是否能保障信息系
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日常
产品、应用、设备巡检维护
是否及时。

7 7

减少人力
项目实施是否减少了监管、
审批流程的人力。

6 6

效果目标
(15分)

规范行政文书
项目实施是否有利于规范行
政文书。

5 5

跨部门协同配合
项目实施是否提供了跨部门
协同配合的条件。

5 5

方便工作办事
项目实施是否方便了行政人
员与企业双方在行政许可审
批程序方面的工作。

5 5

影响力目标
(15分)

政府服务便捷度
项目实施是否提高政府服务
的便捷度。

5 5

行政透明度
项目实施是否增强了行政许
可审批过程中的透明度。

5 5

减少审批环节
项目实施是否实现减少行政
许可审批环节。

5 5

合计 100 99

说明：1、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对照已完成的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2、绩效等级说明：自评分合计90（含）-100分为优秀，75（含）-90分为良好，60（含）-75分为合格，0-60分为不合格。
3、产出目标、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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