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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昌市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 年度）

项 目 名 称:食品药品安全抽样检测

编报部门(盖章):＿＿＿＿＿＿＿＿＿＿＿＿

部 门 负 责 人: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部 门 预算编码:＿＿＿＿＿＿＿＿＿＿＿＿

编 报 时 间:2019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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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本情况

填报处室或单位（盖章）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食品药品安全抽样检测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属性 □新增 延续 项目口径 经常性 □阶段性 □一次性

项目类别

社会发展性项目 □部门发展性项目

1.基本建设类 □ 其中：新建类 □ 扩建类 □ 改建类 □

2.行政事业类 □ 其中: 采购类 □ 奖励类 □ 补贴类 □

3.其他专项类 

起始日期 2020 年 1 月 1 日 结束日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概况

根据《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南昌市食品药品安全抽样检测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修订稿）》，各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食品（含保健食品）、药品、化妆

品、医疗器械等产品进行监督抽检。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南昌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昌市

食品药品安全抽样检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的通知》（洪府厅发〔2016〕

81 号）

必要性：1、《食品安全法》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食品安全工作经费列

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2、《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

验结果，不得免检。3、《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

农产品质量安全经费，用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4、《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测计划。5、《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十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制定覆盖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计划。6、《江西省食品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的通知》（赣食安办字〔2016〕

2 号）：2016 年在南昌市开展国家食品安全城市创建试点工作。7、《国家食品安全

城市创建活动工作方案》中工作目标要求的第一条第（三）款：年度食品安全工作

经费满足当地实际需要，其中检验经费至少支持 4 份/千人的检测样本量（不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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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检测）。

可行性：1、《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进行抽样检验，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委

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并支付相关费用。2、《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自行抽样或者委托具有法定资

质的食品检验机构承担食品安全抽样工作。3.检测机构的资质证明。

保证项目实施

的相关制度及

措施

1、《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昌市食品药品安全抽样检测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修订稿）的通知》（洪府厅发〔2016〕81 号）

2、《江西省食品安全工作行政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3、《南昌市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办法》（洪府厅发〔2017〕38 号）

4、《南昌市农业局机关财务管理制度》（洪农办发〔2016〕82 号）

5、《南昌市农业局项目管理办法》（洪农办发〔2016〕83 号）

6、《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

7、《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

8、《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规范》（国食药监食〔2010〕342 号）

9、《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办法》

10、《化妆品监督抽样检验技术规范》

11、《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抽查检验管理规定》

12、《江西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规范（试行）》（赣食药监科〔2014〕

25 号）

13、《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赣

府厅发〔2014〕10 号）

14、《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昌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洪府发〔2016〕

7 号）

15、《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6 年南昌市水污染防治工作计划的通知》（洪府

发〔2016〕29 号）

16、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财务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程序文件

17、南昌市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质量控制实施方案

项目总目标

2020 年度，按计划完成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抽样检验检测工作。

通过监督抽检，为“三品一械”日常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强化日常监管工作的有效

性和针对性，对不合格产品开展核查处置，全面、系统掌握我市食品安全和流通使

用环节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提升“三品一械”质量安全保

障水平。

年度

绩效目标

以全市总人口（531.88 万人）计，按年度不少于 4份/千人的检测样本量要求（不

含快速检测），2020 年度全市拟完成食品检验量应不少于 21276 批次，按市、县区

任务比 5:3，市本级完成任务数应不少于 13298 批次（不含药品）。对检验不合格

产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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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进

度计划

起止时间 项目实施内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完成年度计划抽样任务的 45%，检验时限按规定执

行。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完成年度计划抽样任务的 70%，检验时限按规定执

行。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年度计划抽样任务 100%完成，检验时限按规定执

行。

项目总预算 2000 项目本年度预算 2000

上年度预算 2000 上年度实际支出 2000 结余结转总额 0

项目预算资金

来源构成

项目资金来源 上年度资金 本年度资金

合计 2000 2000

（一）财政拨款

其中：1.上级财政拨款 0

2.本级财政安排 2000

3.下级财政配套 0

（二）自有资金 0

其中：1.事业收入 0

2.经营性收入 0

3.其他 0

（三）其它资金 0

项目构成

子项目序号 子项目名称 金额

1 食品（含保健食品）监督抽检 1900

2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督抽检

10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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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

项

目

构

成

子项目 1

名称 食品（含保健食品）监督抽检 金额 1900 万元

起止日期 2020 年 1 月-12 月
责任

部门

产品抽检监

测处
责任人 徐群志

预期主要

目的和成果

完成全年食品（含保健食品）抽检任务批次数。通过抽检，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含保健食品）日常监管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完成市级重大

保障活动；掌握南昌市食品（含保健食品）的安全状况。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食品抽检任务

批次数
17282 批

按政府文件批

复执行

全年保健食品抽检

任务批次数
200 批

按政府文件批

复执行

质量指标

全年食品抽检任务

完成率
100%

全年食品抽检任务

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成抽样任务率
100%

成本指标

2020 年食品每批次

抽检经费
1068 元

控制在上浮

10%之内2020 年保健食品每

批次抽检经费
2800 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无 无

社会效益

杜绝重大食品安全

事故的发生
100%

做好信息公示和知

识宣传
100%

环境效益 无 无

可持续效益

抽检工作是否持续

运行
是

对不合格食品的核

查处置率
100% …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90%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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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

项

目

构

成

子项目 2

名称 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督抽检 金额 100 万元

起止日期 2020 年 1 月-12 月
责任

部门

产品抽检监

测处
责任人 徐群志

预期主要

目的和成果

完成全年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督抽检计划任务批次数。通过抽检，掌握

南昌市“两品一械”的质量状况，进一步加强药品市场日常监管工作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备注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药品抽检任务

批次数
100 批

按政府文件批

复执行

全年化妆品抽检任

务批次数
100 批

按政府文件批

复执行

全年医疗器械抽检

任务批次数
77 批

按政府文件批

复执行

质量指标

全年药品抽检任务

完成率
100%

全年化妆品抽检任

务完成率
100%

全年医疗器械抽检

任务完成率
100%

时效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完成抽样任务率
100%

成本指标

2020 年药品每批次

抽检经费
3000 元

控制在上浮

10%之内

2020 年化妆品每批

次抽检经费
4000 元

2020 年食品每批次

抽检经费
3896.1 元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无 无

社会效益

杜绝重大“两品一

械”安全事故的发生
100%

做好“两品一械”知

识宣传
100%

环境效益 无 无

可持续效益

抽检工作是否持续

运行
是

对不合格“两品一

械”的核查处置率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90%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