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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贯彻执行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

2020年全省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通知》（豫市监办〔2019〕

57号）以及濮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做好 2020年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实施方案的通知》（濮市监〔2020〕34

号）的要求，继续做好食品安全检测工作，进一步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0年范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继续设立“食品药品化妆品抽检”项目。项目实施

内容包括三个子项：食品抽检、药品抽检、化妆品抽检。

该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有效防控系统性、区域性和行业性

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助推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对健康食品的需要。

2020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招标程序委托山东圣和

振诺检测服务公司、濮阳市中鼎检测技术检验公司等 5家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全县食品、药品及化妆品进行抽检。食品、

药品、化妆品年度内下达抽检任务分别为 2200批次、32批

次、15批次，年度内实际抽检食品 2200批次，化妆品及药

品未见抽检记录。食品抽检合格为 2166批次，抽检不合格

批次为 34 批次，抽检样品合格率为 98%，抽检不合格率

2%。其中农副产品 1050批次，餐饮 500批次，预包装食品

300批次，学校食堂 350批次；其中食用农产品不合格 25

批次，其他食品不合格 9批次。

该项目申请预算资金 157.29万元，实际支出 91.88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58.41%，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支付第三方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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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费用。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该项目的预算单位，负责编制

该项目预算，并根据上级文件制定年度抽检计划实施方案，

对抽检任务进行公开招标并监督抽检工作的实施，对抽检

结果和数据进行检测。第三方中标单位按照委托方要求进

行样品抽检工作。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评价组自 2021年 8月份承接本项目后，通过前期调研、

评价思路定位和所内方案评审等关键环节，形成本次绩效

评价关注点：一是关注预算编制、资金分配、资金执行的

相关情况；二是县级抽检方案及抽检单位抽样方案制定的

科学性及合理性，其抽样数量、抽样比例安排的具体依据

是否充分；三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抽样单位及检测单位

的管理制度、监督考核机制是否健全。关注抽样单位及检

测单位的管理制度是否能够满足抽样及检测的有效开展。

评价组围绕项目评价关注重点，以实施效果为导向设

计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件阅读、专家访谈、

实地调研和公众评判等方法开展调研。期间，访谈部门领

导及财务人员，了解计划制定的依据和合理性、年度预算

编制的依据、资金使用效果；收集相关活动的业务及财务

数据，分析预算的合理性、资金使用的合规性；查看相关

已执行的活动、抽查部分凭证等材料，了解实际管理情况。

在此基础上，按照指标体系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分析，

形成该项目 2020年度的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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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分析

该项目预算无明确的编制标准，资金支出属于市场监

督管理局部门履职所必需。评价认为，该项目总体产出数

量完成情况良好，对食用农产品和销售类食品抽检批次均

超过上级文件要求，有力保障了本县的食品安全，为广大

群众营造一个安全环境。

但项目单位在工作实施中还存在着计划任务分配不合

理，预算编制不精准，对于本县规定的必检产品未 100%全

覆盖，过程管理不规范及对检测结果上报和信息发布不够

及时等问题。

四、经验与问题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拓展宣传形式，运用多种检测手段，保障项目实施。

项目单位为增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有效性，切实维护公

众“舌尖上的安全”，开展“你点我检”免费快件活动，

按照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群众需求导向“三项原则”，

扎实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积极组织抽检人员参加各级

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样和检测系统培训，确保工作更好完成，

及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核查处置，认真履行抽检职责。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项目决策方面

（1）预算编制不合理，依据不足，财政投入不经济。

该项目预算编制以年度任务为数量基础，以预测批次

成本为单价编制。经分析发现，预测成本为 700元/批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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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合理，从项目单位招标控价方面看，食用农产品成本为

478.81元/批次，其他食品抽检成本为 240元/批次。该项目

作为经常性项目，预测成本与实际相差 2倍以上。

评价小组通过子项目食品抽检中的餐饮合同分析发现，

该抽检单位共抽检了 513批次，合同价格 709700元，单次

抽检价格 350元。按照全年食品抽检 2200次计算，财政投

入需要 770643元，而项目单位申请预算资金 1540000元，

超过测算价格 104%。

（2）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置不规范

该项目实施内容包括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食品药品

化妆品的抽检工作，是因为有市定任务，年度目标中应包

含完成市定任务，项目单位设置的年度目标是监管能力提

升和安全状况良好，另外，未对市定任务进行细分指标，

比如质量指标设置“是否有效完成年度抽检任务”，时效

指标设置“是否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等设施均不规

范”。

2.项目管理方面

（1）对中标单位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

该项目实施主要是项目单位公开招标，由中标单位开

展具体的样品检测工作，项目单位与中标单位签订的合同

中未能明确相应及考核办法，对中标单位工作完成情况，

缺乏相应的考核和约束机制。

（2）对于必检产品，未要求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检测

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规定的食用农产品必检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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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畜禽肉、水产品、鲜蛋 5类，但根据提供的检

测记录，仅有蔬菜类和水产品类的检测，其他的必检产品

的抽检记录未见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主管部门及合

同履约单位，并未要求及时补充。

3.项目效果方面

部分项目未完成，项目效益与预期有差距。该项目完

成效果方面未能完成化妆品方面的抽检工作，年初任务下

达 2247批次，完成 2200批次的食品抽样检测工作，未能有

效监控大区域内化妆品的安全状况，使该项目实施的效益

未能全面覆盖到食品、药品及化妆品领域，与预期的效益

有差距。

五、评价结论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及时发现、定期发布、有效控制

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等各个环节的安全风险，紧盯高风

险食品、高风险指标、高风险区域的食品安全问题，排查

隐患，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但该项目预算编制及年度任务分配不够合理，财政投

入不够经济。运用评价组设计并经过被评价单位、委托方

同意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该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

80.19 分，评价等级为“良”。

六、有关建议

（一）规范设置绩效目标，合理细化绩效指标

建议项目单位根据年度实施计划，结合项目历年开展

情况，合理设置目标值。绩效目标要覆盖到全年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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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根据项目的具体实施内容，

细化产出和效益指标，如根据数量指标“食品安全抽检完

成率”，可设置对应质量指标“食品抽检合格率”；“抽

检工作完成及时性”等指标。

（二）增进预算编制准确性，明确资金分配合理性

作为经常性项目，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可结合往年实

施情况，根据年度工作开展计划，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分

析预算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所需投入资金，明确各项

预算额度的测算依据和编制标准，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与规范性。将年度工作计划进行合理分解，细化到各个子

项的资金分配依据及分配额度等。

（三）合理编制资金支出计划，切实提高预算执行

建议项目单位根据年度工作实施的进度，将预算支出

细化到各个执行节点，明确支出进度，并对项目实施单位

进行阶段性工作考核，完成且合格，按照资金支出计划及

时支付，确保年度工作按计划进度实施推进，预算资金按

支出进度支付，进一步提升预算执行率。

（四）规范资金使用，明确“无预算，不支出”

建议项目单位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和要

求，规范使用预算资金，对预算外支出实施严格管控，明

确财政“无预算，不支出”的要求，切实提升预算资金使

用效益。

（五）制定考核机制，提升实施效果

建议项目单位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对中标单位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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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中加以规范管理，中标单位应严格按照委托方要求，

按照事件、地点、抽检方式、检测完成所委托的项目，提

升中标单位的工作效率，提高项目实施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