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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4年中央下达我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5298万元。我局会

同财政厅按程序上报省政府领导批示后，印发《四川省财政厅四

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的

通知》（川财行〔2024〕55号）将资金分解下达，其中省本级共

计 2515万元，21市（州）共计 2783万元，重点开展国家药品抽

查检验、药品专项整治、新闻宣传与舆情监测、药品监管科学、

药品综合监管等任务工作，同时对应下达分区域绩效目标任务，

要求各市（州）局分解工作任务，制定实施方案和落实绩效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中央药品专项资金 5298万元，资金到位 5298万元，资金到

位率 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至 2024年底，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总额 6082.12万（其

中：当年下达 5298万元、上年结转 784.12万元），年度总资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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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5803.84万元，执行率 95%（当年预算资金执行 5082.69万元，

执行率 96%，上年结转资金执行 721.15万元，执行率 92%）。

省本级执行情况：年度资金总额 2829.31万元，执行 2653.15

万元，执行率 94%（当年预算资金执行 2352.16万元，执行率 94%，

上年结转资金执行 300.99万元，执行率 96%）。

21市（州）执行情况：年度资金总额 3252.806 万元，执行

3150.685万元，执行率 97%（当年预算资金执行 2730.53万元，

执行率 98%，上年结转资金执行 420.155万元，执行率 89%）。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实施单位为省药监局机关、省药品检验研

究院、省食品药品审查评价及安全监测中心、省药品技术检查中

心，21个市（州）市场监管局。我省项目资金管理实行项目责任

制，绩效考核责任明确。

从资金层面看，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覆盖省、市（州）、

县（市、区）三级监管机构，涵盖了药品监管、药品抽验、专项

整治、新闻宣传与舆情监测、药品监管科学等项目，基本保障药

品监管工作需要。从项目资金管理看，我局严格遵循《食品药品

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中央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规定，做到足额、及时拨付到资金使用单位，未发生滞

留、延压、截留、挤占资金等问题，确保了专款专用。同时，专

项资金各使用部门围绕项目工作重点，着力强化资金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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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照资金文件同时下达绩效目标情况表，总体情况完成情况

好，通过组织实施国家药监局下达的国家药品（含医疗器械、化

妆品，下同）抽查检验、疫苗批签发、中药材质量监测，药品综

合监管、不良反应监测、专项整治及援藏援彝等工作任务，进一

步提高我省药品监管水平，落实强监管守底线、助产业追高线要

求，打造高质量药品安全四川。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①完成国家药品检验品种数 5个，完成率为 100%。

②完成国家中药材质量监测品种数 3个，实际完成 6个，完

成率为 200%。

③2024年国家医疗器械抽样下达任务 73批次，实际完成 73

批次（实际抽到样品 54批，填写未抽到样品凭证 19批），完成

率为 100%。

④国家医疗器械检验任务 63批次，实际完成 36批次（到样

36批次，完成检验 36批次，完成率 100%），实际到样检验完成

率 100%。

⑤国家化妆品抽验任务 800批次，实际完成 800批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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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 100%。

⑥国家化妆品风险监测任务 150批次，实际完成 160批次，

任务完成率 106.67%。

⑦药品注册国省联合现场核查次数 90家次，实际完成 96家

次，任务完成率 106.67%。

⑧完成无菌植入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专项检查≥89家次，实

际完成 98家次，任务完成率 110.11%。

⑨2024年积极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宣传，覆盖全

省 21市（州），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相关培训覆盖全省 21

市（州），平均培训时长 16.1学时。

⑩跟踪核实特殊药品销售流向批次，重点关注第二类精神药

品流向≥640批次，实际完成 740批次，任务完成率 115.63%。

⑪开展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检查≥1410家次，实际完

成 28722家次，完成率 2037.02%。

⑫开展“两品一械”安全宣传活动，覆盖全省 21个市（州）。

⑬全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平均报

告数分别为 1772 份、227 份（化妆品无详细数据）、648份，均

超预期完成。

（2）质量指标

①生物制品批签发任务完成率 100%，药品注册样品实际到

样批次检验复核完成率 100%，国家药品（含中药材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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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购样任务完成率 100%，“十四五”胰岛素泵不良事件重点监

测项目 2024年度任务完成率 100%。

②“两品一械”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 100%，“两品一械”安

全宣传任务完成率 100%，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企业监管工

作任务完成率均为 100%。

③我省坚持聚焦药品监管体系与监管能力现代化，加强培

训，提高监管人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药品监管行政事业人员

培训覆盖率达到 100%。

（3）时效指标

①完成国家“两品一械”抽检任务完成及时率 100%。

②组织开展四川省 2024 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制

作药品安全宣传科普情景剧、政策图解、科普漫画作品等，按时

完成国家局布置的“两品一械”安全宣传周活动。

③我省各市（州）积极开展监管人员培训工作，于 2024 年

12月前按时完成监管人员相关培训工作。

（4）成本指标

我省 2024年实际培训成本平均 383元/人.天，药品抽验平均

成本 3126元/批次，医疗器械抽验平均成本 6314元/批次，化妆

品抽验平均成本 3127元/批次。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4年，我局聚焦药品监管重点任务，以开展药品安全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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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行动为主线，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舆情监测，“两品一械”

安全科普知识宣传覆盖面不断提高，公众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

强，辖区内发生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两品一械”安全事故数 0

起，“两品一械”安全监管能力不断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省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对监管满意度（含生物制品企

业）为 98.95%，药品经营企业满意度为 90%，培训对象对培训

工作的满意度为 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1.国家医疗器械检验数。目标值为 63批次，实际完成 36批

次，主要原因是国家医疗器械检验实际到样 36 批次，其余为抽

样单位未抽到样品，无法开展检验工作。

2.开展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检查。目标值≥1410家次，

实际完成 28722家次，主要原因是成都市、广元市、内江市、德

阳市、阿坝州、绵阳市任务完成远超设定的绩效目标值。

（二）改进措施

我局已在 2025年对国家医疗器械检验数、无菌和植入性经

营使用单位检查、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检查、药品不良反

应每百万人口报告数、医疗器械不良反应每百万人口报告数绩效

目标做出调整，同时，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组织领导，牢固树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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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理念，不断强化绩效意识，系统谋划绩效管理工作，进一步提

高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立绩效目标”要求，我局明确了项目

责任处室（单位）即项目绩效管理处室（单位）。2025年 3月—4

月，我局对 2024 年下达的中央药品监管专项项目开展绩效自评

和并选取部分点位现场评价，根据绩效现场评价发现的问题，列

出整改清单，督促问题整改。绩效评价结果与下一年中央药品监

管补助资金预算安排挂钩，绩效评价因素占比 10%。我局 2023

年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结果，已按照财政部门统一要

求，在我局门户网站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截至目前，未收到各级巡视、审计和财政监督针对中央药品

监管补助资金发现的重大违纪违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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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地方主管部门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资金使用

单位

省本级直属单位及 21 个市

（州）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资金情况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

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6082.116 5803.835 95%

其中：当年中央财

政资金
5298 5082.69 96%

上年结转中央财政

资金
784.116 721.145 92%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照中央药品监管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结合中央资金使用

范围及分配要素进行科学分

配。

下达及时性

按照中央资金管理办法要求，

按照规定期限及时下达中央

资金。

拨付合规性

2024 年中央资金由财政厅、

省药监局发文，按照川财行

〔2023〕148 号要求于 2024

年 3 月拨付提前下达部分资

金，按照川财行〔2024〕55

号文件要求于 2024 年 9 月拨

付省药监局机关剩余资金。

使用规范性
专项资金严格按照《中央食品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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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要求，加强专项资金监

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执行准确性

全年预算 5298 万，实际执行

5082.69 万元，执行率 96%，

资金执行情况优良。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资金预算绩效使用良好。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支出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组织实施国家药监局下达的国家药品(含

医疗器械、化妆品，下同)抽查检验、疫苗批签

发、中药材质量监测，药品综合监管、不良反

应监测、专项整治及援藏援彝等工作任务，进

一步提高我省药品监管水平，落实强监管守底

线、助产业追高线要求，打造高质量药品安全

四川。

全面完成国家药监局下达的国家药品

(含医疗器械、化妆品，下同)抽查检验、

疫苗批签发、中药材质量监测，药品综

合监管、不良反应监测、专项整治及援

藏援彝等工作任务，提高了我省药品监

管水平，落实强监管守底线、助产业追

高线要求，打造高质量药品安全四川。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国家药品检验品种数 5 个 5 个

国家中药材质量监测品种数 3 个 3 个

国家医疗器械抽样数 73 批次 73 批次

实际抽到样品

54 批，填写未

抽到样品凭证

19 批

国家医疗器械检验数 63 批次 36 批次

到样 36 批次，

完成检验 36批

次，完成率

100%

国家化妆品抽验数 800 批次 800 批次

国家化妆品风险监测数 150 批次 160 批次

药品注册国省联合现场核查

次数
90 家次 96 家次

完成无菌植入类医疗器械生

产企业专项检查
≥89 家次 98 家次

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1 次/市 1 次/市



- 10 -

相关宣传数 （州） （州）

开展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

相关培训时长

16 学时/

市（州）

16 学时/

市（州）

跟踪核实特殊药品销售流向

批次，重点关注第二类精神

药品流向

≥640 批次 740 批次

无菌和植入性经营使用单位

检查

≥1410 家

次

28722 家

次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覆盖地

区

21 个市

（州）

21 个 市

（州）

全省药品不良反应每百万人

口平均报告数
≥1450 份 1772 份

全省化妆品不良反应每百万

人口平均报告数
≥170 份 227 份

全省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每百

万人口平均报告数
≥385 份 648 份

质量

指标

生物制品批签发任务完成率 100% 100%

药品注册样品实际到样批次

检验复核完成率
100% 100%

国家药品（含中药材质量监

测）抽样购样任务完成率
100% 100%

“十四五”胰岛素泵不良事件

重点监测项目 2024 年度任

务完成率

100% 100%

“两品一械”不合格产品核查

处置率
100% 100%

药品监管行政事业人员培训

覆盖率
100% 100%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任务完

成率
100% 100%

药品企业监管工作任务完成

率
100% 100%

医疗器械企业监管工作任务

完成率
100% 100%

化妆品企业监管工作任务完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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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

时效

指标

完成国家“两品一械”抽检任

务完成及时率
100% 100%

“两品一械”安全宣传月（周）

频次

1 次/年/市

（州）

1 次/年/市

（州）

监管人员培训完成时间 12 月前 12 月前

成本

指标

培训成本
≤400 元/

人/天

≤400 元/

人/天

药品抽验平均标准
≤3400 元/

批次

≤3400 元/

批次

医疗器械抽验平均标准
≤8000 元/

批次

≤8000 元/

批次

化妆品抽验平均标准
≤4500 元 /

批次

≤4500 元/

批次

效
益
指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辖区内发生的重大“两品一

械”安全事故数
0 0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两品一械”安全监管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对

监管满意度（含生物制品企

业）

≥90% ≥98.95%

药品经营企业满意度 ≥90% ≥90%

培训对象对培训工作的满意

度
≥85% ≥85%

说明

注：1.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

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