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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项目概况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是上海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属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与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疾控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

子，行政实施一个管理层。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是以开展预防医学应用研究，提高卫生防病实施

技术，加快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各类传染性

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应用研究，以及对环境、职业、营养不

良等健康危害因素的识别、评价控制的研究。为了进一步提升病原检测

鉴定能力，维持实验室技术能力和储备能力，2018 年度组织实施了专

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满足对于开展常规项目的

仪器设备更新需求，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实验室对新发再发传染病、传染

病暴发和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对病原微生物快速确认和溯源的技术储

备能力，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2018 年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共包含分枝杆菌液体培养与药敏系

统、流式细胞分选仪、生物样品多功能工作站等 38 项，175 台/套专用

仪器设备的购置。项目预算金额为 1,739.14 万元，实际执行金额为

1,721.0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96%。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评价

时段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二、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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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论证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

卷调查及访谈，对 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绩效情况进行客

观评价，本项目评价总得分 92.7 分，评价结论为“优”。 

项目决策方面，立项依据充分，与国家、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建

设发展方向一致；项目管理方面，财务及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执行有

效，但是年度计划有待进一步细化；项目产出及效果方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采购并验收入库了 38 项设备，共计 175 台/套专用

仪器设备，设备使用情况良好，使用对象的满意度达 93.67%。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1.绩效目标明确，充分支持立项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项目设立的总目标为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实验室对公共卫生安全

的技术储备和保障能力，与《上海市区域卫生规划（2011 年-2020 年）》

中“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预防医学研究院等一批高层次医学研究

机构建设”等战略目标一致，项目立项合理、目标明确，有利于维护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2.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采购规范，确保项目有序运行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为了规范采购行为，确保项目有序运行，制定

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细化了各项采购细则，对总体的采购原

则、职责分工、采购形式及采购流程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此外，由于本项目涉及的设备数量较多，采购工作量大，研究院

在采购前，拟定了较为详细的采购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所需货物的技

术参数、配置要求等相关信息，缩短了制作招标文件的时间；在采购

过程中，通过分批次、分类别的方式实施采购，提高了采购工作效率。 

3.项目效果显现，检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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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至少新增了 DNA 拷贝数、RNA 表达分析、

老年性痴呆的单细胞分子突变等 4 项检测项目，更新了 DNA 的浓度

检测、SOD 酶活性定量等 6 项检测项目。同时，采购后的设备应用于

社区样本处理，使得实验室样本前处理与分离的能力提升，可支撑公

共卫生现场调查与应急处置。 

四、存在的问题 

个别设备使用记录缺失，资产的后续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对验收后的设备已及时做好了入库及登账工

作，而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岗前培训、维护保养、定期盘点等后续管

理机制，但是评价小组通过抽查盘点设备使用情况时，发现个别设备

存在登记记录本不全、未及时记录使用情况等现象，长效管理机制的

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评价小组对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的设备申请表、设备论

证表等前期申报材料进行了核查，发现申报材料基本齐全，申报内容

基本完整，但是申购的理由缺乏对现有设备数量及状况的描述，而且

对于设备入库后，现有的水电系统、作业环境是否能满足安装需求也

未能进行补充说明，申购设备材料的完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建议及改进举措 

做好日常记录工作，进一步加强后续的资产管理 

建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督促各处室做好“检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本”的记录，并妥善保管，进一步加强资产的后续管理，确保项目长

期执行的效果。 

此外，由于本项目所申请购买的仪器设备主要用于实验室等专用

的检测检验工作，对水电、通风及排污系统等硬件配备要求较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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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在以后的设备论证理由中增加环境需求的调查、

补充现有设备使用状况等相关内容的描述，进一步完善设备申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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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了解 2018 年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实施情况和反映项目实施后

所取得的效果，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威”）接受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

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等文

件规定，结合公共绩效管理的一般原理，采用因素分析法，采取数据对

比，标准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同时辅以访谈、研讨、核查等方法，对

2018 年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财政资金使

用及其效果，实施绩效评价并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概况 

1. 立项背景及目的 

先进适宜的检验、检测能力是保障公共卫生监测领域卫生安全评

价和危险因素分析等重要技术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印发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

干规定》中提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重点之一是改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和实验室设备条件，提高流行病学调查、现场处置

和实验室检测检验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也提出：推动健康科技创新，进一步强化实验室、工程中

心等科研基地能力建设，构建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完善突发事件

卫生应急体系，提高早期预防、及时发现、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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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历经多年卫生资源建设，已具备比较完善的卫生服务体系，

卫生资源的规模、水平和利用情况总体良好，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卫生综合服务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益，上海市政府拟定了《上海市区域

卫生规划（2011 年-2020 年）》，该规划中提到：确立上海医学科技

领先地位，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加强上海医学科学院、预防医学研究

院、中医药研究院、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一批高层次医学研究机构建

设，组建上海枫林生命科学联盟，集成优势，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和产

业发展。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是上

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属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自

1998 年 10 月成立以来，与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市

疾控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行政实施一个管理层。市预防

医学研究院是以开展预防医学应用研究，提高卫生防病实施技术，加

快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各类传染性疾病和

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应用研究，以及对环境、职业、营养不良等

健康危害因素的识别、评价控制的研究。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经过第三轮公共卫生新三年行动计划，通过病

原微生物检测综合检测和化学物检测与健康风险评估平台建设，基本

建立了以分子生物学检测鉴定技术能力储备和运用能力。为了进一步

提升病原检测鉴定能力，满足对于开展常规项目的仪器设备更新需求，

维持实验室技术能力和储备能力，2018 年度继续申报专用仪器设备购

置项目。 

本项目所申请购买的仪器设备主要是新增、更新和扩充三种用途，

其中新增的仪器主要用于加快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的应用，提升

检测能级；同时部分现有仪器设备使用年限已久，设备老化或维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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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设备遭淘汰维修零配件难以获取等原因需要进行更新；另外，

由于分析检测样品量的逐年增加，需要在原有设备基础上扩充部分生

物实验辅助设备，以提升实验处理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 

2.预算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预算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预算单位为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2018 年度申报及批复后的预算金额为 1,739.14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均

为市级财政资金。 

本项目预算编制的依据：系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各处所根据政府采

购相关要求、业务工作和运行管理的需要提出采购需求，通过市场询

价、相关负责人审核签字、院主任办公会议集中讨论后汇总形成的设

备清单及预算金额。 

（2）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实际

执行金额为 1,721.02 万元，合同金额为 1,721.0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96%。 

表 1-1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金额：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执行率 

专用仪器设备购置    1,739.14    1,721.02   98.96% 

合计    1,739.14    1,721.02   98.96% 

注：各项设备具体的预算、执行及合同情况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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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上年度预算及执行情况如下： 

表 1-2 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表 

单位金额：万元 

项目内容  预算总额   当年执行金额   累计执行金额  执行率 

2017 年度专用仪器购置项目 848.60 214.80 831.26 97.96% 

注：上年度的当年预算执行率较低，主要原因为大部分设备为进口设备，未

充分预留论证、采购、审批流程的时间导致。 

3. 项目实施情况 

（1）项目实施内容 

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共包含分枝杆菌液体培养与药

敏系统、流式细胞分选仪、生物样品多功能工作站等 38 项，175 台/

套专用仪器设备。专用仪器设备主要系各业务部门开展检测检验工作

所使用的设备。 

按照各处所分类后的专用仪器设备清单及用途如下： 

表 1-3 专用仪器设备汇总清单及用途情况表 

序号 各业务处所 设备明细 项 数量 用途 

1 
病原生物检定

所（病原所） 

冰浴仪、病毒气溶胶采

集富集仪、培养箱、医

用 4℃冷藏箱等 

12 19 

用于检测样品、采集标本，

消毒产品检测，医院感染耐

药性病原菌监测等 

2 

结核病艾滋病

防治所 

（结艾所） 

免疫印迹膜条结果判

读仪、分枝杆菌液体培

养与药敏系统、生物信

息服务器等 

5 5 

用于免疫印迹法膜条结果的

读取和结果长期保存；结核

分枝杆菌耐药性检测（液体

法）；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测

序数据分析等 

3 

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与伤害防

治所 

（慢防所） 

超低温-86 度冰箱、离

心机、流式细胞分选

仪、生物样品多功能工

作站、荧光单分子计数

分析系统等 

20 101 

用于生物样本储存；实验室

样品前处理与分离；分选人

群衰老细胞、脆弱的肿瘤细

胞与神经干细胞；生物样本

处理、芯片点样、高通量检

测分析；基因表达谱研究等 

4 实验室配套 电脑等 1 50 用于样品的检测、检验 

  合计   3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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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范围 

本项目实施范围涉及 38 项设备，共计 175 台/套专用仪器设备。 

（3）项目年度计划 

结合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的年度计划，评价小组通过梳理后，

本项目年度计划如下： 

表 1-4 项目年度计划表 

计划时间节点 阶段 计划工作内容 

2018 年 1 月 采购需求 
汇总各处所的采购需求，组织编制采购执行

预算； 

2018 年 2-6 月 
核定采购方式及

方案 

①对于单一来源及进口设备，完成需求论证

工作； 

②对于非进口及单一来源设备，完成委托外

部招标机构采购工作； 

2018 年 3-10 月 实施采购 

①对于单一来源及进口设备，完成委托外部

招标机构采购工作； 

②对于非进口及单一来源设备，完成政府采

购招标、评标工作； 

2018 年 9-12 月 签订合同 

①对于单一来源及进口设备，完成政府采购

招标、评标工作； 

②对于非进口及单一来源设备，确定中标单

位，签订采购合同； 

2018 年 9-12 月 
到货、安装、验收

及经费结算 

陆续对采购的设备开展到货、安装、验收、

经费结算、入账等工作 

（4）项目实施情况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已完成了 38 项设

备，共计 175 台/套专用仪器设备的采购，于年底前完成了设备的验收

入库，并按照合同结算了相应的款项。 

4. 组织及管理 

（1）项目组织情况 

①项目主管部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要负责总体统筹、协调项目开展等工作。 

②预算审批部门：上海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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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财政局主要负责项目资金的审核、监督与管理，负责财政

专项资金的预算批复及拨款等工作。 

③预算及实施单位：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主要负责专项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实施的具

体工作，包括：预算编报、资金审核、组织采购、签订合同、安装验

收、资产管理等工作。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为了保证项目实施，建立项

目负责人制度，各责任部门分工协作。本项目主要由综合保障处、财

务处及各处所为主，院内其他各职能部室共同参与实施。其中： 

1）综合保障处：主要负责汇总申报各业务部门年度专用仪器设

备的采购预算，并配合财务处对院内的年度采购预算进行审核；提供

采购咨询，具体组织实施各类采购工作；与供应商签订合同；负责设

备的验收、入库、保管、维护等资产管理工作； 

2）财务处：主要负责审核、汇总、编报院内年度预算和预算调

整的方案，以及 财务核算、资金支付及内部会计监督等； 

3）各处所：根据政府采购相关要求、业务工作和运行管理的需

要提出采购需求；按照资产管理相关要求使用设备。 

④各供应商 

招标代理机构：上海市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有限公司等。主要

负责组织采购、组织项目的评标或评审会、向供应商发出中标通知书、

组织合同的签订等工作。 

各服务设备供应商：国药控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申捷卫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负责按照合同履行服务任务，包括：及时

提供货物、货物送达并完成安装调试后，配合做好相关的验收工作，

保障设备在日常工作中的正常运行。 

项目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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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组织结构图 

（2）项目管理情况 

①业务管理 

1）业务管理制度 

本项目的业务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上海

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拟定的《采

购管理实施细则》《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档案管理办法》等

内控制度执行，确保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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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流程： 

本项目为设备采购类项目，其业务流程主要分为：申报采购需求-

核定采购方案-实施采购-签订合同-到货、验收及运行维护等各个阶段： 

a.申报采购需求：各处所根据政府采购相关要求、业务工作和运

行管理的需要提出采购需求，经集中讨论、科主任签字后提交综合保

障处； 

b.核定采购方式及采购方案：综合保障处汇总采购需求，编制预

算，经分管领导批准后报财务处，再由财务处报市财政审核；根据审

核后的预算，确定采购方案，分类别（政府采购类及院内自行采购类）

着手招投标事宜； 

c.实施采购：根据院内各业务部门、专家等论证后的采购方案，

分类开始政府采购、招标、评标等工作； 

d.签订合同：根据中标情况，与各服务设备供应商拟定采购合同，

并按照院内合同管理办法程序和要求签订采购合同； 

e.到货、验收：设备到货后，由综合保障处及时组织有关人员按

照相应的标准进行现场勘验、测试和清点，出具验收意见；及时对验

收合格的设备办理编号、登记、入账等有关手续；同时办理经费结算

工作。 

f.运行维护：各业务部门对设备的日常使用与保管负责；综合保

障处对专用仪器设备的使用、保管、维修维护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 

②财务管理 

1）财务管理制度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拟定了各项

管理办法，包括：《预算管理办法》、《经费管理办法》、《经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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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施细则》、《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办法》等，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资金拨付流程 

本项目资金涉及政府采购的采用直接支付方式，其余待核类资金

为授权支付方式。直接支付及授权支付资金流程图如下图： 

 

图 2-1 项目资金直接支付流程图 

 

图 2-2 项目资金授权支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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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 

综合考虑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在预算申报时制定的项目绩效目标，

评价小组在调研论证、对照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预算绩

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绩〔2014〕22 号文）等相关文件精

神及分析 2018 年项目执行情况后，对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了完善。完

善后的绩效目标如下： 

1.项目总目标 

通过专用仪器设备的购置，满足对于开展常规项目的仪器设备更

新需求，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实验室对新发再发传染病、传染病暴发和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中对病原微生物快速确认和溯源的技术储备能力，

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2.年度目标： 

按计划及时完成 38 项设备的采购工作，及时验收，确保设备一次

性验收合格；采购后的设备均能得到有效利用，并能使病原检测鉴定

能力、健康危害因素监测能力得到提升。 

3.项目目标细化如下： 

（1）投入目标：项目专项资金及时投入，各项业务管理与财务

管理有效实施保证项目顺利开展； 

（2）产出目标：设备购置完成率达 100%；设备一次性验收合格

率达 100%；按计划及时完成采购、签订合同、验收入库等各个阶段

的工作； 

（3）效果目标：购置的仪器设备均能得到有效利用；通过设备

的购置，使病原检测鉴定能力得到提升；项目期间无重大安全事故；

使用对象满意度达 90%以上；建立实施有效的各项长效管理制度，保

障项目长期执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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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项目财政支出结果绩效评价，是通过对该项目决策、项目管理

和项目绩效作出评定，全面了解财政预算资金支出安排情况、资金实

际使用状况和项目的绩效，帮助健全和完善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

项目绩效目标，肯定取得的成绩，提出存在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建议，

从而保证项目的持续开展，推进财政绩效预算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绩效评价报告制定过程 

通过调研及对相关文件的解读，根据绩效评价的基本原理、原则

和项目特点，了解并听取了本项目的意见；收集、分析政策性文件及

有关资料，结合绩效目标，由项目组按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

准、评价方法及相关的工作程序和步骤，拟定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评价框架 

1．绩效评价原则 

绩效评价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有

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

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 

（3）分级分类。绩效评价由各级财政部门、部门（单位）根据

评价对象的特点，分类组织实施。 

（4）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价，

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系。 

根据以上原则，绩效评价应遵循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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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数据采集时，采取客观数据，主管部门审查、社会中介

组织复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以保证各项指标的真实性。 

（2）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提高评价报告的公信力。 

（3）绩效评价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除了对绩效评价的过程、结

果描述外，还应总结经验，指出问题，并就共性问题提出可操作性改

进建议。 

2．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指标体系包括评价指标表和基础表两部分，评价指标表是评价的

依据，基础表是支持评价的基础数据，由被评价单位负责填报。 

3．评价方法 

本项目在主要采用因素分析法和比较法。在评价过程中还将采用

现场勘察、档案法获取相应数据采取数据对比，标准和抽样调查相结

合，同时辅以访谈、研讨、核查等方法。 

（四）数据采集方法和过程 

本项目主要采用查阅相关文件政策、抽查部分银行凭单、会计凭

证、合同等，并通过访谈掌握具体情况，对采集的数据做详细的分析

和统计。 

（五）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自 2019 年 2 月项目布置会以来，申威评价小组在前期调研的基

础上，完成了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方法、评

价的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标准、问卷调查方案及访谈方案等，并于

3 月通过了专家组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了工

作方案。两个多月来，项目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通过调研、相关文

件的解读、数据采集、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等环节，

顺利完成了绩效评价报告工作。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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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填报和采集 

2019 年 3 月，评价小组派出工作人员赴市预防医学研究院进行数

据采集，所有采集的数据均经核查后汇总完成。 

2．访谈及问卷 

问卷调查：2019 年 5 月 15-22 日，评价小组随机发放了 30 份问

卷，收回 30 份，问卷回收率达 100% 

访谈：2019 年 4-5 月评价小组对项目单位采取上门访谈形式。访

谈对象为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各部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此次访谈主要

针对资金使用情况、财务管理及监控情况、项目管理、项目执行情况、

长效管理机制建设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和意见等问题。 

3．数据分析及撰写报告 

项目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和规范，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甄别、分

析和评分，并提炼结论撰写报告，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委托方。 

三、绩效分析与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论 

1.评分结果 

根据专家论证后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问

卷调查及访谈，对“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绩效情况进行

客观评价，本项目评价总得分 92.7 分，评价结论为“优1”。 

表 5-1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A 项目决策   10 8 

  A1 项目立项   6 5 

    A11 战略目标适应性   2 2 

                                                           

1
绩效得分 90 分以上为“优”，75 分-90 分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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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A12 项目立项规范性   2 2 

A13 申购材料完整性   2 1 

  A2 项目目标   4 3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 

B 项目管理   30  28.7  

  B1 投入管理   6   5.7  

    
B11 预算执行率   3 2.7 

B12 预算编制合理性   3 3 

  B2 财务管理   9 9 

    

B21 资金使用情况   3 3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   3 3 

  B3 项目实施   15 14 

    
B31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

性 

B311 范围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B312 质量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B313 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B314 进度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 

B315 信息沟通制度健全性 1 1 

    
B32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

有效性 

B321 范围管理制度有效性 1 1 

B322 质量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3 采购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4 进度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5 信息沟通制度有效性 1 1 

C 项目绩效   60 56.0 

  C1 项目产出   24 24.0 

    

C11 设备购置完成率   8 8 

C12 设备验收合格率   8 8 

C13 购置完成及时率   8 8 

  C2 项目效益   36 32 

  

  C21 仪器设备利用情况   8 7 

  C22 病原检测鉴定能力提

升情况 
  7 7 

  C23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7 7 

  C24 使用对象满意度   7 7 

  C25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7 4 

  合计     100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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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绩效 

专用仪器设备购置工作已按计划完成，预算编制合理，资金投入

及时，项目实施规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采购并验收入库

了 38 项设备，共计 175 台/套专用仪器设备，设备使用情况良好，使

用对象的满意度达 93.67%。通过项目的实施，新增及更新了 DNA 拷

贝数、SOD 酶活性定量等 10 项检测项目，使检测能力及应急处置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分类分析 

共分为三个部分：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见下表：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管理 项目绩效 合计分值 

标准得分    10.0     30.0     60.0    100.0  

实际得分     8.0     28.7     56.0     92.7  

 



 

20 

 

A 项目决策：标准分 10 分，实际得分 8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A 项目决策   10 8 

  A1 项目立项   6 5 

    

A11 战略目标适应性   2 2 

A12 项目立项规范性   2 2 

A13购置设备依据充分性   2 1 

  A2 项目目标   4 3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2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2 1 

考察项目立项的充分性及目标的合理性：①本项目与国家及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建设发展方向一致，符合《上海市区域卫生规划（2011

年-2020 年）》中“加强上海医学科学院、预防医学研究院、中医药

研究院、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一批高层次医学研究机构建设，推动医

学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要求；与市预防医学研究院职能定位相符；

②购置设备前经过了较为充分的前期调研及询价，但是提交的申购材

料不够完善。 

本项目设定的总目标为满足对于开展常规项目的仪器设备更新需

求，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实验室对新发再发传染病、传染病暴发和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中对病原微生物快速确认和溯源的技术储备能力，维护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较为合理，而且能够支持项目立项所要解决的问

题，但是设定的绩效指标不够清晰、可衡量等。在项目的决策方面标

准分 10 分，实际得分 8 分。 

B 项目管理：标准分 30 分，实际得分 28.7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B 项目管理   30 28.7 

  B1 投入管理   6 5.7 

    
B11 预算执行率   3 2.7 

B12 预算编制合理性 
 

3 3 

  B2 财务管理   9 9 

    B21 资金使用情况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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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B2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B23 财务监控有效性   3 3 

  B3 项目实施   15 14 

    B31 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 

B311 范围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B312 质量管理制度健全性 1 1 

B313 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2 2 

B314 进度管理制度健全性 2 1 

B315 信息沟通制度健全性 1 1 

    
B32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的有

效性 

B321 范围管理制度有效性 1 1 

B322 质量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3 采购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4 进度管理制度有效性 2 2 

B325 信息沟通制度有效性 1 1 

根据可量化的目标，从投入管理、财务管理、项目实施评价项目

管理成效。具体量化为预算执行率、预算编制合理性、资金使用情况、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财务监控有效性、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和项目

管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等。 

本项目预算编制较为合理、资金使用规范，建立了完善的财务管

理制度，从预算决算控制、经费使用管理、经费报销几个方面来规范

财政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保障了资金使用规范、安全运行。项目各项

管理制度健全，制定并有效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上海市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拟

定的《采购管理实施细则》、《固定资产使用管理办法》、《档案管

理办法》等内控制度。项目总体情况良好，运行正常，但是拟定的计

划进度较为简单，有待进一步细化。 

C 项目绩效：标准分 60 分，实际得分 56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C 项目绩效   60 56.0 

  C1 项目产出   24 24.0 

    
C11 设备购置完成率   8 8 

C12 设备验收合格率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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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权重 得分 

C13 购置完成及时率   8 8 

  C2 项目效益   36 32 

  

  C21 仪器设备利用情况   8 7 

  C22 病原检测鉴定能力提升情况   7 7 

  C23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情况   7 7 

  C24 使用对象满意度   7 7 

  C25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   7 4 

考察项目产出及项目效益：项目产出方面，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已按计划及时完成了 38 项设备，共计 175

台/套专用仪器设备的采购，于年底前完成了设备的验收入库。项目效

益方面，已采购的设备基本得到有效利用，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此外通过项目的实施，新增及更新了 DNA 拷贝数、SOD 酶活性定量

等 10 项检测项目，使检测能力及应急处置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评价指标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异程度及原因分析： 

A13 申购材料完整性：标准分 2 分，实际得分 1 分。本指标考察

专用设备的购置依据是否充分，提交的申购材料是否完整、规范。评

分依据：根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的设备申请表、设备论证表等相

关资料，申报材料基本齐全，申报内容基本完整，但是申购的理由缺

乏对现有设备数量及状况的描述，而且对于设备入库后，现有的水电

系统、作业环境是否能满足安装需求也未能进行补充说明。按照评分

标准计算，该指标得分 1 分。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标准分 2 分，实际得分 1 分。本指标考察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评分依据：

根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虽然根据投入管理、

产出、效果和影响力因素四个维度设置了指标，但效果类指标设置针

对性不强，不够清晰、可衡量。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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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预算执行率：标准分 3 分，实际得分 2.7 分。本指标考察项

目预算及执行情况。评分依据：2018 年度专用仪器设备购置项目预算

金额为 1,739.14 万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金额为

1,721.02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8.96%。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

2.7 分。 

B314 进度管理制度健全性：标准分 2 分，实际得分 1 分。本指

标从两个方面考察进度管理制度健全性：①是否制定相应的进度管理

制度；②项目进度管理计划或措施是否明确且细化。评分依据：根据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绩效目标申报表，拟定的年度计划为：2018

年 4 月开始实施，12 月项目完成，计划较为简单，未细化至申报采购

需求、实施政府采购、签订合同、验收入库等各个阶段。按照评分标

准计算，该指标得分 1 分。 

C21 仪器设备利用情况：标准分 8 分，实际得分 7 分。本指标考

察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采购后的设备是否都能得到有效利用。评分

依据：评价小组通过抽查设备的开机记录，目前已采购的设备基本处

于正常使用中，但是恒温恒湿培养箱等 2 项设备尚未开始使用。按照

评分标准计算，该指标得分 7 分。 

C26 长效管理机制建立情况：标准分 7 分，实际得分 4 分。本指

标考察本项目是否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保障项目长期执行的效果。

评分依据：设备验收后，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后勤管理部门已及时做好

了设备的入库及登账工作，而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岗前培训、维护保

养、定期盘点等机制，加强对专用仪器设备的后续管理，但是评价小

组通过抽查盘点设备使用情况时，发现个别设备存在登记记录本不全、

未及时记录使用情况等现象，长效管理机制的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完

善。按照评分标准计算，该指标得分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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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1.绩效目标明确，充分支持立项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项目设立的总目标为提升政府公共卫生实验室对公共卫生安全

的技术储备和保障能力，与《上海市区域卫生规划（2011 年-2020 年）》

中“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加强预防医学研究院等一批高层次医学研究

机构建设”等战略目标一致，项目立项合理、目标明确，有利于维护

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2.项目管理制度健全，采购规范，确保项目有序运行 

市预防医学研究院为了规范采购行为，确保项目有序运行，制定

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同时细化了各项采购细则，对总体的采购原

则、职责分工、采购形式及采购流程等内容进行了明确。 

此外，由于本项目涉及的设备数量较多，采购工作量大，研究院

在采购前，拟定了较为详细的采购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所需货物的技

术参数、配置要求等相关信息，缩短了制作招标文件的时间；在采购

过程中，通过分批次、分类别的方式实施采购，提高了采购工作效率。 

3.项目效果显现，检测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至少新增了 DNA 拷贝数、RNA 表达分析、

老年性痴呆的单细胞分子突变等 4 项检测项目，更新了 DNA 的浓度

检测、SOD 酶活性定量等 6 项检测项目。同时，采购后的设备应用于

社区样本处理，使得实验室样本前处理与分离的能力提升，可支撑公

共卫生现场调查与应急处置。 

（二）存在的问题 

个别设备使用记录缺失，资产的后续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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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对验收后的设备已及时做好了入库及登账工

作，而且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岗前培训、维护保养、定期盘点等后续管

理机制，但是评价小组通过抽查盘点设备使用情况时，发现个别设备

存在登记记录本不全、未及时记录使用情况等现象，长效管理机制的

执行情况有待进一步加强。 

此外，评价小组对市预防医学研究院提供的设备申请表、设备论

证表等前期申报材料进行了核查，发现申报材料基本齐全，申报内容

基本完整，但是申购的理由缺乏对现有设备数量及状况的描述，而且

对于设备入库后，现有的水电系统、作业环境是否能满足安装需求也

未能进行补充说明，申购设备材料的完整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建议和改进举措 

做好日常记录工作，进一步加强后续的资产管理 

建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督促各处室做好“检测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本”的记录，并妥善保管，进一步加强资产的后续管理，确保项目长

期执行的效果。 

此外，由于本项目所申请购买的仪器设备主要用于实验室等专用

的检测检验工作，对水电、通风及排污系统等硬件配备要求较高，建

议市预防医学研究院在以后的设备论证理由中增加环境需求的调查、

补充现有设备使用状况等相关内容的描述，进一步完善设备申购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