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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区域绩

效目标开展 2020 年度食品监管补助资金绩效考核的通知》

（市监科财（司）函〔2020〕124 号）部署要求，现将 2020

年食品专项补助资金项目自评报告如下： 

一、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论 

2020年食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我局自评得分 114分（含

加分项 14 分），绩效评价等级为“优”。总体上看，我省在全

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加大食品抽检监测工

作力度，持续强化疫情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推动食品安

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有效落实，圆满完成了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 2019 年度的食品专项工作部署，国家食品安全工作

评议考核中获得 A 级，达到了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和

推进“双随机、一公开”为手段、促进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的目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表 1 食品专项补助资金项目自评得分情况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扣分情况说明 

预算执行情况 20 20  

年度目标 

完成情况 

20 20  

年度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50 50  



是否商同级 

财政部门 

10 10  

加分情况 - 14  

合计  114  

二、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行〔2019〕367 号）、《关于调整提前下

达 2020 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行〔2019〕

448 号）以及《财政部 市场监管总局 药监局关于下达 2020

年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行〔2020〕122 号），

2020 年中央财政下达食品药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 9,453 万元。

按照《食品药品监管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9〕

98 号）第七条规定，我局和省药监局按照因素法以各占 50%

比例分配补助资金。我局中央食品补助资金 4,726.5 万元。 

2020 年度我省食品监管补助资金设定了 4 个目标和 25

个三级绩效指标。食品监管中央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一是

完成市场监管总局 2020 年食品安全各项工作部署。全面落

实监管责任，全力保障食品安全。二是创新监管方式，对食

品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不断促进辖区食

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不断完善和加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

作，守住不发生重大源头性事故和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

线。逐步提高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满意度。三是完善风

险预警和交流机制，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和检验检测水平，加



强对食品抽检数据的分析利用，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开

展风险提示与消费警示。四是着力提高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及时

发现、及早防范、切实有效应对和处置食品安全领域风险点。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局根据中央资金文件制定了资金分配方案。其中，安

排食品安全抽检项目 4,453 万元，在指定的批发市场开展食

用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 273.5 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 

1.食品安全抽检。 

下达食品监督抽检、风险监测和评价性抽检任务 4,453

万元，全部用于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评价性抽检、

风险监测抽检任务。 

绩效目标：完成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批次≥国家当年

下达任务批次数 15039 批次；完成国家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

批次≥国家当年下达任务批次数 722 批次；完成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抽检批次≥国家当年下达任务批次数 1273 批次；

落实市场监管总局抽检任务，覆盖辖区食品种类为 32 大类；

全省性食品安全宣传次数≥3 次；开展全省性食品安全应急演

练次数≥1 次；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食品抽检应公布

信息的公布率、抽检监测结果系统录入率均达到 100%；落

实市场监管总局抽检任务要求的时间和频次符合市场监管



总局要求；及时上报检验不合格产品信息；辖区食品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的活力逐步提高；辖区内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

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发生数为 0 次；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显著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和检验检测水平逐步提高；

食品安全示范创建试点城市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总体

满意度≥70%。 

2.食用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 

在指定的批发市场开展食用农产品追溯系统建设 273.5

万元，试点建设食品农产品溯源系统安排 273.5 万元，资金

下达 11 个市市场监管局。珠海、东莞、中山、江门市市场

监管局补助标准为 37.75 万元，广州、深圳、汕头、佛山、

惠州、湛江、肇庆市市场监管局补助标准为 17.5 万元。 

绩效目标：2020 年底前 7 市原有和新增市场开办者和场

内全部水产品、生猪产品和果蔬经营者应用食用农产品溯源

系统；珠海、东莞、中山、江门市 4 市，每个市新增 1 家以

上批发市场纳入到溯源系统应用，2020 年底前 4 市指定市场

开办者和场内全部水产品、生猪产品和果蔬经营者应用食用

农产品溯源系统。 

3.配套预算及其他指定完成的绩效目标情况。 

对于中央下达的绩效目标表中指定要完成全省性食品

安全宣传、应急演练、满意度调查、技术支撑能力提升等工

作绩效目标，我省通过统筹省级财政食品安全监管专项资金



488.4 万元协助完成。 

（三）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分解下达预算和绩

效目标情况 

纳入省局机关部门预算的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

金 5,872 万元，其中，食品抽验资金 3,011 万元，食品监管

资金 2,861 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0 年 1 月至 12 月。 

绩效目标：完成国家、省 2020 年度食品安全各项工作

部署。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不断完善和

加强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加强对食品抽检数据的分析利

用。省级食品（含保健食品）专项抽检检测批次 30350 批次，

食品抽检平均成本≤4,000 元，食品抽检类别达 33 类，食品

抽检不合格食品应公布信息公示率 100%；监督检查任务完

成率 100%，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发生的次数为 0。食品安全风

险管控水平逐步提高，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食品抽检

及监管专项工作整体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1）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到位情况。 

2019 年 11 月 28 日，我局向省财政厅报送食品监管中央

补助资金分配方案。2020 年 2 月 2 日，省财政厅批复我局

2020 年度部门预算。根据《关于调整提前下达 2020 年食品



药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行〔2019〕448 号），省

财政厅调整冲减了有关补助资金额度。2 月，省财政厅收回

有关调减资金预算。7 月 10 日，我局向省财政厅报送 2020

年第二批食品监管中央补助资金。7 月 17 日，省财政厅下达

了 2020 年第二批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资金列 2020 年度

“2013899 其他市场监管管理事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

类目录，由各地市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按照文件要求与财政部

门申领经费，保证了资金全部到位。 

（2）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到位情况。 

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 5,872 万元全部纳入省市

场监管局机关部门预算，及时到位。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1）中央食品监管补助资金执行情况。 

2020 年，中央下达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共计 4,726.5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支出为 4,726.5 万元，

评价基准期内执行率为 100%。其中，食品安全抽检实际支

出 4,453 万元，执行率为 100%；追溯系统建设实际支出 273.5

万元，执行率为 99.99%。各地市预算执行情况见表 2。 

表 2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资金额 
食品安全抽检 追溯系统建设 

预算数 执行数 预算数 执行数 

合计 4726.5 4453 4453 273.5 273.48 

执行率 100% 100% 99.99% 

一 省级 4453 4453    



1 广东产

品质量

监督检

验研究

院 

1191 1191 1191 

  

2 广东省

食品检

验所 

3262 3262 3262   

二 地市    273.5 273.48 

1 广州 17.5   17.5 17.5 

2 深圳 17.5   17.5 17.5 

3 珠海 37.75   37.75 37.75 

4 汕头 17.5   17.5 17.5 

5 佛山 17.5   17.5 17.48 

6 惠州 17.5   17.5 17.5 

7 东莞 37.75   37.75 37.75 

8 中山 37.75   37.75 37.75 

9 江门 37.75   37.75 37.75 

10 湛江 17.5   17.5 17.5 

11 肇庆 17.5   17.5 17.5 

（2）省级食品抽检及监管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2020 年，纳入省市场监管局机关部门预算的食品抽检及

监管专项资金预算共计 5,872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实际支出为 5,547.84 万元，评价基准期内执行率为 94.48%。

其中，食品抽检资金实际支出 3,004.50 万元，执行率为

99.78%；食品监管资金实际支出 2,543.34 万元，执行率为

88.9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合理。一是提高中央转移支付

资金执行计划性，切实履行资金使用执行主体责任。我局建

立主管资金支出进度月通报制度，通报预算执行情况，统计、

分析、查找预算执行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进预算执行方式，



每月提请局务会议研究主管资金预算执行进度情况。二是建

立日常督查、重点监督的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防范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风险。为规范食品监管中央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和使

用，落实食品监管补助资金预算执行、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

管理进行跟踪监管责任，我局于 2020 年 7 月至 10 月印发专

项资金检查通知，开展 2020 年食品监管中央补助专项资金

监督检查，各资金使用单位开展专项资金自查，我局相关业

务处室根据各单位自查报告，结合实际，对各资金使用单位

项目实施管理情况、信息公开等开展情况进行抽查，摸清项

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效果。三是制定工作方案，确保项目

资金使用合理。制定印发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0 年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评价性

抽检计划广东省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市监办发〔2020〕245

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市场

监管总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广东省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市监办发〔2020〕241 号）以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办公室关于推进食用农产品信息化溯源工作的通知》（粤

市监办发〔2020〕840 号）等具体工作方案，通过分包委托

第三方、转移县（市、区）局等多种形式执行项目。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是圆满完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2020 年食品抽检

任务等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市场监管总局抽检任务要求，按



照市场监管总局抽检任务要求的时间和频次符合总局实施

抽检任务；及时上报检验不合格产品信息，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我省实际完成抽检 17035 批次，任务完成率 100%，

其中监督抽检完成 15040 批次，不合格 316 批次，不合格发

现率为 2.10%；风险监测完成 1273 批次，问题样品 36 批次，

问题发现率为 2.83%；评价性抽检完成 722 批次，合格 718

批次，合格率为 99.45%。覆盖辖区 32 大类食品；抽检不合

格食品核查处置率、食品抽检应公布信息的公布率、抽检监

测结果系统录入率均达到 100%。为保障全省食品质量安全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是严格食品监管，全力排除食品安全隐患。强化风险

大排查。开展食品安全每月专题风险分析，每季度风险形势

研判，年底全省风险综合分析和研判，及时排查食品安全风

险隐患。开展重点环节重点食品安全大检查，对全省万人以

上大型企业食堂开展省级全覆盖飞行检查，共检查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 439.5 万家次，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 3.39 万个；突

出抓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排查冷库 7775 个，发现并

整改问题 101 个，严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2020 年，全省

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守住不发生重大源头性

事故和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食品安全示范创建试点

城市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总体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三是完善和加强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提高检验检测水平。



加强对抽检数据的分析利用，较好地掌握广东省重点食品的

质量安全状况和存在的安全隐患，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技术

支撑能力，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发现并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和风险，防止出现行业性、区域性食品安全质量

问题。组织科研团队加大力度开展食品检验检测技术研究，

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中国酿造》《食品科技》及《食

品工业》等核心期刊发表科技论文 4 篇。 

四是完善风险预警和交流机制，大力开展应急处置。组

织修订《广东省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广东省食品生产

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指引（试行）》等，及时更新完善我省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制度。印发《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

产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方案（试行）》《广东省常态

化防控阶段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产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处置指引》，规范进口冷冻肉制品和水产品核酸检测及疑

似阳性复核工作流程，高效妥善处置多起从进口冷链食品检

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突发事件。加强食品安全应急演练，成

功处置“贝儿呔”舆情、湿粉类制品米酵菌酸中毒等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及时开展食品生产环节“诊脉行动”“湿粉统

一查”等专项行动，构建食品生产经营质量安全防控新机制。

联合佛山、韶关、阳江、云浮等 4 个市开展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性应急演练，着力突出演练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贴合实际设定各类事故情形开展演练，有效检验和展现



各地应急队伍应对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0 年国家转移广东省食品安全抽检任务共 17034 批

次，其中监督抽检 15039 批次，风险监测 1273 批次，评价

性抽检 722 批次。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我省实际完成抽检

17035 批次，监督抽检完成 15040 批次，风险监测完成 1273

批次。指标实际完成超过市场监管总局部署数量。开展大型

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体系检查家次数 10 次、落实市场监

管总局抽检任务、覆盖辖区食品种类 32 类、食品领域重大

案件查办数 7593 件、完成食品领域执法抽检（快速检测）

次数 7593 次等指定指标实际完成超过我局设定的年初目标。

辖区内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体系检查实现全覆盖，每家

企业开展 1 次体系检查。全省性食品安全宣传 5 次、开展全

省性食品安全应急演练 4 次，两个自选指标实际完成超过我

局设定的年初目标。2020 年设置 10 个数量指标，从设定的

指标情况来看，全部指标均已圆满完成，得分 20 分。 

（2）质量指标。 

2020 年设置 5 个质量指标，从设定的指标情况来看，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完成质量较好，组织督促各地

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开展核查处理，



促进食品安全抽检结果的公开，抽检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

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置率、食品抽检应公布信息的公布率、

抽检监测结果系统录入率、食品生产加工环节企业监管覆盖

率指标完成率 100%，得分 10 分。 

（3）时效指标。 

一是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要求，落实相关抽检任务要求

的时间和频次，确保食品安全抽检工作按时完成，定时发督

办函督促各地市按时完成核查处置任务，对出现超期的任务

进行全省通报，保证了工作的按时完成，整体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二是落实了市场监管总局抽检任务要

求的时间和频次，符合总局要求。三是补助资金预算执行情

况较好，预算执行率达 100%。四是及时上报检验不合格产

品信息，确保第一时间通报负责核查处置的监管部门，防范

食品安全风险。从设定的指标情况来看，全部指标均已圆满

完成，得分 8 分。 

（4）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情况较好，食品抽检平均成本为 2,615 元/批，

低于目标值，得分 2 分。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活力逐步提高。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评价性抽检和风险监测通过加强监管力度和查



处力度，从产品源头监管，落实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

任，督促企业严格执行产品标准和工艺配方，规范生产记录，

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不断提升质

量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保障了食品质量安全。得分 2 分。 

（2）社会效益。 

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 99.4%，通报食品抽检结

果多次不合格企业，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定期从国抽系统汇

总梳理一年三次及以上抽检不合格企业名单，加大查处和监

管力度。针对重点食品、重点区域和重点问题，组织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提高监管的靶向

性，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辖区内未发生

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得分 2 分。 

（3）可持续影响指标。 

一是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组织修订《广东省食

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在佛山、韶关、阳江、云浮等 4 个

市开展省级食品安全示范性应急演练，同时，建立突发事件

快速报送制度，妥善处置“米酵菌酸中毒”“贝儿呔”等事件 67

起。应急处置能力显著提高。二是技术支撑能力和检验检测

水平逐步提高，加强对抽检数据的分析利用，进一步提高食

品安全技术支撑能力。组织科研团队加大力度开展食品检验

检测技术研究，逐步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得分 4 分。 

（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城市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总体

满意度不断提高。对 21 个地级以上市的食品安全满意度进

行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省食品安全工作取得实效，全省 21

个市总体满意度平均得分 79.4 分，远超国家对创建城市的指

标要求（2017 年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印发评价细则，对创建城

市满意度指标要求 70 分，并列为否决项），群众满意度较高，

监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满意度≥70%。得分 2 分。 

三、整体绩效情况、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

措施 

（一）整体绩效情况 

2020 年，我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在全力做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全面压实食品安全责任。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批示 26 次，先后召开 21

次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相关食品安全

工作，省政府与全省 21 个地市政府签订《广东省食品安全

工作目标责任书》，推动落实属地责任。持续发挥食品安全

工作评议考核“指挥棒”作用，组织对全省 21 个地级以上

市和省食安委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

核，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 



二是完善食品抽检工作体系，扎实推进民生实事。食品

安全抽检工作连续 2 年被纳入省十件民生实事。建立食品抽

检周报跟踪制度，对抽检任务完成量低的地市予以点名，并

将有关情况抄送当地政府，逐级传导压力，推动食品抽检任

务完成。2020 年完成食品抽检 71.5 万批次，任务完成率

125.4%，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率 100%，食品检验量达到每

千人 5.9 批次。2095 家农贸市场开展食用农产品快检 832.5

万批次，合格率为 99.0%，不合格产品 100%销毁。持续推动

食品抽检信息公开常态化和多样化，坚持每周在局门户网站、

食安广东等公布食品抽检信息，倒逼企业落实食品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全年公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通告 50 期，公布抽

检信息 26085 批次。全省市场监管部门食用农产品检验量达

到每千人 1.4 批次。大力推动全省 26700 家学校食堂“互联

网+明厨亮灶”建设，在全国率先实现校园食品安全实时监

管 100%全覆盖。 

三是坚决防范化解农贸市场疫情防控风险隐患，推动食

品安全溯源创新。第一时间成立由分管副省长任组长的省市

场监管领域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以及省农贸市场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不断完善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印发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疫情防控应急预案、进口冷冻肉和水产品应急处置

方案、24 小时应急值班值守等多项防控工作制度，督促冷库

经营者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各项防控措施。应用区块链技



术，在一周内建成广东省冷藏冷冻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冷库通），2020 年 8 月 12 日以微信小程序形式上线运行。

实现进口冷链食品从出海关到市场末端的数字化闭环管理，

全链条可追溯。冷库通多次成功助力我省核酸监测发现疑似

阳性样品核查，极大提高了监管部门靶向精准监管能力，得

到市场监管总局和兄弟省市的高度认可。目前贮存进口冷链

食品的冷库上报率达到 100%全覆盖。 

四是突出智慧监管，不断推动食品安全监管创新。开展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信息化溯源系统建设试点，在粤港澳大

湾区内地九市覆盖推动。将“圳品”供深食品标准列入大湾

区建设先行试点，作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食品标准体系模板

大力推广，已构建 485 项供深食品标准体系、发布 312 项供

深食品团体标准。实施网络订餐“以网管网”，大力推广外

卖食品“食安封签”，切实保障消费者餐饮安全。 

五是加强食品安全应急演练，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处置。

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建立突发事件快速报送制度，成功处置

“贝儿呔”舆情、湿粉类制品米酵菌酸中毒等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及时开展食品生产环节“诊脉行动”“湿粉统一查”

等专项行动，构建食品生产经营质量安全防控新机制。组织

修订《广东省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联合佛山、韶关、阳江、云浮等 4 个市开展省级食品安全示范

性应急演练。 



六是完善社会监督，加快构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建设

广东省食品药品科普体验馆，大力开展“一把手谈食安”、

食品安全网上知识竞赛以及食品安全进校园、进基层、进企

业、进社区等年度食品安全周系列活动。推动食品安全监管

全民参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邀请“两代表一委员”深度参

与，积极参加监督监管、交流调研和科普宣传等工作，2020

年收到省级人大政协相关建议提案 27 份，占总数的 14.2%。

有效督促和引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守法经营，营造食品

安全监管社会共治良好氛围。 

（二）无偏离绩效目标 

我局机关相关业务处室、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按照要

求开展工作，就项目的总体情况而言，项目绩效目标圆满完

成，项目实施保障全省食品质量安全、提升了全省食品安全

监管能力和保障水平，保持了我省食品安全稳中向好形势，

无偏离绩效目标。 

但在部分绩效目标指标设置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和完善。个别指标绩效指标值不够清晰、明确。个别项目绩

效指标未能完全反映监督抽检成本指标和经济效益指标，部

分指标设置还不够科学全面，“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

活力”等个别效益指标难以量化。 

（三）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培训。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对业



务部门进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绩效目标实施与检查、绩效

目标自评等全过程的业务培训，包括指标值的选取与设置、

过程的监控和事后的绩效目标评价等内容，提高预算单位绩

效目标管理意识和能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局将绩效自评结果报送省财政厅、市场监管总局审核

通过后随省级财政绩效评价结果一同公开。结合修订后《广

东省省级财政预算安排“四挂钩”试行办法》加强对绩效结果

应用，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

重要依据，对绩效自评结果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或绩效较差

的单位，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将从紧从严。 

五、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全额保障食品安全工作任务所需资金。近年

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过紧日子”精

神，大幅压减各类项目支出，我省食品监管补助资金较 2019

年减少 1,673 万元，但市场监管总局下达的国抽任务量仍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为保障国抽任务完成，我局统筹了 2020

年省级财政资金保障国抽任务完成。对于中央下达的绩效目

标表中指定要完成的其他任务，我省均依靠省级财政专项资

金协助完成。因此，建议市场监管总局增加保障中央食品安

全任务所需配套资金。 

（二）建议市场监管总局在补助资金下达时明确各省任



务指标。2020 年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1 年食品抽检补助资金

的 70%，然而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尚未下达任务文件，我

局无法准确合理安排任务给资金使用单位。因此，建议食品

监管中央补助资金提前下达时同步明确任务指标及绩效目

标，避免各省市多次重复编制绩效目标表。 

（三）建议市场监管总局继续组织相关业务培训。根据

近两年来专家审核的各省绩效评价中存在共性与个性问题，

以培训的形式在市场监管系统内公开，加强各省之间交流，

起到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作用，提高项目绩效管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