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应急管理工作经费项目 

预算金额 119万元 

评价分值 96.21分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1.依托本市“3+X”应急联动会商机制，加强应急咨情流转和突发事件处置。

通过应急联动平台，共接收安全生产警情 459 条，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271 条，海

上交通事故信息 96条；通过事故快报微信群和事故信息报送短信平台，发送事故

信息近 200条；通过总局、市政府两级事故直报系统，上报各类突发事件信息 17

条。 

2.加强救援力量。掌握队伍建设底数，对 11支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专题调研，

摸清人员装备底数，完善数据资料信息，了解全面建设情况，收集工作意见建议；

浓厚练兵氛围，指导应急队伍广泛开展群众性技能比武和体能竞赛活动，各应急

救援队伍共计组织 520余人次，开展了 8次群众性比武考核活动；深化专业研究，

医院及检测机构专业救援队伍，积极开展专业领域研究和成果转化，化工研究院

检测中心队对化学品快速定性分析技术进行了研究和成果转化，复旦大学化学伤

害急危重病医学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金山医院揭牌；强化指挥员培训，先后组织

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和指挥员 50人次，参加了总局应急管理执法视频培训和国家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织的全国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指挥员实训演练，参训人

员的指挥技能和现场处置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3.优化应急处置。做好突发事件现场处置工作，先后成功处置多起突发事故，

如宝山工业园区上海志卓成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爆炸事故、虹口区上海星港国际

中心工地高空坠落事故、嘉定区范家宅泵站硫化氢中毒事故、上海焦耳蜡业有限

公司爆炸事故等，为妥善处置危化品及较大安全生产事故提供了有效的力量支援

和技术支撑。 

 

存在问题 

综合性应急演练未按预算执行，预算执行有待进一步完善，2017 年综合应急演练

计划执行 1 次，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成本控制，对演练的保障标准，未按预算

执行，预算经费部分结余，部门实际实施了 2次演练。  

整改建议 

加强项目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严格按计划执行，针对突发和不确定事项，

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增强计划的预见性。并总结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时

调整预算，积极跟进项目，主动与项目关联部门沟通，提高预算的执行率。 

整改情况 

今后对应急演练年度工作更加细化周密，强化预算管理，应急演练经费预算

紧密结合工作实际编细编实。 

 



2017年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上海市安全生产资格考试考核经费 

预算金额 1126.37万元 

评价分值 88.22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管理措施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从市安监局-市安科所-

各考点职责分工明确；制定项目管理制度，以文件形式固化，形成上海地区规

范的考试管理流程；建立对考试点、环境及设施设备的标准化管理，为计算机

机考执行提供软硬件保障。 

2、业务执行方面，严格落实考试制度，工作程序规范。监考人员均佩戴

监考工作证，做到了持证上岗；现场监考与远程监控相互结合，有效保障考试

秩序；学员实行教考分离，考试系统对接国家总局，执行国家题库与上海题库

8:2比例，考试结果公允。 

3、产出效果方面，年度特种作业考核发证 16.08 万人、考试通过率为

88.74%；危化干部考核发证 1.14万人、考试通过率为 86.28%。考试安排率 100%、

发证及时率 100%，各考点设施设备配置达标，计算机性能良好满足考试需求，

考试违纪及时查处，考生综合满意度达到 92.67%。 

存在问题 

1、考试点监考记录不统一，缺少定期汇总和上报机制，不便于统计管理。

考试点对监考记录的方式各有不同，缺少统一的汇总信息和上报机制，不便于

市考试机构进行统计和分析，尤其是考场违纪情况、处置情况等信息记录不完

整，影响项目管理和评价判断。 

2、农民工证书现有数量过多，库存管理有待加强。评价期末农民工证书

库存近 30万份，本年度实际下发 5.27万份，存在库存过量的情况，且以前年

度未及时进行盘点，造成现有库存过剩，资金占用。另外，证书资料的存放时

间过长亦引起损坏或破损，库存管理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整改建议 

1、加强对考试点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操作流程。市考试机构应做好对

各个考试点的指导工作，进一步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建议：（1）针对考场管

理，完善统一格式的考场记录表和月度统计表。月度统计表需按月上报市考试

机构，考场次监考记录留底备查，同时市考试机构应做好汇总统计工作，以便

管理查询；（2）建立对考试点的相关考核管理制度，从考场设置合规性、人员

配置合规性、考评人员委派规范性、考场管理痕迹和数据记录完整性、监考执

行有效性、考生资质合格率、考试点结账及时性等方面建立考核体系，定期考

核。加强与考试点的沟通与交流，发现考核不符情况及时联系，责令整改，严

重不符或多次整改无效，建议取消考试点资格。建议市安科所进一步做好指导

监督工作，配合安监执法部门工作，增加不定时实地抽检频次，确保考试公允

性、规范性。 

2、结合实际需求安排相应采购工作，加强库存管理，避免资源闲置 

建议安科所在以后年度农民工证书采购预算编制时，可暂时不再安排预算，充

分考虑现有库存状况以及实际年度发放总量，下发现有库存证书，避免出现采

购过量资源闲置情况。 

整改情况 
1、 进一步加强对考试点的管理。 

2、 2018年预算中已不再安排农民工证书采购预算。 



2017年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7年检验检测专用材料经费支出 

预算金额 430.00万元 

评价分值 84.55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通过该项目的执行，完成了职业卫生检测检验、职业病危害因素鉴定与评

价、化学品危险性鉴定、职业危害事故鉴定等工作，并对企业现场职业病危害因

素进行识别、分析、评价。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程度，采取相关的

工程防护及个体防护，保障劳动者健康。 

2、通过对作业人员生化指标的检测，有助于发现早期病损，提前预知相关病

症，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为社会稳定做贡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需要进一步完善 

针对本市职业危害特点、职业病危害防控技术的不断变化，需对检测项

目做相应调整，提供的检验检测专用材料也应有所改变，预算目标应充分考虑

中期规划。 

2、研究检验检测专用材料使用的精细化管理，提高标准化水平 

检验检测专用材料使用量和周转量均较大，同时专用材料的种类、规格

繁多，建议尝试根据使用对象建立检验检测专用材料使用规范，针对检验检测

项目定性定量定标准，进行精细化管理。 

整改建议 

1、加强预算目标管理，考虑中长期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提高项目管理水

平。随着职业病的类型及成因的变化，需对检测项目做相应调整，提供的专用

材料也应有所调整，建议充分考虑中长期规划，提高预算编制的前瞻性。 

2、研究检验检测专用材料使用的精细化管理，提高标准化水平。建立检

验检测专用材料的使用规范，针对检验检测项目定性定量定标准，加强精细化

管理,制定、实施行业定额标准，可以使预算编制更精准及便利。 

3、加强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建议把加强应用研究作为基础科研工作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逐步加大基础性、应用性研究的投入。 

整改情况 

    1、结合本市产业升级和职业危害群体的变化，进一步加强中长期规划管

理，加大应用研究的基础投入，充分发挥专业技术支撑职能。 

    2、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拟订职业卫生健康监护样本检验检测定额标准。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6年度职业卫生监督性检测 

预算金额 175万元 

评价分值 89.76分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2016 年市安监局业务处室按照《2016年职业卫生监督性捡测工作计划》

及相关规定要求,积极开展职业卫生监督性检测工作,较好地完成了绩效日标。

项日立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立项依据充分、立项规范,项日绩效目标制定合

理明确。根据管理制度规范,项目实施各机构能够完成各自计划承担的 2016

年度职业卫生监督捡测任务.逋过职业卫生监督性检测,加强对不合格企业整

改,企业认可度 92%、劳动者满意度 83%；:职业病新发病例控制在较低水平,

劳动者的白我保护意识提高。 

存在问题 

1、对项目检测细则的合同条款有待完善。涉及共体被检测行业、职业病

危害因索种类等信息仅在下达任务的工作通知中明确,未在具体合同条款中予

以约定。 

2、技术服务质量控制机制有待完善。市安监局对该项目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的整体质量控制不够全面,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报告盲审中过程,对检测报告

编制质量进行考评,但现场复核机制不足,对技术服务机构在监督性检测过程

中的现场调查规范、采样点、采样对缘和采样时段选择等技术服务内容未予以

抽查复核。 

整改建议 

1、建议市安监局在进行项目招标或合同拟定时,在招标文件或合同文件中

确定监督性检测涉及的行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便于检测机构在项日投标

或合同签订时能够预先对需要检测的内容和工作童进行合理测算。 

2、建议市安监局建立健全项目技术服务质量控制机制,采用社会第三方对

职业卫生监督性检测项目的职业卫生调杳和工作日写实、现场采样和检测、职

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分析等技术服务规范性及真实性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进行

抽查复核。 

整改情况 

1、今后职业卫生监督性检测项目招标时，向报名供应商反馈当年度涉及的被

检测行业范围。 

2、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盲审工作，全面复核当年度中标职业卫生监督性检

测项目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行为，组织业内专家按照实际检测数量

10%-20%的比例对上述机构承担的监督性检测项目的职业卫生调查和工作日写

实、现场采样和检测、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分析等技术服务规范性及真实性

进行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