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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

项目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内容

2020 年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总预算

为 912.98万元，通过开展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工作，督促

企业提升产品质量保障能力，促进全市产品质量整体水平提

高。

该项目总支出为 581.93万元，主要包括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和产（商）品监督检查两方面内容，其中食品安全监督检

查计划完成 4605批次，产（商）品监督检查计划完成 1042

批次。

（二）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020 年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总预算

为 912.98 万元，项目总支出为 581.93 万元，主要用于食品

安全监督检查和产（商）品监督检查，具体资金分配见表 1。

表 1：2020 年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 分配资金

1 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712.57

2 产（商）品监督检查 200.41

合计 912.98

（三）项目绩效目标

2020 年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计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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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产（商）品监督检查两方面内容，其

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完成 4605批次，涵盖 29个食品大

类、105个食品品种；产（商）品监督检查计划完成 1042批

次，涵盖 3 种成品油、17 种化工产品、18 种日用消费品、

12种建筑装饰装修材料、15种工业生产资料、3类农业生产

资料。通过对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进行抽检，并将抽检信

息进行公开，保障食品质量、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市场秩序

规范性。

二、简述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该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包括前期准备、组织

实施、评价分析和沟通反馈四个阶段。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一是成立评价工作小组，确定专家组成员，制定工作方案并

着手收集资料；二是现场走访相关单位和项目现场，了解

2020 年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抽检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和项

目实施情况，并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三是梳理所收集资料

和确认存在的问题，得出初步结论，形成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分析研讨；四是有效采纳被评价单位的

反馈意见，报呼和浩特市财政局相关部门审核，形成正式绩

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82.95”，评级为“良”。

总体结论：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政策，基本按年初计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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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产出数量目标，项目的实施产生了较好的可持续效益，但

该项目存在预算编制不科学、项目绩效指标设定较为笼统、

考核标准不够明确、项目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未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规定、未能按计划时间完成抽检工作计划、未能按要求

完成对不合格品核查处置工作的督促指导、不合格品整改不

及时等问题。

四、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对承检机构的考核机

制，制定年度考核方案，明确考核标准，组织专业人员对承

检机构进行考核，该做法积极推动了呼和浩特市对生产流通

领域的抽检监测项目工作质量的提升。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不科学

该项目计划使用预算资金 912.98万元，实际使用 581.93

万元，相差 331.05万元。2020年项目产出数量完成率 99.73%，

绩效产出数量目标基本达成，由于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编制预算时未进行科学合理的测算，导致预算确定的项目

资金量偏高，预算编制不科学。

2.项目绩效指标设定较为笼统，考核标准不够明确

根据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的《项目预算绩效

目标申报表》，该项目产出质量指标中未能体现抽检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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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具体要求。另外，根据《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社会效益指标”包含“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市

场秩序规范性”两项指标，该指标设定较为笼统、不清晰，

考核标准不够明确。原因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中“第三章 绩效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和方法”的相关内容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和掌

握。

3.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未能有效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1）根据被抽检单位调查问卷，29.31%被抽检单位反馈存

在六个月内对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

一规格型号的产品进行两次以上监督抽查的情况。

（2）监督抽查年度计划未报送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

（3）未制定监督抽查实施细则并向社会公开。

（4）产品检测抽样档案未完整归档。

（5）未对监督抽查结果进行汇总分析，未向地方人民政府、

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同级有关部门通报监督抽查情

况。

上述问题的原因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食品

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等政策文件的学习和理解不够深刻。



5

4.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完成

该项目 2020年计划抽检产（商）品 1042批次，其中 575

批次在 2021 年完成，计划抽检食品 4605 批次，其中 3254

批次在 2021 年完成，该项目 2020 年产出时效完成率为

32.19%。项目未按计划时间完成的原因为：每年的抽检计划

下达较晚，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为保障全年抽检任务

均衡开展，2020年的计划在 2020年下半年及 2021年上半年

进行实施。

5.未能按要求完成对不合格品核查处置的监督指导工作

综合抽检监测科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科

室，该科室根据系统中显示的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不

合格品的分配及接受信息作为考量核查处置时效的依据，未

能按要求落实监督指导工作。原因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关于中共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内设机构

更名及职能调整的批复》第二条“综合抽检监测科负责督促

指导不合格产品、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核查、处

置、召回的督促指导工作”的相关内容没有深入解读和落实。

6.不合格品未及时完成整改

抽查 42项不合格品档案资料，其中 13项未完成整改，

占比 30.95%。未完成整改的原因为：一是个别经营业户不再

从事经营活动；二是个别生产经营业户不配合整改；三是整

改报告未及时上传。



6

五、有关建议

（一）预算编制需经过科学论证

建议结合年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科学论证分析，实现年

度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需求量相匹配，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准确性。

（二）项目绩效指标设定应清晰明确、可量化

建议绩效评价指标设定应清晰、可量化，明确考核标准，

成为推动绩效目标达成的有利抓手，客观精准体现绩效成

果。

（三）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

严格执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食品安

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规范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

作。

（四）按年度计划完成抽检工作

建议按年初工作计划推动抽检工作开展，加强绩效中期

监控，实时跟进工作进度，确保达成年度工作计划。

（五）健全完善不合格品核查处置管控机制

建议综合抽检监测科健全完善不合格品核查处置管控

机制，对交由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处置的不合格

品实施全过程监督，确保不合格品核查处置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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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督促抽检发现问题完成整改，实现社会效益最大

化

建议按照《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要求将不合格

食品核查处置的相关信息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信用档案，严

惩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不合格品厂家及时完成整改。

内蒙古中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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