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检测成本及防病设备维持经费 主管部门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长期

实施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中提出 “立足当前，规划长远，标本兼治，着

力治本”的原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活饮用水、涉水产品及化妆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国家逐年

在加大对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具、设备，洗涤剂，生

活饮用水，管件管材，净水剂，化妆品等监督监测工作。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新工艺、新方法、

新材料的应用，造成环境污染。通过生物链的作用残留于食品、生活饮用水、涉水产品、化妆

品等中。造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对人体的潜在危害，引起国际关注及热点问题。特别是在国

际贸易中，由于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产品往往超过标准，使对外贸易经济损失重大。我国是人口

大国，农业大国，国际产品制造大国，在参加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中我国没有发言权，主要原

因是由于我国对各种产品的检测频次、数量不足。为

逐步能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工作，利用技术保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卫

生监督执法，政府产业结构调整，控制和消除污染源采取相应措施，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发生，促进我国食品、生活饮用水、化妆品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经过逐

年的检测，积累数据，探讨对人类潜在性的危害，逐步形成预警、预报和控制健康相关产品中

危害人体健康的危害因素，降低发病率，延长寿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的意义。

实施可行性

根据《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以及依据《食

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和《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以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技术规范》、《化妆品卫生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

的安全性评价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广泛开展了各种健康相关产品、农药、化

学品等的毒理学检测和保健食品的功能学检测，为社会出具了大量的检测报告，为控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减轻各种污染和残留对人体的潜在危害，促进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真正

贯彻“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的健康和江苏的经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要职能和工作任务，开展各项检测检验工作，为监督执法、

卫生行政许可提供技术保障。完成监督所、企业等单位送检的样品的微生物检测工作；开展消

毒杀虫、灭鼠产品等项目的检验检测工作和现场监测，广泛开展了各种健康相关产品、农药、

化学等的毒理学检测和保健食品的功能学检测，所需要的成本和维持经费，保证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此项目经费涉及的科室比较广，业务工作量大，责任重大。项目主要

用于检验用试剂、材料采购；仪器设备维修保养、计量论证；检验报告印刷费；相关劳务费、

物业管理和网络通讯等费用支出。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761.12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761.12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检测成本及防病设备维持经费 200 761.12



中长期目标

根据《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以及依据《食

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和《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以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技术规范》、《化妆品卫生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

的安全性评价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开展各种健康相关产品、农药、化学品等

的毒理学检测和保健食品的功能学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为监督执法、卫生行政许可提供技术

保障。

年度目标

根据《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和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以及依据《食

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与方法》和《农药登记毒理学试验方法》以及《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

技术规范》、《化妆品卫生规范》、《消毒技术规范》、《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

的安全性评价规范》《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开展各种健康相关产品、农药、化学品等

的毒理学检测和保健食品的功能学检测，出具检测报告，为监督执法、卫生行政许可提供技术

保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洁出勤率 ≥99% ≥99%

检测分析报告 ≥50份 ≥100份

质量指标
消防监控系统完好率 ≥90% ≥90%

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完好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完好率 ≥5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消防安全率 ≥99% ≥99%

对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的改善或提升程度 较高 较高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信息化建设对提高疾病预防能力水平的持续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保障实验室检测设备正常运转的持续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科学技术研究专项 主管部门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长期

实施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学科矩阵、人才团队、重大项目、成果转化“四位一体”互促互

进策略，促进科研创新，支撑新发传染病、重要慢性病、不明原因疾病防控实践，努力构建服

务全省、辐射全国的增长点、新优势，关键时刻科研赋能“一锤定音”，与时俱进巩固重点实

验室、重点学科服务人民健康社会效益。

实施可行性
坚持科研支撑业务、业务促进科研策略，严管理、助转化、擅培训、审伦理、拓合作并举互进

。

项目实施内容

科研合作南京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高校，立项国家自然基金优青、面上、青年基金。全基因

组二代测序新冠病毒，评价新冠病毒中和抗体、南京大学新冠药物体外抗病毒效果。疫苗临床

试验管理体系新增修订现场单位设置评估等制度 13个、人员职责17个、应急预案2个和标准操

作规程（SOP）机构类25项、项目通用类41项。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20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17000

其他资金 500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科研经费支出 6000 22000

中长期目标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学科矩阵、人才团队、重大项目、成果转化“四位一体”互促互

进策略，促进科研创新，支撑新发传染病、重要慢性病、不明原因疾病防控实践，努力构建服

务全省、辐射全国的增长点、新优势，关键时刻科研赋能“一锤定音”，与时俱进巩固重点实

验室、重点学科服务人民健康社会效益。

年度目标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坚持学科矩阵、人才团队、重大项目、成果转化“四位一体”互促互

进策略，促进科研创新，支撑新发传染病、重要慢性病、不明原因疾病防控实践，努力构建服

务全省、辐射全国的增长点、新优势，关键时刻科研赋能“一锤定音”，与时俱进巩固重点实

验室、重点学科服务人民健康社会效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立项各级科研项目 ≥0项 ≥5项

专利授权 ≥0项 ≥10项

发表论文 ≥0篇 ≥260篇

质量指标

科技成果获奖 ≥0项 ≥3项

科研项目结题验收合格率 ≥0% ≥98%

SCI收录期刊论文 ≥0篇 ≥50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科学技术发展服务人民健康 0 影响提高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科学研究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0 显著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5年 完成时间 长期

实施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1. 疾病防控形势严峻：随着人口流动加剧、生态环境变化以及生活方式转变，传染病、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和地方病等防控任务日益艰巨，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亟需加强防控力度
。
2.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疾病的发生不仅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可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 提升公众健康素养：通过项目实施，广泛开展健康宣教活动，提高公众对疾病预防的认知和
重视程度，引导公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整体提升全省公众健康素养水平。

实施可行性

1. 技术力量保障：我中心拥有一支专业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涵盖流行病学、检验
检测、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具备实施项目的技术能力。

2. 现有资源基础：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疾病监测网络和实验室检测体系，部分设备和技术在国
内处于先进水平，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硬件和软件基础。

3. 政策与合作支持：省级政府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为项目实
施提供政策保障；同时，与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可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

方面获得支持。

项目实施内容

1. 疾病监测体系建设：完善现有传染病监测网络，拓展监测范围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地方

病，优化数据收集与分析流程，确保信息及时准确传递，为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 防控措施强化：针对重点传染病制定专项防控计划，开展疫苗接种、疫情处置演练等活动；
对慢性疾病实施综合干预，包括健康宣教、高危人群筛查与管理等；加强地方病防治，改善病
区环境，推广防治技术。

3. 实验室能力提升：提高检测精度和效率；开展实验室人员技术培训，拓展检测项目，提升对

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的检测能力。
4. 应急物资储备与管理：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定期更新补充防护用品、消杀药品、检测试剂
等物资，完善物资调配机制，确保应急状态下物资供应充足。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5437.58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437.58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疾病预防控制 1000 5437.58

中长期目标

1、完成疾病监测体系的优化升级，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开展重点疾病防控专项行动，使目标疾

病发病率降低；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2、显著增强实验室检测能力，检测项目拓展；慢性疾病综合管理有效覆盖目标人群；建立稳定
高效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机制，物资储备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3、全省各类重点疾病发病率持续稳定下降，人群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疾病防控模式和经验。



年度目标

1、完成疾病监测体系的优化升级，提高监测数据质量；开展重点疾病防控专项行动，使目标疾

病发病率降低；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2、显著增强实验室检测能力，检测项目拓展；慢性疾病综合管理有效覆盖目标人群；建立稳定

高效的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机制，物资储备满足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需求。
3、全省各类重点疾病发病率持续稳定下降，人群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在全国

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疾病防控模式和经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各类组织培训 ≥1次 ≥2次

开展省级督导工作 ≥1次 ≥2次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按时提交各监测项目总结报告、监测数据 及时 及时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卫生应急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 持续增强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全省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增强 增强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专用设备购置 主管部门
江苏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长期

实施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快速、大规模的检测和分析能力至关重要。但现有部分设备老化、

性能不稳定，严重影响单位应急响应效率。而且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的检测方法和技

术不断涌现，为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保持单位的专业竞争能力，需及时购置和更新仪器设

备。

实施可行性

拟购置和更新的一批仪器仪表采用当前先进的技术，具有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和自动化程度高

等有点，技术成熟可靠；新设备的购置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成本和检测时间，提高

疾病防控效果，减少疾病传播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成本。

项目实施内容
购置和更新实验室相关仪器仪表设备等一批，满足实验室检测检验需要，提成单位生物监测能

力，保障全省公共安全。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10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专用设备购置 20 100

中长期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满足实验室及各业务部门对于开展常规性项目的仪器设备更新和扩充需求 ，

合理构建设备性能阶梯，持续保持先进的技术储备能力。保障全省公共卫生安全，做好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生物监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应急保障技术支撑和能力储备，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质

量。

年度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满足实验室及各业务部门对于开展常规性项目的仪器设备更新和扩充需求 ，

合理构建设备性能阶梯，持续保持先进的技术储备能力。保障全省公共卫生安全，做好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生物监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应急保障技术支撑和能力储备，提升应急响应速度和质

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采购数量 ≥0批 ≥1批

质量指标
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0% ≥100%

设备利用率 ≥0% ≥100%

时效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及时性 ≥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对项目单位业务科研能力的提升或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对提高中心检验检测能力的持续影响程度 较高 较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