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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区 2022 年度“一街道一快检车

一快检室”项目支出

绩效评价报告

项目单位：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监管局

评价单位：深圳市福田区财政局

评价时间：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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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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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政局关于贯

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财绩

〔2019〕5 号）等文件要求，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深圳市福田区

财政局（以下简称“区财政局”）组建绩效评价小组对福田

区 2022 年度“一街道一快检车一快检室建设运营经费（区

财政资金）”项目（以下简称“‘一街一车一室’项目”）

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工作，本项目涉及 2022 年度财政预算

资金 1,696.50 万元。综合评定 2022 年福田区“一街一车一

室”项目得分为 66.47 分，绩效等级为“中”。具体情况报

告如下。

一、主要成效及经验做法

“一街一车一室”项目作为食安战略第一期工程的亮点

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切实提升了检测覆盖率和风险防

控能力，保障了群众的食品安全。

（一）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共筑食品安全防线

1.高效数据强力支撑，稳定提供后方保障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食品中毒的状况屡见不鲜，民众

对于食品安全的意识逐步提升，保障群众的日常食品安全面

临挑战。“一街一车一室”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强大的检测

量，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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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覆盖精准抽检，保驾护航学生日常

为保障福田区学生日常食品安全，2022 年 11 月 3 日至

11月 11日对福田区281家正常经营的学校食堂抽检全覆盖，

通过快速、准确、高效的检测手段，及时发现和消除食品安

全隐患，有效保障了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3.未雨绸缪防范未然，全力护航“三考”
1
学生

食品安全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福田区

“一街一车一室”项目发挥了强大的保障作用，快检人员于

高考前一周对高考考点学校食堂进行快检抽检，提前检测食

品安全风险，未检出阳性批次，让“三考”学生的食品安全

得到了保障，吃得安心。

（二）积极推动快检助企，着力保障食品安全

为了推进“一街一车一室”项目渗入生活各个方面，福

田监管局落实了食品快检的助企服务，充分利用辖区内快检

车优势，对辖区餐饮单位、学校周边食品主体及开展网络经

营餐饮主体开展抽检和巡查，为监管部门提供切实、有效、

可靠的违规线索，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发挥“一街一车一室”

快检对食品安全的推动作用。

（三）加强监督管理力度，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为保障“一街一车一室”项目中快检室快检车工作顺

利合规稳步开展，福田监管局通过引入外部专业监理机构，

于 2021 年 10 月至 2022 年 9 月对整个项目的开展过程进行

监督管理，全年覆盖福田区 10 个街道，从抽检批次、管理

体系及材料、人员、检测环境和场所、快检车、仪器设备、

1
“三考”具体指高考、中考、初二学业水平考试。



— 4 —

快检产品、抽样及检测过程、质量控制、结果报送等 15 个

要点进行评估核查。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使用未结合实际情况细化，预算编制精细化

工作有待提升

1.预算编制依据不充分，测算精细化有待提升

一是项目资金申请精细程度不高。二是项目预算编制缺

乏依据。

2.预算编制准确性不足，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一是全年预算执行率不高。二是预算编制准确性不高，

未结合实际进行调整。

3.未进行价格对比测算，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一是未对比考虑区内各街道差异。二是未对比深圳市各

区同类型项目的资金支出。

（二）项目资源配置不精准有待优化，宣传不到位项目

实施效益不足

1.项目实施对减少辖区食品中毒效果不明显，工作统筹

安排不合理

2.职责划分不合理，快检室安排未能到位

3.未制定年度工作方案，过于依赖供应商资料

4.居民知晓度整体较低，总体满意度有待提升

（三）项目实施管理不够合理及完善，项目管理流程有

待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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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采购管理不规范，合规管理仍有待加强

2.项目宣传不到位，未能提升市民感受度

（四）项目实施过程监督管理不到位，项目资金未能发

挥其应有效益

1.项目数据处理不及时，项目进程存在监管漏洞

2.系统故障处理不及时，数据管理有待加强

3.快检车室管理不规范，服务意识有待加强

（五）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亟需优化，绩效管理意识有

待进一步加强

1.预算项目申报不完整，阻碍绩效评价客观性

2.项目年度目标不清晰，绩效管理意识较薄弱

3.绩效指标设置不明确，未能进行结果再应用

三、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编实编细编准财政预算，提高预算编制精细程度

1.科学细化预算编制，明确经费支出标准

2.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增强预算执行刚性

3.强化价格测算核实，增强财政资金效益

（二）合理合规配置项目资源，提高项目实施实际效果

1.完善项目全面合理规划，制定科学的资源配置方案

2.加强项目全方位的监督，确保资源配置的有效执行

3.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时发现食品中毒隐患

4.强化项目区域覆盖宣传，提升市民食品近距离感受

5.全面提升改善服务质量，提高居民食品总体满意度

（三）加强项目统筹安排能力，规范完善项目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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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项目各项职能分工，保障快检室数量进行检测

2.制定项目总体安排计划，分解项目各个任务和活动

3.建立项目执行监控机制，确保项目按初始计划进行

4.总结项目的经验和教训，提高项目的整体管理能力

（四）加强项目监督管理实施，提升项目管理整体水平

1.优化数据处理上报方式，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准确性

2.加强信息系统维护更新，提高信息系统的应用范围

3.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意识，加强并提升人员培训考核

4.加强执行者考核和监督，及时发现改正存在的不足

（五）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意识

一是项目测算依据方面，建议福田监管局参考同类项目

的经验数据，制定合理的项目支出标准，并说明各明细支出

的测算过程和依据详细，以便于绩效管理工作的开展。

二是预算项目申报方面，建议完善项目申报依据，补充

相关政策文件、规范要求，突出项目的政策依据、核心内容，

使之与项目目标和内容相一致，以利于项目的全方位了解和

评价。

三是项目年度目标方面，建议明确项目的具体目标和期

限，将目标分解为可量化的指标，并与相关部门协商一致，

使之符合实际情况和政策要求，避免目标过高或过低，提高

绩效意识和责任感。

四是绩效指标设置方面，建议福田监管局参考《中央部

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

等相关文件，结合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设置具体、明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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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可采集的绩效指标，并明确指标的权重、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等内容，以便于项目进度的量化分析和评价结果的

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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