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学科学院）2025年度项目绩效目标汇总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结核病、艾滋

病等重大慢性传染

病精准综合防治模

式构建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34,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4,3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在项目示范社区率先实现 2030年“终结结

核病”“终结艾滋病”和“消除病毒性肝

炎”核心指标。带动全市重大慢性传染病

防控水平有效提升。构建重大慢性传染病

精准综合防治“上海模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社区协同管

理机制，提升重大慢性传染病规范

治疗和全周期健康管理水平项目成

本

≤205600.00(元)

加强机制建设和能力建设，健全重

大慢性传染病防控保障体系项目成

本

≤28700.00(元)

成本控制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政府采购规范开展率 =100.00(%)

购买设备三方比价率 =10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艾滋病筛查检测人数增加量 =22000.00(人)

形成重大慢性传染病从筛查到治疗

康复的全生命周期服务规范，并制

定相应指南/标准/专家共识
=1.00(个)

质量指标
新报告 HIV病感染者和病人 30天内

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提升
由 50%提升至 75%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信息系统数据传输及时性 =100.00(%)

政府采购规范开展率 =100.00(%)

购买设备到位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执行率 =95(%)

社会效益

指标

结核病发病率下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及我国设定目标值

测算到 2025年下降
到 20/10万以下。

根据国家和本市设

定目标值测算带动

全市结核病发病率

下降到 22/10万以

下

HIV检测发现率提升

示范社区，到 2025
年提升至 95%；带
动全市 HIV检测发
现率从 70%提升至

80%

发现的 HIV感染者中接受抗病毒治

疗率提升

示范社区，到 2025

年抗病毒治疗率提

升至 95%；带动全

市抗病毒治疗率从

85%提升至 95%

示范社区符合治疗条件的慢性丙肝

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率提升

示范社区，到 2025

年慢性丙肝患者的

抗病毒治疗比例提

升至 80%

新报告符合治疗条件的慢性丙肝患

者的抗病毒治疗率提升

2025年：提升至
6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提升本市结核病网络实验室检测能

力，各区具备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

分子生物学检测能力比例

从目前的 87.5%，
到 2025年，提升至

100%

提升本市 HIV实验室网络核酸检测
能力，各区具备 HIV核酸检测能力

比例

从目前的 37.5%，
到 2025年，提升至

68.8%

形成重大慢性传染病社区精准筛查

和干预机制、精准预防-筛查-诊断-
治疗-管理机制、共病社区随访管理

服务机制

从无到有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病患、家属满意度 ≥9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00(%)

社区医生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实验室保

障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8,257,393.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8,257,393.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有效机制确保公

共卫生安全性评价实验室保障体系的正常

运行，实现维持并提升公共健康危害因素

安全性评价相关实验室检测能力，以期进

一步加强健康危害因素的应急检验、安全

监测及风险评估的监督管理工作，降低健

康风险。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反恐达标改造项目成本 ≤1800000.00(元)

实验动物基地运维保障项目成本 ≤10036000.00(元)

实验室运维保障项目成本 ≤33821393.00(元)

保障辅助用房项目成本 ≤260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动物试验开展数量 ≥1000.00(项次)

饲养动物数 ≥40000.00(只)

完成各类仪器设备计量检定 =100.00(%)

耐药菌菌种复核鉴定 =100.00(%)

耐药菌药敏试验 =100.00(%)

食源性致病菌种鉴定 =900.00(株)

食品中致病菌检测 =400.00(项)

辅助保障用房面积使用情况 ≥85.00(%)

质量指标 菌株培养、分离完成率 =100.00(%)

菌株药敏实验完成率 =100.00(%)

实验室能力维持

完成 AMES试验项

目的能力维持，撰

写能力维持报告

能耗使用评价
与同类建筑物能耗

持平

新桥基地动物使用许可证年检合格 年检合格



情况

实验室运行配套设施检测合格率 =100.00(%)

特种设备检测合格率 =100.00(%)

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率 事故发生=0

固定设备完好率 =100.00(%)

服务人员到岗率 =100.00(%)

实验室设施设备维修合格率 =100.00(%)

保障业务工作正常开展 是

服务质量评估 ≥85分

时效指标

业务检测及时率 ≥95.00(%)

人员岗位能力维持

相关技术人员完成

不少于 1个标准或

规范的能力考核工

作符合率 100%

实验室设施设备维修及时率 ≥90.00(%)

成本指标
耗材验收完成率 =100.00(%)

维修成本核减率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实验室正常运转率 =100.00(%)

生态效益

指标
“废弃物、废水、废气”符合规定 符合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使用部门对采购及资产工作满意度 ≥90.00(%)

完成重大公共卫生后勤保障服务满

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市预防医学科学院

建设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0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建设维护好 5万核心人群队列；持续

建设数智实验室，打造优质数据资源，充

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加强跨机构科研合

作，新建 1—2个专题/专项研究中心，加强

研究中心成果产出，加快成果转化和疾控

标准化建设，提升解决公共卫生难题的研

究和决策咨询能力，深化相应学科系统的

建设，着力推进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核心队列建设人群实验室检测项目

成本
≤2080000.00(元)

疾控标准化管理项目成本 ≤500000.00(元)

数智实验室建设项目成本 ≤1920000.00(元)

科学院发展与能力提升项目成本 ≤50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新建研究中心数量 =2(个)

指标 3：完成伦理审查数量 =12.00(个)

指标 5：历史数据摸底和分类分级

梳理工作
≥50.00(项)

指标 2：启动成果转化项目 =4.00(个)

指标 4：针对重点传染性疾病的数

据治理工作，形成高质量主题数据

集，打造数字孪生体的队列研究数

据

≥5.00(个)

指标 6：数据入库和治理工作量 ≥700.00(万条)

指标 7：孵化形成标准草案 =10.00(份)

指标 8：核心队列维护 =5.00(万人)

质量指标 指标 1：完成疾控数据分类目录 =100.00(%)

指标 2：完成其他信息系统与数据

资源中心平台的接口的改造及对接

≥95.00(%)



指标 2：标准草案验收通过率 ≥90.00(%)

时效指标

指标 1：按照上级疾控局和主管单

位的要求提交数据分类分级目录
=1.00(个)

指标 2：标准草案研制完成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科学院人群队列、监测样

本和数据等科研资源建设水平显著

提升，科研能力显著增强

显著增强

指标 2：科技水平和攻关能力对疾

控事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加强。
显著增强

指标 3：科学院稳定运行 稳定运行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研究中心合作方满意度 ≥95.00(%)

指标 1：各种内外部研究工作要求

开展数据服务的满意度
≥8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上海市公共卫

生培训体系的构建

与实践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23,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23,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项目旨在通过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通过信息化手段，管理和迭代培训资源，

加强培训管理，形成院校、毕业后和继续

医学教育有序衔接的公共卫生人才“大教

育”培养模式，从而提升卫生专业人员的

疾病预防控制知识和能力，有效保障城市

公共卫生安全的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体

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贯通“市疾控中心-区疾控中心-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线，实践强化公

共卫生类培训组织与管理项目成本

≤323800.00(元)

指标 1：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

目人均培训成本
≤0.20(万元)

指标 2：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医疗处置培训项目人均培训成本
≤0.20(万元)

指标 3：电子化课件制作成本 ≤0.60(万元/分钟)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构建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

及资源管理平台
=1.00(个)

指标 2：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及资

源管理平台涵盖数据库量
=4.00(个)

指标 3：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及资

源管理平台涵盖涵盖功能模块数
=4.00(个)

指标 4：建设上海市网底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师资储备库
≥120.00(人)

指标 5：上海市网底现场流行病学

培训师资培训次数
≥2.00(次)

指标 6：开展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 ≥1000.00(人)



训项目线上培训总人数

指标 7：完成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医疗处置培训师资储备库建设
=1.00(个)

指标 8：试点开展辖区内超大城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处置医疗专

业人员培训人数

≥104.00(人)

指标 9：试点开展辖区内超大城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处置医疗非

专业人员培训人数

≥1000.00(人)

指标 10：形成公共卫生培训管理体

系，包含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培训

内容体系、考核评估体系、人员招

录和跟踪体系、基地评估认定体系

等公共卫生体系文件。

=1.00(套)

指标 11：完成项目总结报告 =1.00(份)

质量指标

指标 1：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完

成学员考核通过率
≥90.00(%)

指标 2：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医疗处置培训完成学员考核通过

率

≥90.00(%)

指标 3：项目实施期间第六轮三年

行动计划公共卫生类培训项目举办

的培训资源数据入库率

≥90.00(%)

指标 4：项目结项验收通过率 =100.00(%)

时效指标

指标 1：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及资

源管理平台建设完成及时率
=100.00(%)

指标 2：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完

成及时率
=100.00(%)

指标 3：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医疗处置培训完成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

目线上培训对象所属单位覆盖医疗

机构、相关委办局和社会力量

完成

指标 2：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医疗处置培训在瑞金医院医联体

内的覆盖率

≥95.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制作的超大城市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医疗处置科普视频可通过

平台永久免费面向大众进行宣传

完成

指标 2：制作的网底现场流行病学

培训重点课程课件可通过平台向更

多的社区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进行自

主学习

完成



指标 3：研制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

测评工具在信息化平台上永久面向

大众免费可用

完成

指标 4：建成的线上培训平台可长

期为本市各层级公共卫生培训提供

保障。

完成

指标 5：发表项目相关论文 ≥5.00(篇)

指标 6：培养研究生 4-5人

指标 7：培养博士后 1人 =1.00(人)

指标 8：培养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

员
1-2名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上海市公共卫生培训及资

源管理平台使用满意度
≥90.00(%)

指标 2：网底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学

员满意度
≥90.00(%)

指标 3：超大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医疗处置培训完成学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上海市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高质量

发展策略研究（合

作）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4,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4,5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标准化

研究，研究开展超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防

范标准化建设，快速响应与基层精细化管

理标准化建设，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公共

卫生生物样本资源全周期规范化建设，以

及支撑快速应急响应关键技术规范制定与

培育，实现完成 1份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运行与协调机制相关研究报告，1份本

市新一轮区级疾控能力提升和达标建设标

准，3-5份应急关键技术规范或标准的研究

制定，支撑政策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

的转化和出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上海疾控体系标准化建设（应急能

力）项目成本
≤55000.00(元)

机构功能定位及协调机制研究项目

成本
≤295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运行与协

调机制相关研究报告数量
=1.00(份)

重点公共场所公共卫生风险管控技

术文件数量
=2.00(份)

生物样本全周期标准化管理制度数

量
=1.00(份)

本市疾控系统实验室能力建设规范

数量
=1.00(份)

完善和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应急能力

建设指南数量

=1.00(份)



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技

术方案数量
=1.00(份)

质量指标 项目末期验收合格率 =100.00(%)

时效指标

区级疾控能力提升和达标建设标准

完工及时率
=100.00(%)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运行与协调机制

相关研究完工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支撑政策建议、规范、指南和标准

的转化成果数量
=1.00(份)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公共卫生监管

数字化服务和应用

能力提升（合作）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83,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3,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完善公共卫生监督技术服务支撑体系。完

成质控标准 3项、撰写质控教材 1套、录制
指控课程 1套；建立不少于 30人的师资队
伍；打造 160人规模的消毒质控队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消毒监管技术支撑体系建设项目成

本
≤16000.00(元)

公共卫生监督技术服务监测与评价

体系建设项目成本
≤1678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共卫生监督现场、在线、实验室

检测能力标准技术储备工作完成率
≥93.00(项)

公共卫生技术标准研制完成率 ≥5.00(项)

技术服务标准化材料编制完成率 ≥14.00(项)

培训教材制作完成率 ≥15.00(套)

质控标准 3项 =3.00(项)

质控教材 1套 =1.00(套)

质控课程 1套 =1.00(套)

质量指标 项目末期验收合格率 =100.00(%)

时效指标 指标 1：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 2025年 6月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标准发布

发布 3项公共卫生

技术标准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质控人员培训满意度≥90%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运维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其他运转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7,507,485.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507,485.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上海市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教

学管理平台（2025年运维项目）项

目支出

≤205000.00(元)

上海市健康期望寿命应用支撑信息

系统建设项目（2025年运维项目）

项目支出

≤306600.00(元)

上海市儿童、青少年健康信息资源

管理系统（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

支出

≤304600.00(元)

公共卫生监督技术服务质控信息平

台（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220367.00(元)

上海市公共卫生网络实验室病原体

基因序列溯源决策系统信息化项目

（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252738.00(元)

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25年运维项

目）项目支出

≤196209.00(元)

上海市病媒生物监测信息系统

（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192245.00(元)

上海市环境健康危害因素及事件智

能化监测与预警技术平台（2025年

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209450.00(元)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GRP资源
管理平台——财务管理系统（2025

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159250.00(元)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户网站

（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158000.00(元)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网络管理平台

项目（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838540.00(元)

上海市疾病报告和管理信息系统

（2025年运维项目）项目支出
≤3421750.00(元)

慢性病多因素风险综合监测与评估

应用支撑信息系统（2025年运维项

目）项目支出

≤337580.00(元)

上海市突发疾病控制快速检索文献

服务支撑平台（2025年运维项目）

项目支出

≤67160.00(元)

基于多源数据的传染病综合监测预

警和应急处置信息平台（2025年运

维项目）项目支出

≤637996.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质量指标

针对具体子系统运行情况是否符合

预期的相关标准的技术参数和功能

需求

符合

与机构互联互通情况 支持

计划所需实施子系统和功能模块与

实际完成子系统和功能模块的符合

性，考察实施系统是否支持工作开

展

符合

时效指标
基础编码整理 按计划完成

项目是否按期服务和应急响应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信息系统持续性 支持

生态效益

指标
信息系统资源使用率 支持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满足深化信创工作 按计划完成

是否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

求
≥80.00(分)

年内无网络、数据安全事件 =0.00(个)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重大传染病预防控

制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747,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747,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进一步减少重大传染病的感染、患病和死

亡，切实降低疾病负担，保障实验室样本

存储安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

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结核病防治项目成本 ≤9448680.00(元)

菌毒种及生物样本保藏与安全控制

项目成本
≤1303520.00(元)

上海对口支援凉山州（布拖县、普

格县）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技

术工作项目成本

≤1809120.00(元)

病毒性肝炎监测与防治项目成本 ≤118568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试点地区耐药筛查率 ≥95.00(%)

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 ≥95.00(%)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派驻对口援建工作队员人次数 ≥12.00(人次)

新报告符合治疗条件的慢性丙肝患

者的抗病毒治疗率
≥80.00(%)

专业人员培训人数 =300.00(人次)

重点传染病防治管理培训课程开发 ≥3.00(小时)

质量指标 按计划开展肝炎监测工作完成率 =100.00(%)

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 ≥90.00(%)

戊肝病例及猪胆汁监测
对送检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水产品甲肝和戊肝病毒监测
对送检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丙肝病例发病危险监测 对送检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疫苗-复核试剂及样品保存耗材
对送检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健康人群血清筛查
对送检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生物安全事故发生率 =0.00(%)

时效指标

在线培训和考核及时率 =100.00(%)

菌毒种保藏监测及时率 =100.00(%)

结核病网络直报及时率 ≥99.00(%)

肝炎病例报告及时率 ≥9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菌毒种生物样本集中保藏及运输管

理，耗材使用率
≥95.00(%)

社会效益

指标

宣传活动开展次数 ≥1.00(次)

病毒性肝炎防治知识知晓率 ≥60.00(%)

肝炎健康教育覆盖人次数 =30.00(万人次)

通过菌毒种生物样本的集中保藏及

运输管理，保障社会安全，事故发

生率

=0.00(%)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90.00(%)

生态效益

指标

通过菌毒种生物样本的集中保藏及

运输管理，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环境污染率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接受培训、带教专业人员满意度 ≥90.00(%)

及时满足对菌毒种及生物样本使

用、运输的需求
无投诉部门

培训学员满意度 ≥95.00(%)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传染病预防控制经

常性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0,495,65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495,6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稳步推进本市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建设，

扩大监测范围；进一步提升门急诊、住院

病例监测报告质量，加强信息分析与利

用；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提高传染病疫情管

理效率，细化工作机制，做好疫情监测，

提升本市传染病疫情报告质量，强化传染

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霍乱、流感、人禽

流感（H5N1和 H7N9）、猩红热、流感及

手足口病和登革热等重点传染病的监测和

防控力度，提升新发传染病的预警监测能

力，防范疫情暴发及流行，提高新发传染

病的应急处置水平；继续维持血吸虫病、

疟疾、丝虫病的消除状态，继续将肠道寄

生虫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有效应对新发

及输入性寄生虫病疫情；建立市区两级疾

控中心消毒应急物资和个人防护用品储备

仓库，提升传染病应急处置队伍现场消毒

处置能力；建成“上海市病媒生物监测信

息系统”并开展试点应用，提升病媒生物

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本市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培养具备扎实公共卫生理

论、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展卫生应急工作

的公共卫生医师，提高公共卫生医师人才

队伍专业技能；开展一定的在线科普教育

工作，提高公众对公共卫生素养；维护本

市专业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应急队伍，确

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各类传染病疫情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实地保障本市居

民的健康安全；全力做好本届进博会保障

工作，确保进博会安全平稳开展，完成全



市 16个区病媒密度控制水平评估。结合网

格化监测数据和无人机遥感数据完成多光

谱无人机蚊虫生境识别模型。病媒生物一

体化设施更新模组实验，同时数据上传一

网统管平台和病媒生物信息化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病原微生物检测项目成本 ≤7823080.00(元)

肠道传染病监测与防治项目成本 ≤3299860.00(元)

传染病疫情监测与管理项目成本 ≤1526930.00(元)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日常管理运维项

目成本
≤4980300.00(元)

呼吸道传染病监测与防治项目成本 ≤3885680.00(元)

寄生虫病监测防治项目成本 ≤2193470.00(元)

其他传染病防治与感染控制项目成

本
≤1239200.00(元)

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项目成本 ≤1582760.00(元)

消毒与感染控制项目成本 ≤1936170.00(元)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公共卫生保障

项目成本
≤331400.00(元)

病媒生物防治项目成本 ≤16968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广州管圆线虫病试点工作区数

量
=2.00(个)

传染病疫情监测周报（传染病疫情

监测与管理）
≥52.00(份)

参加培训人次数 >400.00(人次)

组织开展传染病业务培训次数 ≥3.00(次)

组织开展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和趋

势研判
≥2.00(次)

组织传染病相关工作督导指导次数 ≥1.00(次)

腹泻病综合监测分析报告（双月

报）
=6.00(份)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报告（周

报）
=52.00(份)

发热伴症候群监测报告（半年报） =2.00(份)

完成全国寄生虫病调查任务区的数

量
=3.00(个)

土源性寄生虫病传播阻断达标区的

数量
=2.00(个)

完成寄生虫病年度监测报告份数 =6.00(份)

出具寄生虫病检测报告数量 ≥150.00(份)

检测寄生虫病样品数量 ≥1800.00(份)

病媒生物监测报告 =12.00(份)

媒介伊蚊专项监测报告 =12.00(份)



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报告 =1.00(份)

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报告 =1.00(份)

病媒生物侵害调查报告 =4.00(份)

本底调查报告 =1.00(份)

质控督导报告 =1.00(份)

参加培训人次 >150.00(人次)

参加外埠学术交流、培训人次 =8.00(人次)

病媒生物特征图片标注及上传 ≥10000.00(张)

完成主题日科普宣传活动 =1.00(次)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评估报告 =8.00(份)

形成消毒质量监测报告/质控工作报

告数量
=11.00(份)

科普宣传培训 =16.00(场)

指标 1：组织开展传染病相关健康

宣教次数
≥1.00(次)

完成寄生虫病防治主题宣传次数 ≥2.00(次)

传染病疫情监测月报（传染病疫情

监测与管理）
=12.00(份)

完成《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志》编撰

初稿
=1.00(份)

传染病疫情监测年报（传染病疫情

监测与管理）
=1.00(份)

传染病疫情监测月报（传染病疫情

监测与管理）
=12.00(份)

流感病毒分离和基因定型 ≥125.00(株)

健康人群感染状况监测流感抗原性

分析及耐药分析
≥100.00(份)

病毒分离和基因定型 ≥120.00(株)

健康人群感染状况监测中和抗体检

测
≥400.00(份)

健康人群感染状况监测肠道病毒带

毒率检测、病毒分离及测序
≥400.00(份)

新冠病毒变异株分离及血清抗体检

测
=50.00(次)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相关病毒分离 ≥30.00(株)

耐药菌溯源分析 =400.00(株)

2024年上海市居民简明读本和疾控

基本数据集
=2.00(份)

传染病疫情监测与管理培训课程开

发
≥3.00(小时)

应急相关工作手册 =1.00(套)

市区参加培训人次数（应急） ≥400.00(人次)



市区参加演练人次数（应急） ≥100.00(人次)

国家队工作计划、总结 =1.00(份)

国家队参加培训人次数 ≥400.00(人次)

国家队参加演练人次数 ≥100.00(人次)

进博会风险评估 =2.00(轮)

进博会应急值守 =100.00(人次)

进博会风险评估报告 =2.00(次)

卫生应急工作视频拍摄 ≥2.00(部)

环境与职业检测：保障场所监测 ≥100.00(件)

环境与职业检测：经费使用完成率 ≥98.00(%)

进博重点保障区域的环境和集中空

调检测完成率
=100.00(%)

进博保障相关场所环境和集中空调

检测完成率
=100.00(%)

室内环境和集中空调采样调研培训

完成率
≥90.00(%)

参加国家 CDC等外埠单位培训 =18.00(人次)

传染病疫情监测年报（传染病疫情

监测与管理）
=1.00(份)

质量指标 培训合格率（急传） >90.00(%)

寄生虫病监测完成率 >90.00(%)

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完成率 =100.00(%)

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完成率 =100.00(%)

病媒生物病原学监测完成率 =100.00(%)

媒介伊蚊专项监测完成率 =100.00(%)

病媒生物质控覆盖率 全市覆盖

疫源地消毒工作完成率（消毒） ≥90.00(%)

疫源地消毒质量访视率（消毒） ≥10.00(%)

监测点基本信息调查完成率（消

毒）
≥95.00(%)

年度简报完成率（消毒） =100.00(%)

现场采样完成率（消毒） ≥95.00(%)

耐药菌个案调查完成率（消毒） ≥95.00(%)

耐药检测完成率（消毒） ≥95.00(%)

传染病网络直报报告及时率 >99.00(%)

传染病网络直报审核及时率 >99.00(%)

蚊虫带毒率检测及细胞培养试剂耗

材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呼吸道综合监测质控：监测标本复

核、考核样品制备或检测；

按照要求对监测哨

点上送的呼吸道病

原体样本进行抽样

复核



呼吸道综合监测：病毒复核及分

型、毒株鉴定及测序

按照要求对上送的

呼吸道病原体样本

挑选个基因型代表

株开展基因测序和

分析

涉禽场所环境、病原学样本的甲型

流感初筛完成率
=100.00(%)

手足口病相关肠道病毒监测质控方

案：监测标本复核、考核样品制备

或检测；

按阳性病例 10%、
阴性病例 20%、未
分型病例 100%抽样

复核；按时完成国

家疾控下发考核样

品检测，完成区疾

控网络实验室室间

比对

腹泻病毒监测质控方案：监测标本

复核、考核样品制备或检测；

按阳性病例 100%、
阴性病例 5%抽样复

核；完成区疾控网

络实验室平时检测

质量评估

病原学检测
完成对所有采样标

本的检测,100%

登革热核酸分型及抗原抗体检测试

剂及细胞培养试剂
复核完成率 100%

登革热健康人群抗体监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其他罕见出血热检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出血热核酸分型及抗体检测试剂 复核完成率 100%

出血热健康人群抗体监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出血热动物病原监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核酸检测

及抗体检测试剂
复核完成率 100%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从业人群

抗体监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乙脑病例检测试剂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猪血清乙脑抗体检测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病毒性病原微生物常规鉴定及血清

学检测完成率

完成率≥98%



病毒性病原微生物序列检测完成率 完成率≥98%

微生物实验室人员培训率 培训率≥95%

疑似病例检测完成率 完成率 100%

应急突发检测完成率 完成率 100%

网络实验室督导及室间比对完成率 完成率≥98%

网络实验室培训及进修率 培训率≥95%

急性出血性结膜炎监测质控方案

每年上送病例数不

同，按阳性病例

100%、阴性病例
20%抽样复核；

耐药菌菌种复核鉴定 完成监测任务 100%

耐药菌药敏试验 完成监测任务 100%

微生物检测：病原菌复核、分离培

养及分型

按照要求对上送的

阳性样本开展病原

菌分离培养及血清

型等病原特征分析

以及靶基因或全基

因组测序

微生物检测：病原菌复核、分离培

养及分型

对平行标本以及上

送菌株进行复核、

鉴定等检测工作，

负责分子分型的质

量控制

微生物检测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肠道传染病病原菌-微生物检测
菌株分型≥98%，

菌株鉴定符合率

≥95%

军团菌-微生物检测
菌株分型试验率

≥98%

脑膜炎奈瑟菌-微生物检测
"流脑菌株鉴定符合

率≥90% "

百日咳鲍特氏菌-微生物检测
实验室确诊比例

≥90%

A组 β溶血性链球菌-微生物检测
"猩红热菌株鉴定符
合率≥90% "

其他罕见传染病病原微生物-微生物

检测

对送标本进行检

测，完成率 100%

区县培训、工作布置总结 培训率≥95%

临检中心肝炎考核试剂
检验检测机构应具

备相应能力

上海市医疗机构耐药菌哨点监测任

务

按时完成 100%



耐药菌按时反馈结果 按时完成率 100%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传染病疫情监测与管理课程在线培

训
完成

车辆安全率 事故发生率=0

实验室运行配套设施检测合格率 合格率 100%

维修质量合格率 合格率 100%

市区培训合格率（应急） >90.00(%)

国家队培训合格率 >90.00(%)

国家队应急物资完备率 =100.00(%)

进博会应急值守完成率
按照要求完成 24小

时应急值守

进博会风险评估、检测报告等完成

率
=100.00(%)

应急作业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规

范处置率
>90.00(%)

无质量事故发生 无质量事故发生

时效指标

进博会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按时完成在线培训和考核 完成

病媒生物抗药性监测及时率 ≥95.00(%)

媒介伊蚊专项监测完成及时率 ≥95.00(%)

疫情处置及时率 =100.00(%)

疫源地消毒工作及时率 ≥90.00(%)

消毒质量监测完成及时率 ≥95.00(%)

疟疾疫情处置及时完成率 ≥90.00(%)

病媒生物生态学监测及时率 ≥95.00(%)

环境与职业检测 ≥90.00(%)

工作完成及时率 =100.00(%)

暴发疫情处理及时率（急传） ≥95.00(%)

暴发疫情报告及时率（急传） ≥95.00(%)

成本指标
试剂使用率 >95.00(%)

维修成本控制率 ≤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妥善处置率 =100.00(%)

社会效益

指标 维持疟疾、血吸虫病、淋巴丝虫病

的消除状态

无本地感染疟疾病

例发生，不发生内

源性血吸虫病和丝

虫病新病例

控制肠道寄生虫病低水平流行
土源性线虫感染率

均在 0.1%以下

病媒生物对人民健康、社会稳定造

成的影响

减少和控制易造成

病媒生物孳生的危



险因素，降低病媒

生物种群密度水

平，避免发生病媒

生物传播疾病的本

地传播，保障本市

人群身心健康，维

护社会稳定

传染病疫情监测
掌握疫情的动态和

趋势

传染病早期预警 实时发送预警信号

配合传防所完成传染病疫情监测
掌握疫情的动态和

趋势

配合传防所传染病疫情控制
将传染病发病率维

持在低水平

指标 1：推动基层疾控疾控体系建

设，促进市区两级疾控体系高质量

发展

提高本市疾控影响

力，推动基层疾控

疾控体系建设，促

进市区两级疾控体

系高质量发展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在线学习和考核达

标率不低于 90%

生态效益

指标

无菌株泄露等生物安全责任事故发

生

无菌株泄露等生物

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病媒生物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造

成的影响

持续降低病媒生物

密度，将病媒生物

密度控制在不足以

危害的水平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动物实验
拟开展实验及实验

模拟约 100次

维持寄生虫病诊断省级参比实验室

检测能力

维持血吸虫病、疟

疾、土食源性寄生

虫病诊断省级参比

实验室检测能力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培训学员满意度 ≥95.00(%)

完成重大公共卫生后勤保障服务满

意度
≥90.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00(%)

完成重大公共卫生保障任务 =100.00(%)

场馆保障工作满意度 满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9,039,165.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9,039,165.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保障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信息化建设成本 ≤59039165.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质量指标

与机构互联互通情况 支持

计划所需实施子系统和功能模块与

实际完成子系统和功能模块的符合

性，考察实施系统是否支持工作开

展

符合

针对具体子系统运行情况是否符合

预期的相关标准的技术参数和功能

需求

符合

时效指标
基础编码整理 按计划完成

项目是否按期服务和应急响应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信息系统持续性 支持

生态效益

指标
信息系统资源使用率 支持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满足深化信创工作 按计划完成

是否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

求
≥80.00(分)

年内无网络、数据安全事件 =0(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慢病与伤害防治经

常性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4,045,34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045,34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慢病综合监测：通过长期、连续、系统地

收集信息，全面掌握我市居民主要慢性病

患病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现况和变化趋势，

加强上海市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

利用；开展和完善上海市心脑血管急性事

件登记工作，完成全年心脑血管病例登记

报告的数据采集并评估全市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病情况，提高监测数据质量。通过开

展社区居民风险评估、筛查、随访管理等

全流程慢阻肺健康管理服务，提高慢阻肺

患者的生命质量，加强慢阻肺健康管理宣

传工作，提升居民慢阻肺健康防治意识。

持续开展老年健康监测及老年期疾病预防

干预工作，定期对老年健康监测人群进行

追踪调查，完成数据收集、检测、整理分

析及相关工作报告撰写，掌握本市 50岁及

以上人群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现况和变

化趋势，为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实施干预

行动、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提供循证依据；

通过老年健康宣传周等健康宣教工作，提

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全面加强中心慢病实

验室检测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为慢性病

预防相关大型项目实施相关的实验室监测

提供技术支撑和技术保障。完善慢病综合

监测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技

术能力。

健康管理：推进以社区为基础，“以人为

核心”的整合型精准化的全程健康管理模

式。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监测，制定并实施

健康管理策略，研发、推广和评估健康管



理适宜技术，加强慢性病健康管理信息化

建设；指导开展重点慢病患者、高危人群

的风险评估、筛查、随访管理、健康干预

等健康管理服务；负责本市健康管理工作

技术指导、业务培训、质量控制和考核评

估。

肿瘤登记：组织开展肿瘤登记报告和现患

病例随访工作，开展包括儿童肿瘤病例在

内的登记报告质量控制，提高肿瘤病例数

据库完整性和数据质量，完成年度《上海

市恶性肿瘤报告》编印。组织肿瘤宣传周

活动，开展大众教育任务。

癌症综合筛查管理：对工作人群开展技术

培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癌症筛查风险评

估，对筛查对象进行精准化管理，制定评

估工具，收集诊疗数据，开展持续性评

估。

伤害预防控制：通过伤害监测掌握本市伤

害流行特征，确定伤害防治优先领域和人

群，为制定防治策略提供依据；通过伤害

干预项目，探索干预适宜技术，降低伤害

负担；同时通过培训、宣传教育等工作，

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干预对象

预防伤害事件的能力。

生命统计：构建实时全面、智能交互和闭

环完善的生命统计登记系统，确保监测登

记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向政府部

门提供准确的居民健康三大指标，为政府

公共卫生决策提供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健康管理项目成本 ≤3650120.00(元)

肿瘤登记项目成本 ≤297840.00(元)

癌症综合筛查管理项目成本 ≤2368000.00(元)

伤害预防控制项目成本 ≤314980.00(元)

慢病综合监测项目成本 ≤6484900.00(元)

生命统计项目成本 ≤9295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慢性病服务过程质量管理次数 =12.00(次)

技术规范、方案 =19.00(个)

培训、质控、督导覆盖区 =16.00(个)

培训、质控、督导社区覆盖率 ≥80.00(%)

业务培训 ≥1000.00(人次)

市级宣传活动 =8.00(个)

科普宣传资料 =3.00(个)



专业报告 =6.00(个)

现场调查完成率 =90.00(%)

实验室检测完成率 =90.00(%)

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报告 =3.00(份)

现场调查实验室督导和质量控制区

覆盖率
=100.00(%)

癌症筛查开展区覆盖率 =100.00(%)

癌症筛查风险评估任务完成率 =100.00(%)

死亡在线报告覆盖率 =100.00(%)

死亡登记数据实时传输成功率 >95.00(%)

提供各级各类考核评估评价指标 ≥60.00(个)

死因分类及根本死因编码准确率 >97.00(%)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质量指标

业务培训合格率 =100.00(%)

癌症筛查规范管理率 ≥80.00(%)

伤害住院病例登记数据合格率 ≥90.00(%)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85.00(%)

现场调查数据完整率 =100.00(%)

肿瘤登记监测医院漏报率 ≥90.00(%)

肿瘤登记患者规范随访率 <3.00(%)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进度 按计划完成

癌症筛查风险评估完成率 ≥8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总体癌症 5年生存率
完成指标测算与发

布

三大健康指标：户籍居民预期寿

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年内完成三大指标

测算与发布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癌症相关知识知晓率 ≥80.00(%)

特殊儿童早期生长发育健康影响因

素

完成年度双生子出

生登记调查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下级单位工作人员培训满意度 ≥90.00(%)

癌症筛查对象满意度 ≥70.00(%)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新冠防控指挥部日

常办公保障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2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28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一）实时动态掌握我市人群新冠病毒感

染发病水平和变化趋势。

（二）及时发现新型变异株，动态分析病

毒株变异情况及其传播力、致病力和免疫

逃逸能力。

（三）为科学研判和预测我市新冠病毒感

染疫情规模、强度和流行时间提供依据，

及时做好预警。

（四）全面、稳妥、有序推进实施本市新

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以下简称“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按照“分步实施、有序

推进，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知情同意、

自愿免费”工作原则，依托健康云平台新

冠疫苗接种专区，支撑本市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新冠防控指挥部日常办公保障项目

成本
≤328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社区队列新冠等传染病症候群随访

人数
≥1.40(万人)

社区人群病原检测数量 ≥250.00(份)

重点场所和重点人群监测数据报送

率
=100.00(%)

应急值守办公保障人天数 ≥200.00(人天)

试剂耗材采购经费执行率 ≥98.00(%)

新冠病毒常态化检测完成率 =100.00(%)

质量指标 按照要求完成 24小时应急值守 =100.00(%)

无线通信网络是否符合预期的使用

需求

≥99.00(%)



网络视频会议系统是否符合预期的

相关标准的技术参数和功能需求
≥99.00(%)

采购验收合格率 =100.00(%)

全市输入新型冠状病毒等变异监测

的病毒基因组测序质量

基因组平均覆盖度

≥95%

时效指标

全市输入新型冠状病毒等变异监测

的核酸复核及时完成率
≥95.00(%)

全市输入新型冠状病毒等变异监测

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及时完成率
≥95.00(%)

保障工作完成及时性 ≥99.00(%)

新冠病毒感染相关聚集性疫情调查

和处置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及时发现疫情风险，做好应对准备

和处置工作

科学研判疫情趋

势，为政府决策提

供支撑。最大程度

地减少疫情对公众

健康与生命安全造

成的危害，保障国

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

新冠疫情控制
能够有效控制新冠

疫情情况

及时发现疫情风险，做好应对准备

和处置工作

科学研判疫情趋

势，为政府决策提

供支撑。最大程度

地减少疫情对公众

健康与生命安全造

成的危害，保障国

民经济可持续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疫情监测预警与研判(病毒-新冠)
为科学研判疫情预

测提供重要依据

疫情监测预警与研判(急传)
为科学研判疫情预

测提供重要依据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85.00(%)

群众满意度 社会对新冠疫情防控的

认识及满意程度
=100.00(%)

完成重大公共卫生后勤保障服务满

意度
≥90.00(% )

监测服务对象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健康科普文化基地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36,1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36,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完成既定要求，进一步发展微信平台，做

好健康科普文化基地建设。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健康科普文化基地运营维护项目成

本
≤10361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1：省部级科普期刊发布文章

数量
=24.00(篇)

指标 2：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文章数量
≥250.00(篇)

指标 3：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发布

的原创文章数量
≥200(篇)

指标 4：健康科普基地科普培训 =4.00(场)

指标 5：健康科普基地科普内容制

作
=129.00(次)

指标 6：科普微电影制作数量 =2.00(部)

质量指标

指标 1：智能问答回复准确率 =92.00(%)

指标 2：健康科普基地科普专家咨

询
=32.00(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全天候智能解答公众健康

疑问

年咨询量不少于 1

万人次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科普平台可持续发展和栏

目更新情况
≥1.00(个)

指标 2：科普短视频账号运营 =2.00(个)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房屋维修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14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14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1、缓解中心目前建筑物墙体、结构、给排

水 、 通 风 等 破 损 情 况 。 

2、确保中心房屋指标满足国家法律法规。 

3、确保中心实验室建设环境满足实验室建

设 指 标 。 

4、缓解中心实验室硬件设施不能满足中心

工作卫生保障检测水平的问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新桥实验基地实验室空调系统项目

成本
≤2140000.00(元)

项目最终审定价格是否小于预算数 符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房屋及固定设施零星维修面积 =2000.00(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竣工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建

设标准

时效指标 项目全过程执行是否及时 符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相关建筑能耗是否减少 符合

相关固定设施日常故障率是否降低 符合

生态效益

指标
污染排放 符合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是否保障业务开展环境 符合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基于多源数据的病

媒生物精准智能防

控体系的建立及应

用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制定具体项目实施方案，开展成蚊区块化

监测，开展病媒生物多源数据、地理信息

数据的采集，病媒生物绿色防控技术的室

内试验验证；基于气象及病媒生物监测数

据，初步构建病媒生物风险评估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基于多源数据的病媒生物精准、智

能防控体系的建立与应用项目成本
≤50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立病媒生物多源监测数据信息库 =1.00(份)

构建多元数据的时空分析预警模型 ≥1.00(个)

质量指标
模型建立情况 按工作要求搭建

信息库搭建情况 按工作要求搭建

时效指标

病媒生物监测信息库的建立 ≥95.00(%)

预测预警模型的建立 ≥95.00(%)

初步实现蚊虫实时监测风险评估 ≥9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预测预警能力，减少病媒生物

对人民健康、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

减少和控制易造成

病媒生物孳生的危

险因素， 降低病媒

生物种群密度水

平，避免发生病媒

生物传播疾病的本

地传播， 保障本市

人群身心健康，维

护社会稳定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病媒生物预测预警能力满意度指标 ≥90.00(%)



标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 年度）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健康危害

因素监测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4,513,236.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4,513,236.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一、主要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营养健康：

1.碘营养监测：监测不少于 3200 名 8-10 所

儿童和 2400 名孕妇碘盐食用情况及尿碘水

平，掌握居民食用碘盐覆盖率、尿碘中位

数和餐馆食用盐碘含量。

2.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完成居民营养

与健康状况监测上海地区信息收集，分析

和发现存在的营养与健康问题，及相关危

险因素。

3.食物营养成分监测：了解市场现制茶饮营

养成分含量，为开展健康提示标识和针对

性干预提供数据支持。

4.营养指导与干预：开展目标人群营养指

导，区和社区覆盖率达到 100%。

5.营养创新平台，充分发挥市疾控、各学协

会、企业的力量，创新开展膳食健康状况

监测与指导干预，提高居民营养健康水

平。

放射卫生：

依托二期工程，提升放射卫生实验室能

力；建设区域放射卫生实验室；建设辐射

防护工程防护指导中心；以重点学科项目

为抓手，推动学科建设。

职业卫生：

  通过职业卫生监测、对相关人群的干预、

职业危害事件的处理以及职业病诊断鉴

定，保障上海市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和职业

健康权益，从而促进社会、企业和人力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



二、儿童青少年健康监测与疾病防治

通过开展监测工作，掌握学生/儿童青少年

群体的常见病、教学生活环境状况，根据

纵向数据和教学环境精准化监测数据，分

析研究其相关因素；为政府、社会、学校

和相关机构提供监测业务报告和干预建

议，开展干预工作，为服务对象提供指导

和服务，为评价学生保健措施效果和不断

完善服务水平提供重要依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化学危害物暴露测定技术储备与应

用项目成本
≤6044558.00(元)

重点产品、场所健康风险管控项目

成本
≤2907360.00(元)

主要健康危害因素监测项目成本 ≤12544430.00(元)

儿童青少年健康监测与疾病防治项

目成本
≤3016888.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检测实验室集中资源管理率 =100.00(%)

参加检测实验室质控平台能力维持

与更新相关培训和会议人数
=4.00(人次)

放射卫生：放射工作人员体检 =1.00(份)

放射卫生：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质控

督导
=4.00(份)

放射卫生：医疗机构调查数量 ≥90.00(家)

放射卫生：非医疗机构调查数量 ≥110.00(家)

放射卫生：总结报告 =2.00(份)

放射卫生：食品放射性监测率 ≥100.00(%)

放射卫生：食品监测总结报告 =1.00(份)

放射卫生：放射卫生知识宣传 ≥50.00(万人)

放射卫生：放射卫生宣传视频 ≥2.00(部)

放射卫生：放射防护工程指导相关

演示教程
=1.00(部)

放射卫生：人员培训人次 ≥100.00(人次)

环境卫生：公共场所监测家数 ≥600.00(家)

环境卫生：公共场所军团菌检测样

品数量
≥400.00(个)

环境卫生：高温中暑监测覆盖区数 =16.00(个)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环境

健康宣传征文绘画覆盖区数
=16.00(个)

环境卫生：药店监测数据收集覆盖

率

>95.00(%)



环境卫生：饮用水监测点数 =797.00(个)

环境卫生：重点场所养老机构家数 =4.00(家)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轨道

交通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地铁线条数
≥5.00(条)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高温

热浪健康风险预警数据收集覆盖区

数

=6.00(个)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城乡

室内环境健康调查户数
≥60.00(户)

营养健康科：碘营养监测 8-10岁儿

童
≥3200.00(名)

营养健康科：碘营养监测 孕妇 ≥2400.00(名)

营养健康科：碘营养监测 餐馆 ≥960.00(个)

营养健康科：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

监测
=16.00(个)

营养健康科：食物成分监测 =50.00(件)

营养健康科：营养指导与干预 =16.00(个)

儿少所：：中小学校综合视导覆盖

率
=100.00(%)

儿少所：：中小学校传染病防控知

识培训覆盖率
=100.00(%)

儿少所：：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个案

报告覆盖率
≥95.00(%)

儿少所：：中小学校贫血监测覆盖

率
=100.00(%)

儿少所：：中小学校干血斑卡采集

覆盖率
≥90.00(%)

儿少所：学生常见病监测培训专业

人数
≥120.00(人)

儿少所：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

素干预覆盖人数
≥3000.00(人次)

儿少所：学生健康月干预覆盖范围 ≥600.00(人次)

儿少所：学生常见病监测市级点覆

盖率
≥95.00(%)

儿少所：健康危险因素与相关行为

监测调查完成率
≥90.00(%)

儿少所：儿童青少年行为危险因素

干预覆盖率
≥5.00(%)

重点日化产品风险物质监测完成率 ≥95.00(%)

重点日化产品暴露及皮肤健康监测

完成率
≥95.00(%)

日化产品风险监测与评估报告 =1.00(份)

重点日化产品暴露及皮肤健康监测 =1.00(份)



报告

日用化学品皮肤健康宣教 =1.00(个)

日化产品皮肤健康效应检测评价新

方法
=8.00(项)

机构质控完成率 ≥90.00(%)

质控专项评估报告 =1.00(份)

重点场所健康风险管控调研监测数 =4.00(类)

公共场所健康风险管控宣贯培训人

数
≥25.00(人)

公共场所健康风险管控宣传短视频 =1.00(个)

公共场所健康风险管控宣传科普动

画视频
=2.00(个)

重点场所特定人群健康监测和风险

评估
=1.00(份)

建立职业人群生物监测技术方法 =4.00(项)

评价所：重点产品技术服务机构质

控督导完成率
≥90.00(%)

重点行业职业危害因素监测完成 ≥95.00(%)

重点行业职业危害因素风险评估报

告
=1.00(份)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监测机构培

训覆盖率，培训人次数
≥120.00(人)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监测接害劳

动者数
≥60.00(万人次)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监测技术报

告
=1.00(份)

职业健康：重点人群职业健康风险

评估报告
=1.00(份)

职业健康：职业病发病情况分析报

告
=1.00(份)

职业健康：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监测技术报告
=1.00(份)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机构培训覆盖率，培训人次数
≥100.00(人次)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企业数，监测点位数，监测危害

因素种类

≥480.00(家)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技术报告
=1.00(份)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风险评估报告
=1.00(份)

职业健康：干预指导企业家数 =10.00(家)

职业健康：构建人群防护用品适合 ≥200.00(人)



性数据库

职业健康：健康素养调查人数 ≥7200.00(人)

职业健康：健康素养调查覆盖 4个
重点行业和 5 类重点人群

=4.00(个)

职业健康：职业中毒和非职业性一

氧化碳中毒事件处置培训人次数
≥100.00(人次)

职业健康：《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受众人数
≥100.00(万人)

职业健康：《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培训场次
≥2.00(次)

职业健康：《职业病防治法》宣传

视频制作
≥2.00(部)

职业健康：健康园区/健康企业培训

人次数
≥100.00(万人)

职业健康：评估验收健康企业数 =20.00(家)

职业健康：中小微型企业帮扶指导

培训人次数
≥50.00(人次)

职业健康：中小微型帮扶质控指导

企业家数
=32.00(家)

职业健康：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培

训人数
≥50.00(人)

职业健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培训覆盖率
=100.00(%)

职业健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质控覆盖率
=10.00(%)

职业健康：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质量控制督导报告
=1.00(份)

能力项目维持稳定运行 ≥99.00(%)

实验室安全运行 ≥99.00(%)

动物实验伦理审核数量 ≥20.00(次)

食品与营养检测检测能力维持与新

增
≥15.00(项)

食品与营养检测检测能力实验室比

对
≥3.00(次)

食品与营养检测能力购置标准品 ≥20.00(个)

食品与营养检测新增检测能力数 ≥8.00(个)

建立婴幼儿食品中交链孢毒素及其

修饰型检测方法
≥1.00(个)

婴幼儿食品中交链孢毒素及其修饰

型污染状况分析样品检测
≥50.00(件)

食品与营养检测-经费使用完成率 ≥98.00(%)

全营养成分检测-检测样品数 ≥30.00(件)

合成生物营养素检测方法建立-建立 ≥2.00(项)



检测方法数

环境与职业检测：实验室新增或更

新能力技术储备
≥10.00(项)

环境与职业检测：能力项目维持 ≥10.00(项)

环境与职业检测：重点产品、场所

健康风险管控
≥100.00(件)

环境与职业检测：主要健康危害因

素监测
=100.00(件)

环境与职业检测：空气环境健康影

响监测
≥50.00(件)

环境与职业检测：公共场所监测 ≥30.00(件)

环境与职业检测：会议和培训 ≥2.00(场次)

环境与职业检测：经费使用完成率 ≥98.00(%)

国际比对项目 =1.00(次)

母乳等生物样本的采集及监测 =100.00(件)

饮用水中农药及其农药转化物的识

别技术体系
=2.00(份)

饮用水中农药及其农药转化物筛查

指标数量
≥200.00(项)

实验室新增技术项目储备数 =2.00(份)

能力项目维持 ≥7.00(项)

GLP 资质试验项目能力扩展 =10.00(份)

实验室新增能力 =1.00(项)

实验室能力维持 ≥5.00(项)

生物监测：新增技术储备项目数 ≥10.00(项)

生物监测：新增研制报告和 SOP =2.00(份)

生物监测：重点实验室比对 =1.00(次)

生物监测：参与国际比对项目数及

合格率
≥90.00(%)

生物监测：典型项目能力维持 =2.00(项)

生物监测：生物监测会议或培训 ≥2.00(人次)

生物监测：标准品更新 ≥5.00(项)

生物监测：碘营养国家外质控考核 =100.00(%)

生物监测：实物质控样制备 =4.00(个)

生物监测：碘营养质控及督导 ≥10.00(人)

生物监测：碘营养监测样品抽查复

核
≥200.00(件)

新污染物毒性预测和代谢扰动相关

作业指导书
≥1.00(份)

基于典型(全氟化合物)新污染物完成

技术报告 1份
=1.00(份)

质量指标 职业健康：职业健康素养监测数据 ≥95.00(%)



正确率

环境卫生：公共场所监测数据上报

正确率
≥90.00(%)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轨道

交通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数据上报正

确率

≥90.00(%)

环境卫生：健康风险评估试点-城乡

室内环境健康调查数据报告正确率
≥90.00(%)

营养健康科：数据上报准确率 ≥95.00(%)

儿少所：中小学校传染病防控每月

健康指导知晓率
≥90.00(%)

儿少所：中小学校睡眠促进多病共

防的健康指导知晓率
≥90.00(%)

儿少所：监测点现场常见病检测质

控复测误差率
≤5.00(%)

儿少所：问卷数据录入质控符合率 ≥90.00(%)

评价所：内部质控计划、监督计

划、期间核查计划及质控指标完成

率

≥95.00(%)

职业健康：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数据正确率
≥95.00(%)

环境卫生：重点场所养老机构数据

上报正确率
≥90.00(%)

区域中心剧毒品及危化品的管理体

系建设

完成剧毒品清单的

建立；完成基于

RFID码的管理体系

建设

环境与职业检测：储备项目质量维

持
³3 项，通过率³ 90%

环境与职业检测：人员岗位能力维

持

符合率 100%，覆盖

率达 100%

国际比对项目 ≥90.00(%)

能力验证通过率 根据工作方案要求

质量管理相关计划实施 ≥95.00(%)

人员岗位能力维持 根据工作方案要求

人员岗位能力维持

相关技术人员完成

不少于 1个项目的

能力考核工作符合

率 100%，检测领域

覆盖率达 100%

质量管理相关计划实施 完成率大于 95%

环境卫生：高温中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正确率

≥90.00(%)



时效指标

环境与职业检测：完成率 ≥90.00(%)

环境与职业检测：饮用水新污染物

监测率
≥90.00(%)

环境卫生：高温中暑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及时率
≥90.00(%)

营养健康科：按时上报率 ≥95.00(%)

营养健康科：营养监测和营养指导

干预成果

保持人群营养水平

适宜，保障人群健

康保持人群营养水

平适宜，保障人群

健康

儿少所：中小学校综合视导工作按

时完成率

在方案和计划要求

时间内完成率 100%

儿少所：中小学校贫血监测和干血

斑卡采集工作按时完成率

在方案和计划要求

时间内完成率 100%

儿少所：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个案卡

复核表按时完成率
≥90.00(%)

儿少所：各项计划工作的按时完成

率
=100(%)

工作时效性 ≥90.00(%)

评价所：重点产品各项工作按时完

成率
≥90.00(%)

工作完成及时率
工作内容按计划进

度完成

各项计划工作的按时完成率 ≥90.00(%)

业务检测时效 完成率大于 95%

职业健康：在线监测数据及时准确

上传信息平台

及时准确上传信息

平台

职业健康：急性职业中毒事件及时

报告率
≥100.00(%)

职业健康：在受理后 40天内完成的

职业病鉴定案例率
≥100.00(%)

成本指标 试剂及耗材管理
抽查合格率大于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儿少所：学校视导问题发现反馈意

见及时督促整改

有问题学校问题反

馈率 100%

放射卫生：社会效益

通过监测，掌握本

市放射防护现况，

及时发现问题提对

策建议，为政府制

定政策提供依据

职业健康：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正

当权益

完成鉴定申请



儿少所：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多病

共防

通过对于睡眠问题

等常见病共同健康

危险行为得健康促

进工作达到儿童青

少年多病共防的作

用

儿童青少年健康：社会效益

通过监测，掌握本

市儿童青少年健康

状况，形成并上报

监测报告，为政府

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儿少所：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儿童

青少年健康的氛围，提升学生、家

长、老师等人群健康素养，促进儿

童青少年健康

根据项目方案

质控督导职责完成情况 按计划完成

职业健康：社会效益

上报监测报告及数

据并形成对策建议

的书面文件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放射卫生：宣传成果

推动用人单位落实

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提升职业人群

生命质量，提高公

众放射防护意识

儿少所：加强专业人员能力建设，

培养专业素养过硬的学校卫生队伍

培训条线人员≥120

人次，参加国内会

议≥12 人次

儿少所：加强学校卫生人员的能力

建设，强化对健康副校（园）长技

术指导和支撑

培训条线人员≥120

人次，参加国内会

议≥4 人次

职业健康：项目实施后的成果

根据监测结果，向

企业提出指导性建

议

职业健康：提升园区健康生态

推动园区及园区内

用人单位健康环

境、健康服务、健

康文化等建设，促

进职业人群健康水

平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儿少所：学生睡眠管理与促进干预

材料满意度
≥90.00(%)

儿少所：学生伤害防控干预材料满

意度

≥90.00(%)



评价所：培训参加人员满意度 ≥80.00(%)

公共场所健康风险管控措施宣贯培

训满意度
≥90.00(%)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超大城市生物

安全关键能力和公

共卫生实验室网络

一体化建设（GWVI-
3）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39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395,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推进全市公共卫生实验室标准化和一体化

建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聚焦新发和罕

见病原体检测鉴定、未知病原体极早期捕

获剖析、生物反恐相关多病原体快速识别

能力，扩展重点传染病病原体检测通量，

缩短检测时限。前瞻布局新建一批具备国

际先进水平的重点实验平台。制定区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软硬件配置标准规

范，构建标准规范、高效整合的检测体

系。区级实验室检测参数持续扩增，实现

区级实验室检测参数达到 400项。打造若

干区域性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推动建立

病原体测序溯源、质谱快速鉴定等核心能

力，实现全市公共卫生病原网络实验室

“24-36小时”的平急转换能力。规范医疗

机构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质量标准，

推进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一体化、同质

化。探索建立全市公共卫生实验室参比体

系和质控考核机制，规范病原实验室检测

质量管理标准。建设市级菌毒种保藏库和

生物样本资源库，建立市区联动的病原微

生物和生物样本保藏管理机制，对我市菌

（毒）种与感染性生物样本的收集与保藏

提供指导，并为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遏

制抗生素耐药等科研、研发、生产等活动

提供资源。完善生物安全全流程管理标准

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超大城市生物安全关键能力建设项

目成本
≤1824000.00(元)

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一体化建设 ≤1571000.00(元)

成本控制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政府采购规范开展率 =10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区级实验室检测参数提升量 ≥80.00(项)

撰写核酸检测、高通量测序、病毒

分离等新技术方法的 SOP数量
≥10.00(份)

规范收集保藏目录内菌毒种资源数

及生物样本数 1
≥2000.00(份)

细菌真菌耐药监测网成员单位数 =80.00(家)

收集疑似呼吸道感染患儿痰液或肺

泡灌洗液样本数
≥500.00(家)

急性结膜炎快检年检测量 ≥2000.00(例)

公共卫生网络实验室入网技术规范

制定数
≥5.00(项)

生物安全关键技术能力新增量 ≥20.00(项)

规范收集保藏目录内菌毒种资源数

及生物样本数 2
≥1000.00(株)

质量指标

应急检测平台、免疫学研究平台、

耐药基因分析平台、气传微生物侦

检平台建设

完成建设

区域中心实验室完成病原体测序数 ≥50.00(株)

传染病相关病原微生物检测质量控

制管理质控品研发数
≥2.00(种)

时效指标

多病原检测通量提升率 ≥200.00(%)

实验室应急检测能力

2025年：具备 36-
48小时内给出初步

结果，24小时内对
200种已知明确病

原体进行快速鉴定

能力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全市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体系战时

转换能力和预警触发能力

2025年：24-36小

时内完成“特殊病

原体由常态化检测

向战时应急检测”

的转换能力和“36-
48小时”预警触发

能力

多病原检测覆盖病原体提高率 ≥120.00(%)

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实验室 成立



网络实验室间病原体测序信息比对

数
≥50.00(株)

对网络实验室质控结果平均合格率 ≥90.00(%)

病原体综合检测和生物信息学分析

相关业务骨干及研究生培养数
≥20.00(名)

《区疾控微生物能力建设达标技术

规范》（2.0）
编写完成

《上海市公共卫生病原网络实验室

技术手册》
编写完成

在国家级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发言 =3.00(次)

申请专利 ≥3.00(项)

完成相关论文 ≥10.00(篇)

“一中心多联合”的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保藏联合工作机制
形成联合工作机制

三年-上海市公共卫生网络实验室病

原监测数据综合研判分析系统建设

完成率

≥100.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生物安全事故率 =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医护人员满意度 ≥95.00(%)

群众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免疫规划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6,168,589.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168,589.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对疫苗可预防疾病和人群免疫状况的
监测，以及对疫苗的免疫效果和安全性开

展科学评价，对上海市适龄人群开展有计

划的预防接种，维持高水平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率，制定合理的免疫策略和规划，最

终达到控制、消除乃至消灭疫苗可预防传

染病。依托上海市疾控中心，汇聚本市公

共卫生教育资源，聚焦结核病、艾滋病和

免疫可预防疾病防控，以及公共卫生数据

分析等内容组织课程开发，开展在线教育

和考核，提升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公共卫

生水平，加强本市整体公共卫生队伍的建

设和储备，维护城市公共卫生安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疫苗相关疾病监测和防治项目成本 ≤3723200.00(元)

免疫规划综合管理项目成本 ≤9165139.00(元)

上海市 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肺炎疫

苗项目成本
≤2575000.00(元)

疫苗和冷链管理项目成本 ≤18096150.00(元)

不良反应监测、处置与补偿项目成

本
≤26091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8：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开展家

长课堂活动
≥10000.00(人)

指标 3：:举办疫苗临床试验相关培

训
≥2.00(项)

指标 4：参加疫苗临床试验外埠会

议及培训

≥6.00(人次)



指标 5：老年人肺炎疫苗宣传片投

放
≥1.00(次)

指标 6：疫苗冷链管理-参加外埠会

议及培训
≥2.00(人次)

指标 1：举办疫苗可预防疾病监测

培训
≥2.00(次)

指标 2：免疫可预防疾病培训课程

开发
≥3.00(小时)

指标 9：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开展预

防接种宣传日活动
≥2.00(项)

指标 10：免疫规划综合管理—补充

免疫相关工作培训
≥95.00(%)

指标 11：预约接种率 ≥30.00(%)

指标 12：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指标 13：参加疫苗可预防疾病实验

室相关培训
≥2.00(人次)

指标 14：举办疫苗可预防疾病实验

室相关培训
≥1.00(次)

指标 7：举办疫苗冷链管理试验相

关培训
≥1.00(次)

质量指标 指标 1：麻疹、风疹排除病例报告

发病率
≥2/10万

指标 2：15岁以下儿童非脊灰 AFP

报告发病率
≥1/10万

指标 3：麻疹监测病例监测规范性 ≥90.00(%)

指标 4：AFP病例监测规范性 ≥80.00(%)

指标 5：免疫可预防疾病课程在线

培训
完成

指标 6：项目资料第三方存储
项目资料完整，保

存符合项目方案要

求

指标 7：疫苗临床试验培训对象知

识掌握率
≥90.00(%)

指标 8：疫苗临床试验操作规范掌

握程度
≥90.00(%)

指标 9：疫苗临床试验参加外部培

训考核合格率
≥6.00(人份)

指标 10：疫苗和冷链管理-免疫规划

疫苗储运服务

保证本年度全市免

疫规划疫苗储运

指标 11：疫苗和冷链管理-市级疫苗

仓储冷链温度异常报警及时处置率
=100.00(%)

指标 12：疫苗追溯信息采集率 =100.00(%)

指标 13：免疫规划综合管理-预防接 保证全市预防接种



种证及宣传册印制 证供应

指标 14：免疫规划综合管理-预防接

种书面资料印制

保证全市接种卡、

知情同意书、培训

证等书面资料印刷

指标 15：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催种信

息服务采购

提供全市预防接种

门诊的催种短信服

务供应，保障疫苗

及时接种

指标 16：免疫规划相关信息服务
及时妥善处理接到

反馈的故障和问题

指标 17：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处

置和补偿情况

需要补偿的及时与

保险处理中心和疫

苗上市许可持有人

对接，在保险处理

中心完成“定损”

和补偿；规范处置

每一例应调查处置

的病例

指标 18：不良反应监测、处置与补
偿-不良反应调查表关键项目填写完

整率

≥95.00(%)

指标 19：不良反应监测、处置与补
偿-需要调查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报告后 48小时内调查率

≥95.00(%)

指标 20：疾控服务云管理平台和安

全保障信息服务完成
≥90.00(%)

指标 21：样本检测完成情况 =100.00(%)

指标 22：全市行政区划编码调查收

集整理
=100.00(%)

指标 23：相关信息系统管理和信息

安全管理质量
=0.00(件)

时效指标

指标 1：疫苗可预防疾病聚集性疫

情及时处置率
≥90.00(%)

指标 3：疫苗供应及时率 ≥90.00(%)

指标 4：产出时效

于 2025年 12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各项

既定工作目标，通

过调研或现场考核

指标 2：按时完成在线培训和考核 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重点防控的疫苗可预防疾

病（脊髓灰质炎、麻疹）相关重大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数

=0.00(个)

指标 2：脊髓灰质炎野病毒感染本 =0.00(个)



地病例发病数

指标 3：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参加外

埠会议和培训

免疫规划工作人员

技能和水平进一步

提升

指标 4：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开展预

防接种技能竞赛专家咨询

提升预防接种工作

人员知识技能

指标 5：免疫规划综合管理-免疫规

划宣传

提升公众对预防接

种政策知识的掌握

了解水平

指标 6：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9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培训学员满意度 ≥95.00(%)

指标 2：疫苗临床试验培训学员满

意度
≥90.00(%)

指标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85.00(%)

指标 4：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上海市疾控机构公

共卫生医师规范化

培训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3,09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3,09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根据培训细则，组织开展 2023级、2024级
和 2025级公卫医师规培，培训中注重过程

管理，加强培训的标准化、规范化，力争

达到培训效果同质化。重点提升学员公卫

基础理论和岗位胜任力，为补齐公卫人才

短板，加强本市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上海市疾控机构公共卫生医师规范

化培训项目成本
≤100309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础理论培训学时数（2025级） ≥300.00(学时)

临床实践带教人月数（2024级） ≥240.00(学时)

临床实践教学活动学时数（2024

级）
≥900.00(学时)

公卫实践带教人月数（2023级） ≥300.00(学时)

公卫实践教学活动学时数（2023

级）
≥1100.00(学时)

质量指标

基础理论培训符合要求（2025级）
学员阶段性考核通

过率≥90%

临床实践符合要求（2024级）
学员出科考核通过

率≥90%

公卫实践符合要求（2023级）
学员出科考核通过

率≥90%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基础理论培训（2025级） 完成

按时完成临床实践（2024级） 完成

按时完成公卫实践（2023级） 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2025年综合结业考



指标 核通过率达 9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持续开展本市公卫规培

2023级规培学
员、2024级规培学
员和 2025年年度培

训计划完成率达

9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公卫规培学员满意度
公卫规培学员满意

度达 90%

公卫规培临床基地和协同基地满意

度

公卫规培临床基地

和协同基地满意度

达 9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上海市儿童青

少年重点疾病整合

型防控模式的实践

与评估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906,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06,3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本项目整合多部门强化联防联控合作机

制，构建医教体协同的儿童青少年重点疾

病整合型防控模式，建立多部门共管，专

业机构联防，家-校-社区共防的工作机制。

坚持以儿童青少年健康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生长发育为主线，以构建儿童青少

年“多病共防”整合型防控模式并实施为

目标，优化完善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模

式，试点实施多层次、多来源的综合监测

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以学校、学生为

中心的综合干预，实现“监测-干预-评估”
闭环管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制定本市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工作

规范项目项目成本
≤37900.00(元)

适宜技术的转化项目成本 ≤484000.00(元)

儿童青少年健康整合型服务模式试

点项目成本
≤37800.00(元)

项目经济学评价项目成本 ≤296600(元)

整合完善儿童青少年健康综合监测

系统项目成本
≤5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4：儿童青少年为中心的人群

监测的完成量
=3.00(次)

指标 1：学校传染病防控管理规范

制定完成量
=1.00(份)

指标 2：儿童青少年近视分级分类

管理规范制定完成量

=1.00(个)



指标 3：构建视觉友好环境建设评

价指标完成量
=48.00(人次)

指标 4：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管理

规范制定完成量
=1.00(份)

指标 5：儿童青少年龋病分级管理

规范制定完成量
=180.00(人次)

指标 4：“学校传染病防控工具

包”开发完成量
=1.00(个)

指标 6：龋病管理工具包开发完成

量
=1.00(套)

指标 9：心理与行为工具包研制完

成量
=1.00(次)

指标 11：运动干预过程管理工具包 =1.00(套)

指标 12：儿童青少年健康干预知识

库
=1.00(次)

指标 1：整合型服务模式试点实施

完成量
=32.00(所)

指标 1：经济学评价相关数据采集

完成量
=1.00(次)

指标 6：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健康

风险评估指标建立完成量
=2.00(个)

指标 2：经济学评价报告完成量 =1.00(份)

质量指标 指标 1：常见病监测形态学测量误

差率
≤5.00(%)

指标 2：常见病监测培训合格率 ≥95.00(%)

指标 3：教学生活环境监测现场操

作符合率
≥95.00(%)

指标 1：培训人员合格率 ≥90.00(%)

指标 1：8个分级管理和个体干预工

具包使用对象的满意度
≥90.00(%)

指标 1：运行入校评估机制的社

区、学校数量

2025年：2025年运

行入校评估机制的

社区、学校数量较

2024年增加 50%。

指标 1：经济学评估是否能对项目

的资金投入使用与效果产出进行问

题反馈与建议提供

总目标值：促进项

目资金合理使用，

为项目组决策提供

信息。

指标 1：基本技能和理论知识合格

率

2025年：1.试点区

社区学校卫生条线

工作人员学校卫生

的基本技能和理论

知识合格率不低于



85%；2.学校卫生专

业人员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测研

判、精准管控、应

急处置的知识和技

能合格率达到 90%

以上。

时效指标 指标 1：工作完成及时率 2025年 6 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2：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服务

水平显著提升

"总目标值：与对照

人群或者项目干预

前比较，儿童青少

年健康管理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 1.试

点校项目服务儿童

青少年龋病发病率

较非试点降低比例

达到 10%以上（基
线为 7.2%）。 2.儿

童青少年近视新发

率相对对照人群显

著下降。（基线约

为 61%）"

指标 3：儿童青少年防病意识和健

康管理能力较项目前提升

"总目标值：项目终

期试点区的各项指

标较项目基线时显

著提高，预期指标

不低于以下水平： 

1.试点区学生关键

口腔健康知识知晓

率＞80%（基线为
70.6%）。 2.儿童

青少年及家长、教

师近视防治基本知

识知晓率＞90%。
（基线约为 60%） 

3.中小学生户外活

动>14 h/周达标率

>80%。（基线约为

40%） 4.试点校儿

童青少年体重健

康、脊柱健康知识

知晓率＞85%。
（基线为 50%） 5.



试点学校心理保健

老师对儿童青少年

常见行为与情绪问

题基本知识知晓率

>70%。 6.试点学校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

动基本知识知晓率

＞80%。"

指标 4：建立学校卫生服务的多病

共防，医防融合的整合型服务模式

"1.打通健康教育-健
康体检-疾病早筛

查-早诊断-临床干

预-运动干预的医防

融合和医教体融合

的路径，有效改善

学校体检筛查中发

现的脊柱侧弯和龋

病儿童的临床干预

的时机和效果。 2.
完善学生 7 大健康

问题的风险评估标

准、分级管理措施

以及转诊流程并结

合日常防治场景和

使用对象转化为可

操作性的工具包，

为整合型服务模式

的可持续推广提供

了基础。"

指标 5：持续保持本市学校卫生工

作在全国的示范和引领地位

"1.发表本项目相关

论文和科普文章不

少于 30 篇；编写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治

专著不少于 1部。 

2.身高体重仪、口

腔科普资料著作权

和近视风险评估工

具相关专利申请与

登记 4项。 3.近视

相关地方标准或团

体标准 3项，制定

学校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地方或团体标准 1-2



项。 4.国家级学术
大会发言交流 5人

次以上，近视眼防

控国际学术大会发

言交流 2～3人次；

邀请国内外相关领

域知名专家进行学

术交流 2次；选派

近视眼防控学科骨

干海外学习交流 1
～3人次。 5.举办

全国性儿童青少年

健康相关专题学术

论坛 1～2次；举办

国际儿童近视防控

融合论坛 1～2场。 

6.申请儿童青少年

重点健康问题识

别、健康干预知识

库与知识图谱建设

与全流程知识智慧

化、精准化、自动

化推送发明专利 1-2
个，软件著作权 1

个。"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建立跨部门儿童青少年技术

评估长效机制

2025年：2.建立跨

部门儿童青少年健

康数据互联互通与

分析应用机制，提

高儿童青少年健康

与健康教育工作专

业化、科学化水

平。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学生、家长对工具包使用

的满意度
≥85.00(%)

指标 2：校医、社区对医生进校园

运行机制的满意度
≥85.00(%)

指标 3：卫生及教育管理人员对合

作机制的满意度大于 85%
≥85.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超大城市传染

病综合监测预警和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

能力提升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435,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35,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多元数据监测，形成预警分析报

告；形成广州管圆线虫病风险监测方案 1

份；完成数据仓库数据资源汇集，实现传

染病监测预警平台发热门诊覆盖率 100%，
肠道门诊覆盖率>80%；新增 3个行政区进
行网格化监测；完成 120家养老机构感染

预防与控制质量评价；完成应急作业中心

实训技术开发；完成传染病防控队装备配

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传染病综合监测网络建设项目成本 ≤380200.00(元)

风险研判及预警能力建设项目成本 ≤5600.00(元)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能力提升项目成

本
≤105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指标 7：传染病防控队队伍数字化
能力提升-完成单兵作战辅助数字设

备的研发

=1.00(项)

指标 1：多元数据监测预警网络监

测报告数
≥100.00(份)

指标 2：拓展传染病监测病种数 =3.00(种)

指标 3：传染病监测哨点拓展数量 =1.00(个)

指标 4：病媒生物标本库图片数 =10000.00(张)

指标 5：构建预警模型数 =1.00(个)

指标 6：预警平台构建数 =1.00(个)

指标 8：应急队伍人员培训数 =500.00(人)

质量指标 指标 2：预警指标建设数量达标率 =100.00(%)



指标 4：应急队员培训合格率 >95.00(%)

指标 1：传染病报告率 =100.00(%)

指标 3：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00(%)

时效指标

指标 2：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填报

时间缩短率
=50.00(%)

指标 1：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00(%)

指标 3：培训及时率 =100.00(%)

指标 4：项目完成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2：传染监测预警平台发热门
诊/哨点覆盖率

=100.00(%)

指标 3：传染监测预警平台肠道门

诊覆盖率
≥80.00(%)

传染病流行预测模型预警时间 =2.00(周)

指标 8：传染病儿童监测点数量提

高率
=33.0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指标 1：制定规范指南、标准数

量、传染病监测方案
≥8.00(项)

指标 2：撰写书籍专著数量 ≥1.00(本)

指标 3：发表学术论文数量 ≥20.00(篇)

晋升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数量 ≥10.00(人)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开办费项目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23,068,24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23,068,24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本项目建设，市疾控中心人均建筑面

积从 35.7平方米提升到 135平方米，基本

完成项建书“补短板、强功能”的重大设

施和前瞻性布局等关键建设目标，建成上

海市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应急作业中

心、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基地，新

建或扩容升级各类功能性检测实验室；建

成生物样本库、基因检测与生物信息平

台、疫苗临床实验中心等重大设施，发挥

硬件升级对功能提升、学科发展的促进作

用，实现提升超大城市公共卫生应急响

应、安全保障、健康服务、科学研究、循

证决策能力，加快建成与上海城市功能定

位相适应、辐射长三角、服务国家战略的

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实验室专用设备项目成本 ≤12306824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实验室专用设备购买数量 =589.00(台套)

质量指标 实验室专用设备验收质量合格率 =100.00(%)

时效指标
实验室专用设备采购及时率 =100.00(%)

实验室专用设备安装及时率 =10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设备维保制度健全性 健全完善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指标 1：人才培养对象满意度 ≥90.00(%)

指标 2：设备使用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专业设备购置及更

新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71,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71,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已根据项目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通过项

目的实施，新增或更新 10项以上检验项

目，提高了人员技术能力、科研水平、科

研文章数量，满足各实验室及各业务部门

对于开展常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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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城市安全，做

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生物检测的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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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设备购置项目成本 ≤1371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购置完成率 ≥90.00(%)

仪器采购安装到位率 ≥90.00(%)

相关标准或文件形成情况 =100.00(%)

质量指标 仪器操作人员培训及使用情况 =100.00(%)

时效指标 设备采购及时率 按时采购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实验室建设达标和提升检测分析能

力
是

是否明确十四五规划工作方向 是

可持续影

响指标
设备使用人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人群健康促进赋能

居民慢阻肺防治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9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94,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人群健康促进赋能居民慢阻肺防治：开展

社区医生慢阻肺防治能力现状和需求调

查，制定慢阻肺健康管理标准化课程视

频，提高慢阻肺社区健康管理服务能力，

促进慢阻肺早发现和早干预。探索应用现

代科学技术和设备，建立吸入药物使用、

肺康复、自我管理支持三大关键干预技术

的示范社区，开展社区适宜技术应用和评

估，丰富和优化慢阻肺健康管理重点干预

服务内容。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人群健康促进赋能居民慢阻肺防治

项目成本
≤394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评估和总结报告 =1.00(个)

慢阻肺健康管理相关技术规范 =2.00(个)

慢阻肺健康管理标准化课程视频 =12.00(个)

慢阻肺健康管理培训、质控、督导

覆盖区
=16.00(个)

慢阻肺健康管理医务人员培训 =120.00(人日)

专业报告 =2.00(个)

质量指标 慢阻肺健康管理培训合格率 =100.00(%)

时效指标 项目工作完成进度 按计划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社区医生慢阻肺防治能力 ≥80.00(%)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下级单位工作人员培训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与评估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3,800,67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800,67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了解本市食品中主要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的

污染水平和趋势，分析危害因素的分布和

可能来源，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分析

本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病及流行趋势，提高

食源性疾病的预警和控制能力；为开展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风险交流和预警、地方

标准制（修）订、标准跟踪评价和采取有

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继续开展食品中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和

食源性疾病监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覆盖

全市 16个行政区所有街道/乡镇。开展食品

安全风险研判与评估、食品原料毒性评估

等，完成监测阶段分析报告、公共卫生年

报、食品安全状况报告、风险隐患专报

等，并上报主管部门。  "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交流项目成本 ≤4666850.00(元)

微生物及其致病因子监测项目成本 ≤2183920.00(元)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交流项目成本 ≤4939700.00(元)

食源性疾病监测项目成本 ≤20102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根据项目工作目的，制定工作实施

方案
=3.00(份)

产出数量：食品安全工作培训 ≥480.00(人次)

产出数量：食品污染物监测数据库 ≥6000.00(件)

产出数量：食源性疾病监测-食源性

疾病病例数据库
≥5000.00(例)

产出数量：食源性疾病监测-食源性

疾病病例数据库

≥2000.00(例)



产出数量：食源性疾病监测-药店监

测数据库
≥30000.00(条)

产出数量：食源性疾病监测-食品安

全事故调查
≥3.00(件)

产出数量：监测技术报告 ≥4.00(份)

产出数量：评估与交流-食品安全宣

传
=4.00(个)

产出数量：评估与交流-食品安全宣

传
=1.00(个)

产出数量：评估与交流-食品安全宣

传科普视频
≥3.00(个)

评估与交流-污染物检测评估专题 ≥5.00(个)

评估与交流-居民消费状况调查 ≥1000.00(人)

完成农药等实物质控样 ≥3.00(种)

国家监测-承担样品检测 ≥100.00(件)

国家监测-建立检测方法 ≥3.00(项)

国家监测-样品复检 ≥80.00(件)

国家监测-样品复检-项次 ≥150.00(项次)

国家监测-质控考核样制备 ≥4.00(件)

国家监测-督导质控样 ≥3.00(个)

国家监测-专题风险项目技术准备 ≥1.00(份)

食品相关产品重点实验室-建立农药

和异味物质筛查数据库
≥1.00(个)

食品相关产品重点实验室-建立农药

和异味物质筛查方法
≥1.00(份)

经费使用完成率 ≥98.00(%)

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培训人数 ≥1.00(人)

组织基层机构参加培训人数 ≥40.00(人)

国家手册方法修订 ≥20.00(个)

国际或国内比对次数 =1.00(次)

对外指导和培训次数 ≥4.00(次)

非靶向农残筛查样品数 ≥100.00(个)

非靶向农残筛查报告 ≥40000.00(项次)

非靶向农残筛查参数 =1.00(份)

农药等实物质控样参数 ≥5.00(项)

农药等实物质控样数量 ≥300.00(瓶)

参加国家监测技术培训人数 ≥20.00(人)

参加参比实验室业务能力培训人数 ≥4.00(人)

生物监测新方法优化 ≥2.00(份)

生物监测方法区县培训 ≥2.00(次)

生物监测质控及督导 ≥10.00(人次)

生物监测质控及督导报告 ≥1.00(份)



艾草及生物合成食品毒性评估报告

数量
≥13.00(份)

实验动物及饲养耗品 1 ≥90.00(%)

实验动物及饲养耗品 2 ≥90.00(%)

检测食源性寄生虫食品样本数量 ≥600.00(件)

食源性寄生虫检测相关试剂耗材 =300.00(份)

食源性寄生虫检测技能培训 ≥50.00(人次)

疾控数据清洗率 ≥80.00(%)

食源性致病菌分子溯源及 ST型分析 =100.00(株)

食源性致病菌种鉴定 =900.00(株)

食品中致病菌检测 =400.00(项)

参比实验室方法质控考核 =100.00(%)

食源性致病菌耐药性检测 =100.00(%)

消毒感控与卫生微生物实验室参加

培训人数
≥6.00(人次)

市内组织培训人数 =50.00(人)

试剂耗材采购经费使用率 ≥98.00(%)

细菌检测实验室参加培训人数 ≥4.00(人次)

食品中病毒检测 =355.00(份)

质量指标

监测系统数据填报准确率 =100.00(%)

监测点质量控制覆盖率 =100.00(%)

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100.00(%)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标准研制特色

实验室
=100.00(%)

国家监测-农残靶向检测质量 =100.00(%)

国际或国内比对满意率 >90.00(%)

配合完成艾草及生物合成食品危害

识别内容
=2.00(份)

致病菌复核准确率＞95%
每年完成约 900株

致病菌的鉴定

食品微生物检测 按时完成 100%

合成生物食品的卫生检测指标

建立合成生物食品

的卫生检测指标，

构建与食品安全相

关的生物活性因子

评价体系

致病菌复核准确率＞95%
每年完成约 600株

致病菌的鉴定

时效指标 反馈结果及时率 =100.00(%)

在规定时间内上报，上报及时率 ≥95.00(%)

国家监测-农残靶向检测时效性 =100.00(%)

国家监测-督导和阳性样品年复检 =100.00(%)



各项计划工作的按时完成率 ≥90.00(%)

食品寄生虫检测及数据填报完成率 ≥90.00(%)

监测上送菌株 3-5天完成复核鉴定
每年完成约 900株

致病菌的鉴定

成本指标 试剂使用率＞95%
根据经费预算及监

测要求完成监测工

作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降低本市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进

而降低政府承担的食源性疾病的疾

病负担所需的经济负担，产生间接

经济效益。

间接经济效益

配合食品科完成食品监测工作
掌握食品安全的动

态和趋势

配合食品科完成工作

掌握食品安全的动

态和趋势，构建生

物活性因子检测及

评价研究平台，以

适应合成生物食品

中生物活性因子检

测及评价的研究需

求

社会效益

指标

通过监测，发现化学性、微生物性

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预防和控制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暴发，减轻疾

病负担，保障人群健康。

按照年度计划和总

结

通过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的监测，

及时发现学校、单位食堂、农村办

酒等可能存在的健康危害因素，预

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与暴

发，减轻疾病负担，保障人群健

康。

每月参加中心的风

险评估，重点月份

发布防病提醒

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保

障全市人民的食品安全问题和身心

健康

减少食品污染和食

源性疾病的传播

生态效益

指标

通过监测发现化学污染物例如抗生

素和农药的超标，对养殖环节进行

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中

的抗生素污染和农药污染。

间接生态环境效益

无生物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严格遵守实验室生

物安全，无事故发

生

硬件条件对项目发展作用(项目实施

过程中设备条件的改善对项目及单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技术及设备储备达



位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标率≥95%

信息共享情况(项目实施后的成果及

信息与其他部门共享)

信息经市卫健委审

核后报送国家卫健

委及市食安办，与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共享（100%）

提升食源性寄生虫病防控及实验室

检测能力

食源性寄生虫病预

防控制和实验室检

测能力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业务人员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超大城市健康

危害因素风险监测

与控制体系能力提

升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20,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20,9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①提升市级机构在新污染物暴露、食品接

触材料识别、营养素的鉴定测定及应急突

发事件的检测能力，推进全市区级疾控机

构在突发应急、生物监测及饮水监测等实

验室网络的示范运行和能力储备，提高健

康风险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智能快

速侦检技术，拓展检测能力，提高风险感

知捕获灵敏度 ；②建立基于本市居民健康

危害暴露特征的风险评估方法，建立关键

技术，实施相关风险评估，提升评估精准

度与同步决策管理能力；提升食源性病原

综合检测及溯源追踪能力；进一步建立主

要食源性致病菌的绝对定量方法，为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建立专业化

培训的体制机制，提升全市专业队伍前沿

技术能力储备。③加强高危化学事件及复

杂现场应急侦检处置能力，提高单兵配

置，监测、风险评估等工作的有效开展与

实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建立风险评估关键技术和能力，支

撑同步决策管理项目成本
≤126100.00(元)

建立市区两级检测网络，提升实验

检测与快速侦检能力项目成本
≤6948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形成相关技术规范和研究报告不少

于 5份
=5.00(份)

围绕食品相关产品的典型危害因 =1.00(份)



素，开展系统性毒理学安全检测与

评价，完成至少 1份食品相关产品

风险评估报告

市级机构对标新饮用水检测标准，

具有不少于 90项检测能力
≥90.00(项 )

相关的区级示范应用机构完成饮用

水中新污染物、消毒副产物等二类

参数的能力建设

=15.00(个)

相关的区级示范应用机构完成生物

监测 4类 20个参数以上的能力建设
≥20(个)

构建 1套消毒副产物生态风险评价

技术体系
=1.00(套)

新建不少于 5份新污染物暴露相关

技术平台的规范或作业指导书
≥5.00(份)

完成本市饮水中新消毒副产物 20项

检测能力
=20.00(项)

完成本市 3项生物监测项目的检测

能力
=3.00(项)

完成研制报告和作业指导书各 8份 =8.00(份)

完成食品接触材料中添加物的数据

库建设，数据库容量不少于 600项
≥600.00(项)

形成相关的筛查技术工作规范 1份 =1.00(份)

完成以再生塑料的品质指标或去污

工艺评价指标的综合能力建设，完

成对应的技术标准文件 1份
=1.00(份)

完成以膳食食品、特医食品中营养

素指标项目的检测能力，完成相关

作业指导书

=20.00(项)

完成生物样品中 10项以营养元素、

脂溶性维生素等为代表的典型营养

素检测能力，完成相关作业指导书

=10.00(项)

建立高通量毒性筛选和体外替代试

验方法
=2.00(项)

完善至少 1项特殊毒性与整体毒性

评估方法的整合程序，推进相关技

术和程序在食品相关产品风险评估

中的应用

≥1.00(项)

采购满足性能参数要求的在线监测

设备，建立重点公共场所健康危害

因素智能化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1.00(套)

新建 1个危害因素风险评估信息平

台
=1.00(个)

完成全市化学性中毒与突发应急检 =1.00(份)



测的调研工作，完成调研报告 1份

市级机构完成不少于 200个突发应

急项目参数的信息库和毒物对照品

库，建立相应的技术规范；成立全

市毒物检测专家库

≥200.00(个)

各区疾控机构具备 50项以上的必备

应急检测能力
≥50.00(项)

制作工作相关教材 =2.00(套)

标准制定 =1.00(份)

培养骨干人才 =100.00(名)

质量指标 完成应急队伍单兵装备整体列装 =1.00(套)

时效指标

配备嗜肺军团菌现场检测设备样机

10台，嗜肺军团菌现场检测时间时

间缩短

由 7天左右缩短到
15-40分钟

研发 1种快速检测空调环境中微生

物的方法以及对应的产品，细菌真

菌检测缩短

由 10天缩短到 1小

时左右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监测评估的全

面性、前瞻性、精确性和高效性，

强化医防融合，建成实现与国际大

都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食品安全与

营养健康保障和服务水平

提升

化学品暴露代谢标志物的预测与识

别、通路与溯源、危害与评估等影

响健康的关键环节能力

具备全覆盖能力

食源性疾病致病因子与病因性食品

溯源体系
建立

基于本市市民健康危害暴露特征的

风险评估方法
建立

能承担国家风险评估任务的高水平

技术队伍
建立

可持续影

响指标

在全市化学性中毒和突发事件的应

急实验室检测能力及应急检测网

络，及其饮水中新污染物和生物监

测的示范实验室建设

建立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培训学员满意度≥90%。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人工智能辅助个体

饮食自我管理促进

营养健康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文献检索和高频饮食问题热搜词信息

分析等方式，了解人工智能辅助饮食自我

管理相关现状，邀请专家进行方案论证，

开始策划制作宣传材料，遴选试点餐厅并

采集菜品数据，面向机构职工餐厅、养老

院、学校食堂等人群开始集中授课培训和

软件使用推广，培训厨师研制健康菜谱，

增加供应少油少盐蔬菜等健康选择，设计

AI 营养师机器人交互模式，建立饮食营

养、饮食心理、运动营养实用知识信息库

框架，继续开展健康食堂及学生餐固定就

餐干预。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人工智能营养指导功能升级项目成

本
≤150000.00(元)

人工智能营养指导试点干预项目成

本
≤6500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根据项目工作目的，制定工作实施

方案
≥2.00(份)

制作视频 ≥1.00(个)

制作平面宣传品 ≥5.00(种)

试点应用餐厅 ≥4.00(个)

在试点机构中提供饮食管理服务覆

盖人数
≥20000.00(人)

健康食堂建设 ≥20.00(个)

营养健康学校（幼儿园）建设 ≥20.00(个)

质量指标 工作方案执行情况 =100.00(%)

时效指标 各项计划工作的按时完成率 ≥95.00(%)



按时工作方案推进干预实施 按时完成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服务对象饮食结构优化，营养技能

提高

按照年度计划和总

结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长期应用改善与超重肥胖相关的多

种慢性代谢性疾病患病情况

按照年度计划和总

结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试点餐厅用餐者满意度 ≥90.00(%)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三年-基于大数据应

用的慢性病健康管

理和综合干预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4,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坚持以人为核心，持续深化包括常见癌

症、慢阻肺在内的慢性病综合防治服务体

系，提升重点慢性病早发现水平；开展数

字化服务管理，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治服务

的动态监测、评估和管理机制；加强大数

据应用，推动慢性病风险评估、筛查管

理、健康教育等服务“自主、实时、可

及”，构建基于大数据应用的慢性病健康

管理和综合干预模式，实现以人为核心的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推动社区慢性病健

康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持续深化慢性病综合防治服务体系

建设项目成本
≤43500.00(元)

基于大数据应用，构建线上线下协

同的干预服务模式项目成本
≤40500.00(元)

指标 1：成本控制率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项目总结报告数量 =1.00(份)

质量指标 项目总结报告审核通过率 =10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 1：慢性病自主管理技能核心

知识知晓率
=50.00(%)

指标 2：总体癌症 5年生存率 ≥56.00(%)

指标 3：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核心指标控制率
=42.00(%)

指标 4：申请相关专利数量 =3.00(项)

指标 5：申请软件著作权数量 =1.00(项)

指标 6：培养慢性病防治人才数量 =15.00(名)

满意度指 服务对象 指标 1：居民对慢性病健康管理服 ≥90.00(%)



标
满意度指

标
务满意度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上海市公共卫生医

师资格实践技能考

试

项目性质
其他一次性项

目
项目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实施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预防医

学科学院）

计划开始

日期
2025-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5-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95,300.00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95,3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 0.00

项目

绩效

目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总体完成全市 400-500名的公共卫生专业毕

业生的公共卫生实践技能考试，主要工作

包括：考试执考、考场建设、视频监控系

统建设、考具、考务用品和设施设备准

备、保密室管理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效

指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

指标

上海市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格实践

技能考试项目成本
≤295300.00(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考具数量 ≥2000.00(件)

质量指标 执考质量 =0.00(%)

时效指标 按规定时间完成执业资格考试 及时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

响指标

长效管理情况 符合要求

人力资源对项目可持续影响 符合要求

硬件条件对项目发展作用 符合要求

信息共享情况 符合要求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考生投诉率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