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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1.原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职责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3〕

48 号）、《关于印发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3〕175 号）及《关于印发重庆市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2016〕65 号）等文

件精神，2013 年将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职责、市质监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市工商局的

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市卫生局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和组织查处职责进行整合，重新组建了重

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厅局级），挂重庆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为市人民政府直属机

构，主要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区县（自

治县）食品药品监管职责、机构、编制和人员，对应市级整合划转，由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垂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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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乡镇（街道）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所，城区的街（镇）设立的食品药品监管所作为区县食药监分局

的派出机构。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我局正式承接食盐质量安全监管职能。

其主要职责是：

负责贯彻实施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下同）安全、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

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负责起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拟订地方性政

策、规划并监督实施。推动建立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地方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制，建立食品药

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负责食盐生产、经营等各环节及食品生产加工、餐饮服务用盐等的食盐质量安全监管；贯彻有关食

盐质量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和政策，拟订实施意见和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监督食盐生产、经营企业及

有关单位执行食盐国家安全标准，负责全市食盐质量安全稽查工作，依法查处违法案件。

负责组织落实食品行政许可的实施办法。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市食品安全检查

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负责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大食品安全信

息。参与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实施方案、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实施方

案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负责组织实施国家药典等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负责组织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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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使用质量管理规范。负责药品、医疗器械注册、生产许可、经营许可证并监督检查。建立

药品、化妆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体系，并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组织实施执业药师资格

准入制度，负责执业药师注册登记。参与制定地方增补基本药物目录，配合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组织实

施化妆品监督管理办法。

负责制定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并监督实施。

负责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

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

负责制定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

和信息化建设。

负责开展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诚信体系建设。

承担重庆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负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督促检查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考核评价。

承办重庆市人民政府以及重庆市食品安全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各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现行管理体制维持不变，仍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垂直管理。各区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作为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派出机构，根据市局的授权，负责本行政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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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2.机构改革进展情况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市物价局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执法职责，市商务委

员会的有关反垄断职责等整合，重新组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市政府直属机构。市食品安全委员会

的具体工作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承担，不再保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同时组建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门管理机构。目前，正按要求，做

好机构职能调整，并将机构改革任务及时落实。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已完成机构设置，机关干部职能

已调整到位，主要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环节的许可、检查和处罚、标准管理、风险管理，

以及药品批发许可、零售连锁总部许可、互联网销售第三方平台备案及检查和处罚职责，指导区县（自

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工作。按《中共重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

于〈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检查局组建方案〉的批复》要求，组建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检查局 4

个，作为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处级直属行政机构，目前正在推进 4个直属检查局人员编制划转工作，即

将组建到位，主要负责全市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品生产环节，以及药品批发、零售连锁总部、互联网

销售第三方平台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2019 年部门预算按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员及职能进行编

制，待机构改革全部到位后按新职能调整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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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构成

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辖 39 个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含万盛经开区）、11 个局直属

事业单位、1029 个乡镇（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纳入 2019 年部门预算编制的机构数共 50 个，即：

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机关本级；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医疗器械质量检测中心；万州区食药监

分局；黔江区食药监分局；涪陵区食药监分局；渝中区食药监分局；大渡口区食药监分局；江北区食

药监分局；沙坪坝区食药监分局；九龙坡区食药监分局；南岸区食药监分局；北碚区食药监分局；万

盛经开区食药监分局；渝北区食药监分局；巴南区食药监分局；江津区食药监分局；合川区食药监分

局；永川区食药监分局；长寿区食药监分局；綦江区食药监分局；潼南区食药监分局；铜梁区食药监

分局；大足区食药监分局；荣昌区食药监分局；璧山区食药监分局；梁平区食药监分局；城口县食药

监分局；南川区食药监分局、丰都县食药监分局、垫江县食药监分局、武隆区食药监分局、忠县食药

监分局；开州区食药监分局；云阳县食药监分局；奉节县食药监分局；巫山县食药监分局；巫溪县食

药监分局；石柱县食药监分局；秀山县食药监分局；酉阳县食药监分局；彭水县食药监分局；万州食

品药品检验所；涪陵食品药品检验所；市药品技术审评认证中心；市食品药品监督稽查总队；市药品

不良反应监测中心；黔江食品药品检验所；永川食品药品检验所；市医药科技学校。

二、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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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89632.27 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89632.27 万元，

比 2018 年减少 3812.9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6666.27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587.91 万元，主要原

因是事业单位基础绩效部分未纳入基本支出预算等，主要用于保障局系统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

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32966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3225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一般性项目支出，减少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重点

专项等，主要用于食品药品监管及能力建设等重点工作。

原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2019 年未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三、“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9 年“三公”经费预算 2857.16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638.8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用 58.00 万元，比 2018 年持平；公务接待费 246.7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1.3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

缩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552.46 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3.54 万元，主要原因是压缩公

务用车运行费用；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比 2018 年减少 634.00 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8 年年初预

算安排了一次性的执法车辆更新经费。

四、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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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关运行经费。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 16838.49 万元，比上年增加 451.18

万元，主要原因为在职及退休人员增加。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旅

费、会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2、政府采购情况。所属各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1823.84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

1562.57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261.27 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9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

款 32966.00 万元。

4、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527 辆，其中一般公

务用车 92 辆、执勤执法用车 435 辆。2019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执勤执法用车 0辆。

五、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项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事业单位收到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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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实际核拨的教育收费等资金在此反映。

（三）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包括未纳入财政预算或财政专户管理的投资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捐赠收入，现金盘

盈收入、存货盘盈收入、收回已核销的应收及预付款项、无法偿付的应付及预收款项等。各单位从本

级财政部门以外的同级单位取得的经费、从非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经费，以及行政单位收到的财政专

户管理资金填列在本项内。

（四）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五）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

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方式（联系人：黄伟，电话：13678483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