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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确保对本

市居民重点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

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和慢性病，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提升公共卫

生管理和服务能力，使本市居民享有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使本市主要健康指标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并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和地

区水平。 

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财政预算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11,914.34 万元（其中包括中央专项转移资金 809.00 万元），上海市普

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区卫健委”）为主管单位，上海市

普陀区妇婴保健院（以下简称“区妇婴保健院”）及上海市普陀区眼

病牙病防治所（以下简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以及 11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辖区常住居民提供上海市统一要求的包括疾病控制、预防

接种、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保健、健康教育等内容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逐步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设健康普陀。 

一、 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 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组按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完善

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 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6.99分，其中项目决策 13.22

分、项目过程 17.99 分、项目产出 27.77 分、项目效益 28.01 分。评价

结论为“良好”。 

（二） 绩效分析 

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但绩效目标的合理性、绩效

目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加强。 

项目过程方面，资金投入充分及时，财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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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织实施较为规范。但由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能分服务项目进行

核算，且未能及时分析、比较项目进度及项目支出情况，资金使用的

核算管理及成本控制有待改进。 

项目产出方面，项目产出数量指标中有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

成率、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 97%、家庭医生签约率 37.55%、

眼牙病防治完成率 100%、妇婴健康管理率 71%，各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得到广泛开展，基本满足了各人群的健康需求。项目产出质量指

标中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71‰，婴儿死亡率 1.88‰，辖区居民无孕

产妇死亡，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98.7/10 万，较前五年的平均发病率

降低 8.77%。主要结果指标均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业绩表现优秀。 

项目效益方面，资源投入、长效管理机制基本稳定，辖区内居民

对基本公卫服务知晓度比较高，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医院提供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比较满意，户籍人口期望寿命达到 84.1 岁，优于上海

市平均水平（上海市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63 岁）。 

二、 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 项目立项得当，符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是惠及全体居民的民生工程，普陀区政府通

过预算安排，为辖区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了财政保

障，符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 

（二）经费投入到位，项目产出基本实现，在全国优质服务基层行评

选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投入及时到位。项目产出基本实现，能

较好地满足了各人群的健康需求。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71‰，婴儿

死亡率 1.88‰，辖区居民无孕产妇死亡，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98.7/10

万，较前五年的平均发病率降低 8.77%。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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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 

上海市普陀区 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2019 年度全国“优质服

务基层行”中有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推荐标准。 

（三）组织落实保障有力，多方联动机制构建完善 

为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区卫健委负责工作任务的

规划，各指导单位对各条线工作做业务培训和考评，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服务站、区妇婴保健院及区眼病牙病防治所负责提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做到“条抓块管、条块结合”，坚持服务的规范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与社区居委、区妇联、区公安分局、区教委等多单

位建立了多方联动机制，采取分工协作方式，及时沟通协调，联合制

定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顺利高效的完成服务

任务。 

（四）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普陀区具有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1 个街道（镇）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 3-5 个居委有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规

划布局，保证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绩效评价组结合委托发

放和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婴保

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发放调查问卷，经统计后得出服务对象满意

度为 93.91%。 

三、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区卫健委专项管理制度需完善 

区卫健委对各基层实施单位的管理要求较为原则化，专项管理制

度细化程度不高，未明确专项经费的预算测算、经费保障标准、专项

核算等工作的具体要求。 

（二）财务成本核算管理、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 

区卫健委下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按照标化工作量、项目性

经费一年度分两次汇总下拨经费的，各单位收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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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并不明确各业务条线的服务经费，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未按

照服务项目进行核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模块中也未能提供

按照服务项目开发财务成本核算的功能。 

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经抽查发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牙防

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将部分劳务费归入委托业务费科目核算，

核算科目使用不规范；发放本单位职工劳务费 26,038 元。  

（三）部分项目预算编制应更关注科学性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产院公共卫

生专项经费采用整体匡算的方式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的依据不充分，

科学性有待加强。 

（四）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编制需更明确、合理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过于粗略，如 “产

出目标”为居民基本健康需求不断满足；“效果目标”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项

目”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部分项目编制的绩效指标合理性不足，

如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项目”绩效产出指标编制不低于 67%，

但经过访谈了解得知普陀区 65 岁以上老人人口 22 万人，按照项目历

年实施经验，年度完成 65 岁以上老人体检人数大约在 4 万人左右，

该指标与实际实现的产出数量相去甚远。 

四、 有关建议 

（一）政策建议 

1、加快改革进程，厘清标化工作量、项目及与重大公共卫生的界限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作为一项专项经费，实际上是按照日

常经费在进行管理使用，项目的投入没有清晰的产出边界。故区卫健

委在 2015 年开始逐步探索引入标化工作量的概念，但鉴于仍处在改

革的进程中，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除标化工作量经费以外

另申报了约 50 个子项目，且本项目中的服务项目与申报的重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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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内容有部分交叉现象。建议区卫健委加快改革进

程，将社区经常性项目纳入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化工作量核

算范围，以明确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化工作量和社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其他项目的界限、厘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边界，明晰专项资金的投入产出。 

2、加强部门协作，有效利用既有资源 

建议在已有的沟通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新增工作的需

要，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从而有效利用既有资源。 

（二）改进举措 

1、建议区卫健委完善专项管理制度 

建议区卫健委完善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进一步

明确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和保障标准、明确匹配任务目标、细化专项核

算等管理要求，从而提高专项管理的规范性和资金监督力度。 

2、细化预算编制，加强财务成本核算及成本分析、资金使用合规性

管理工作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细化预算编制，根据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内容，分项目编制预算，从而充分体现财政资金明细投向，提

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针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按照服务项目

进行核算的问题，建议加强财务成本核算工作；针对区眼病牙病防治

所劳务费发放及核算的问题，建议规范使用会计核算科目，发放给本

单位职工的劳务费需纳入绩效工资总额核算。 

3、绩效目标编制需完整明确合理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关注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填报，结合项目实际的

开展情况及项目的特性，根据相关性、重要性、经济性等原则选择适

合的绩效指标、确定合理的绩效指标值，完整地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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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从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际需要出发，通过科学合理的方法，客观公正地评价财政资金使用的

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是强化部门预算支出责任、改善财政支出

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我所受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

委托，对普陀区 2019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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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一） 项目概况 

1、项目立项背景 

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

均等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按照 2017 年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及《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 年

版）》的要求执行，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

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

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自 2009 年启动以

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到了普遍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 

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和干预措施效

果，确定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适时调整。地方

政府根据当地公共卫生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

可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础上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现阶段，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传染病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和重性

精神疾病管理，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人保健、地方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等。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卫生局、市财政局关于

组织实施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意见

的通知》（沪府办发[2011]63 号）、《关于印发<上海市社区卫生中心基

本服务项目目录（2015 版）>的通知》（沪卫计基层[2015]5 号）、《关于

印发<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标准>的通知》

（沪卫计基层[2015]6）号等文件要求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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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通过实施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公共卫生工作职责，完善

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和保障机制，确保对本市居民重点健康问题实施干

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和慢性

病，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提升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 

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由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

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全体居民提供，自 2011 年起，本市组织

实施包括疾病控制、预防接种、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老年保健、

健康教育等内容的 12 类 42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根据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本市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发

展等，2015 年本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了社区卫生中心基本服务项目目

录，进一步细化明确了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三大类 76 项服务项目，

故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包含社区卫生中心基本服务项目目录

中的三大类 76 项以及其他项目。 

本次对上海市普陀区 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项目的绩效

评价，项目涉及金额 11,914.34 万元，即区财政局通过下拨各街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等相关单位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由相关实施单位提供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确保覆盖辖区全体居民，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全面推

进健康普陀建设。 

2、项目实施情况 

（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布局 

普陀区实行“家庭-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三站式”

服务模式，目前下辖 8 个街道 2 个镇，建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 个，

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 51 个，平均每个服务中心设服务站 4-5 个，为

更好地向辖区常住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有力的硬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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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保证了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另外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

防治所为特定群体、特定病种提供针对性比较强的预防和治疗，与各

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互补充。 

（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特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成本低、效果好、社会效益回报周期相

对较长的服务，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为单位、各人群健康需求为

导向，主要通过信息资料的收集监测，生活行为的干预，疾病的预防，

特定人群的保健等手段对居民健康实施干预措施。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积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预防、医疗、保

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具有公共卫生性质的内容被明确纳入

社区卫生服务范畴，形成了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的功能。 

此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发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不断增加，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达到 31 大类。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2015 年制定了社区卫生中心基本服务

项目目录（见附件四）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项目标化工作量指导

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区卫健委在此

基础上补充完善，形成了 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标化工作量报表（见附件五）。 

（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为由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由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

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上海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包

括：传染病防治、免疫规划、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保健、

老年人保健、精神疾病防治、学校卫生、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居民健康档案以及职业病防治指导（上海市社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化工作量

季报表、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其他项目清单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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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五、附件六）。 

普陀区 1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51 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

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接受区财政局下拨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负责为辖区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4）项目实施期 

本项目的实施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5）项目组织领导和管理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区卫健委，负责汇总编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制定工作任务。技术指导单位为各有关防治站所，包括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区妇女儿童保健所、区眼病牙病防治

所，对各条线工作做业务培训、质量控制和考评，实施单位为 11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51 个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站、区妇婴保健院、

区眼病牙病防治所，运用“条抓块管、条块结合”的工作模式，接受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为区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图 1-1 区级层面组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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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费来源和资金使用情况 

（1）经费来源 

2019 年普陀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 1.19 亿元，相比 2018

年的 1.08 亿元，增长率达到 9.24%。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 1.14 亿元，财政资金在投向上向社区卫生事业倾斜。截止 2019 年

年末，普陀区常住人口约 124 万人，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人均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水平为 89.56 元（不包括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远

远超过国家规定人均补助标准 69 元。 

2019 年本项目资金拨付分为 8 个子项目：①65 岁以上老人定期

体检，预算金额 400.00 万元；②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预算金额

9,906.98 万元；③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预

算金额 370.62 万元；④中央资金专项，预算金额 634.80 万元；⑤2018

年中央专项补助资金，预算金额 168.80 万元；⑥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

经费，预算金额 85.50 万元；⑦产院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预算金额 342.24

万元；⑧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预算金额 5.40 万元。合计预算金额

11,914.34 万元（其中包括中央专项转移资金 809.00 万元）。 

资金来源为 2019 年区财政一般公共预算、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

金。中央财政分配转移支付资金时综合考虑各地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常住人口数量、国家基础标准、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等因素，中央

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分批拨付至市财政局，区卫健委接到通知后向区财

政局申请调整预算。拨付流程见图 1-2。2019 年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项

目决算金额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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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流程图 

 

 

 

 

 

 

 

   表 1-1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明细表（单位：万元） 

序

号 

单

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计 

1 

真

如 

28.7033  1,288.6598  46.3677  71.0344  15.6000        1,450.3652  

2 

长

征 

80.5207  1,432.5388  46.9625  67.9589  15.8000        1,643.7809  

3 

曹

杨 

27.9948  880.4862  31.2783  57.1599  18.8000        1,015.7192  

4 

宜

川 

11.7431  1,012.8373  38.6647  58.8995  14.9000        1,137.0446  

5 

桃

浦 

32.5310  958.8509  32.4513  58.3842  25.4000        1,107.6174  

6 

桃

浦

二 

27.2765  563.8793  3.7711  49.4637  8.8000        653.1906  

7 

甘

泉 

15.3209  893.7447  51.6070  57.8232  15.4000        1,033.8958  

预决算审核、

资金下拨 

根据标化标化量及

其他项目接受使用

专项资金 

预决算编制、 

资金申请、 

资金分配、 

资金支付 

普陀区财政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普陀区卫健委 

区妇婴保健院 

区眼病牙病防治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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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

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计 

8 

长

寿 

83.6400  918.3426  34.9090  54.9360  14.0000        1,105.8276  

9 

石

泉 

29.4216  892.5001  40.6282  55.5684  14.7000        1,032.8183  

10 

长

风 

14.8584  542.7451  20.8996  48.9213  12.9000        640.3243  

11 

白

玉 

47.9897  489.3977  23.0782  51.6505  12.5000        624.6161  

12 

社

管

中

心 

  33.0000              33.0000  

13 

计

生 

              5.4000  5.4000  

14 

产

院 

            342.2400    342.2400  

15 

三

所 

          85.5000      85.5000  

16 

卫

防 

      2.0000          2.0000  

17 

爱

卫 

      1.0000          1.0000  

合

计 

 

400.0000  9,906.9825  370.6175  634.8000  168.8000  85.5000  342.2400  5.4000  11,914.3400  

备注：上表所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部分即对应上文所述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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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金拨付的八个子项目。 

（2）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普陀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金额 11,914.34万元，

各项目实施单位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情况见表 1-2。 

表 1-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明细表（单位：万元） 

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名称 支出明细 金额 

社区基本公

共卫生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经费   400.0000  

小计  400.0000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

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费） 

2018 年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   304.5664  

2019 年 4 月-9 月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    66.0511  

小计  370.6175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 

 

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预拨经费 1,982.5000  

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标化工作量经费 6,704.7857  

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性经费 1,011.5376  

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绩效经费   975.7592  

2019 年健康素养促进中央-疾控、爱卫     3.0000  

2019 年牙防设备经费-社管中心    33.0000  

小计 10,710.5825  

牙防所公共

卫生专项经

费 

白内障复明及眼牙防工

作经费 

办公费       0.8662  

差旅费      1.9679  

培训费      0.4800  

印刷费      0.2700  

专用材料费      0.9484  

邮寄费       0.0112  

劳务费       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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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名称 支出明细 金额 

牙防所公共

卫生专项经

费 

白内障复明及眼牙防工

作经费 

委托业务费      19.2255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0.3208  

小计 25.0000 

红眼病防治及学生屈光

防治 

差旅费       0.0125  

劳务费      1.2850  

委托业务费      59.2025  

小计 60.5000 

产院公共卫

生专项经费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

查 

卫生材料费 21.6000 

小计 21.6000 

妇幼监测项目 

会议费       1.0850  

专家劳务费      21.3500  

培训费       1.1136  

其他材料费       0.0318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4.9390  

租车费用       0.0498  

其他租赁费       0.2000  

差旅费       0.8908  

印刷费       0.3400  

小计 30.0000 

免费婚检 

人员薪酬成本      98.4347  

人员五险一金成本      26.8966  

人员工作餐费       1.8480  

检验试剂成本       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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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项目 三级项目名称 支出明细 金额 

产院公共卫

生专项经费 

 

免费婚检 

物业管理费       1.2000  

保洁工劳务费       2.9760  

保洁工五险一金成本       2.5222  

小计 136.0000 

贫困妇女妇科筛查 

人员薪酬成本      56.7836  

单位“五险一金”缴费成本      18.9278  

人员工作餐费       2.1120  

B 超设备年维保费       9.8000  

水电能耗及物业管理成本      36.2768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30.7398  

小计 154.6400 

计划生育避

孕药具管理 

计划生育免费避孕药具

管理（中央经费） 

智能型避孕药具发放机 5.4000 

小计 5.4000 

合计 11,914.3400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作为日常运行经费的一部分进行使用，由于从 2007 年起

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经费不足的

部分，由其他补偿经费进行补充。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

项目核算时，将实际发生的各类成本费用计入该专项，年底时再分摊

项目成本，经费不足的部分，由自筹资金弥补。 

经抽查发现，“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中“劳务费”为

开展项目支付医护人员、老师等的劳务费；“委托业务费”中主要是

开展项目支付的医护人员劳务费、材料费、视觉训练软件费等。其中

发放本单位职工劳务费 26,0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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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目标： 

总体上需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目标，即贯彻实施上海市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主要公共

卫生问题的变化，按照受益面广、健康危害程度高、干预效果好、成

本效益显著、方便实施的原则，及时调整充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覆盖全体居民，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同时需实现健康普陀

目标，即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开展卫生科普教育，普及健康知识，开

展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引导居民开展健康自我管理活动，形成健康生

活理念，提高全体居民的健康素养。 

2、年度目标： 

2.1、数量目标： 

表 1-3 产出数量目标细化说明表 

绩效目标 标杆值 标杆值说明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成率 普陀区年度考核平均值 计划标准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 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 67% 国家标准 

家庭医生签约率 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 30% 上海标准 

眼牙病防治完成率 

儿童屈光发育监测与建档覆盖率 60% 计划标准 

白内障术后规范管理率 90% 计划标准 

儿童口腔疾病干预率 40% 计划标准 

妇婴健康管理率 

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 98% 上海标准 

妇幼监测上报及时率 100% 计划标准 

完成婚检人次 16000 人次 计划标准 

贫困妇女妇科筛查人次 29000 人次 计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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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质量目标： 

表 1-4 质量目标细化说明表 

绩效目标 标杆值 标杆值说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8‰ 

普陀区卫生计生“十三五”规划

目标 

婴儿死亡率 7‰ 

孕产妇死亡率 12/10 万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108.19/10 万 

普陀区 2013 年至 2018 年五年的

平均发病率 

 

2.3、效益目标： 

表 1-5 效益目标细化说明表 

绩效目标 标杆值 标杆值说明 

资源投入稳定性 稳定 通用标准 

长效管理机制稳定性 稳定 通用标准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 85% 计划标准 

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 82 岁 普陀区卫生计生“十三五”规划目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计划标准 

二、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 绩效评价的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了进一步加强卫生部门的财政支出绩效管理，强化部门预算支

出责任、改善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提高卫生部门的公共

服务水平，我所受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委托，对普陀区 2019 年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项目的管理、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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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绩效评价设计过程 

我所组成了绩效评价组，在区财政局的协调下，我们进行了前期

的调研工作，对基本公共卫生的相关文件做了研读，对区卫健委、各

防治站所、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调研了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使用情况，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开展情况，提

炼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使用的战略目标，围绕实现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及健康普陀这两个战略目标，展开评价工作。同时按照普

陀区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规定，设计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

工作方案，提交区财政局，由其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工作

方案提出修改意见。绩效评价组根据修改意见，补充完善了方案和指

标体系并定稿。 

（三） 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绩效评价原则 

（1）价值中立原则：资金绩效评价必须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

要求所有参与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尊重客观事实和数据，从实际情

况出发，摒弃个人的价值判断和个人意愿，以免影响评价结果的公正

性。 

（2）社会效应原则：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必须注重社会效应，

这是由政府职能决定的。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的评价重点不是它的经

济效应，而是它在履行政府职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的设计力求简便易行，便于公众

理解、接受，便于运用，同时又要具有可操作性。 

（4）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既要考虑设计定量指标，反映财

政资金的各类绩效水平，又要设计定性指标，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管

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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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标准 

基本公共卫生工作由于其专业性非常强，涉及面也相当广，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条线都有其需要遵守的工作规范，为了指导各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开展，各大防治站所在每年度年初都会下达工

作技术要点，对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工作项目的目的、内容、方法与流

程、要求、质量控制、考核方法、评价指标等做了阐述。 

通过仔细阅读各种相关文件，绩效评价组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各条线在业务上的考核指标数量庞大，统计口径也十分复杂。但同时，

绩效评价组也总结出考核指标的一些规律，如一般会分三个层次，首

先是体现管理覆盖程度的管理覆盖率、建卡率等指标，其次是体现管

理质量的规范管理率、报告及时率等指标，最后还会有体现小条线管

理效果的控制率、转好率、稳定率等指标。如果绩效评价组也以此规

律分服务项目设置指标，那么光以大类设置产出指标就可能多达上百

个，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故绩效评价组在选择产出指标时，按照二级

项目分别设置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避免了分小条线设置管理效果

指标的繁琐，同时也更具可比性和代表性。 

在绩效标准的制定上，绩效评价组通过区卫健委、区各大防治站

所、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取了相关考核标准、绩效目标申报表

及工作计划，绩效评价组选取其中基本公共卫生部分的考核要求，将

其定为本次绩效评价的标准。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标准具体见附件一至附件三。 

3、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访谈

法、问卷法、经验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结合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

根据简便有效的原则加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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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证据收集方法 

广泛采集国家卫生健康委、上海市政府、普陀区政府、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文件，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资

料及管理资料，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论文等文献资料，从中提炼、摘

录、整理有用信息。 

由区卫健委、区妇婴保健院及区眼病牙病防治所提供了项目产出

成果、资金使用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并通过实地走访区卫健委、各防

治站所、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的相关工作人员，对相关

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访谈工作，整理出评价所需的基础数据。 

（五） 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完成，我所为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成立了绩效评

价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绩效评价组成员包括主任会计师 1 名，

副主任会计师 2 名，部门经理及高级助理人员 3 名，共 6 人。 

在区财政局的协调下及区卫健委的配合下，我们完成了项目的前

期调研和资料采集工作，设计出评价指标体系和绩效评价方案，提交

区财政局后，根据区财政局的修改意见补充完善了方案和指标体系并

定稿。 

我们根据既定方案，进行了访谈工作、问卷调查工作，对项目的

规划情况、管理情况、开展情况、考评情况等做了调研，根据收集到

的基础数据，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进行评分，提出绩效评价

报告的初步意见，提交区财政局后，根据修改意见对报告进行完善并

定稿。 

（六） 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1、投入与产出的不完全匹配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是围绕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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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这两个战略目标展开的，评价中我们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的投入是政府对社区公共卫生投入的一部分，无法独立实现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立项目标。且基本公共卫生的实施主体除各街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外还有区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及区

精神卫生中心。预算编制工作、财务核算管理工作与项目工作的不匹

配，也影响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投入绩效的直接体现。投入与产

出的不完全匹配，使得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评价具有局限性。 

2、比较数据的缺乏 

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考核，一般包含在对整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区妇婴保健院等单位的综合评价中，很少将单项工作、单个

指标的考核情况对外公布。故绩效评价组在单独分析一项产出指标

时，缺乏相关的横向比较数据。  

我们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做到科学、准确、客观、公正的评

价。 

三、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 综合评价情况 

绩效评价组按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设计完善

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对 2019 年上海市普陀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经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总得分为 86.99分，其中项目决策 13.22

分、项目过程 17.99 分、项目产出 27.77 分、项目效益 28.01 分。评价

结论为“良好”。 

（二） 评价结论 

项目决策方面，项目立项依据充分。但绩效目标的合理性、绩效

目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有待加强。 

项目过程方面，资金投入充分及时，财务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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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织实施较为规范。但由于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能分服务项

目进行核算，且未能及时分析、比较项目进度及项目支出情况，资金

使用的核算管理及成本控制有待改进。 

项目产出方面，项目产出数量指标中有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

成率、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家庭医生签约率、眼牙病防治

完成率、妇婴健康管理率，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广泛开展，基

本满足了各人群的健康需求。项目产出质量指标中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 2.71‰，婴儿死亡率 1.88‰，辖区居民无孕产妇死亡，甲乙类传染

病发病率 98.7/10 万，较前五年的平均发病率降低 8.77%。主要结果指

标均优于上海市平均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业

绩表现优秀。 

项目效益方面，资源投入、长效管理机制基本稳定，辖区内居民

对基本公卫服务知晓度比较高，对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医院提

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比较满意，户籍人口期望寿命达到 84.1 岁，优

于上海市平均水平（上海市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63 岁）。 

项目绩效上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区卫健委专项管理制度需完善 

区卫健委对各基层实施单位的管理要求较为原则化，专项管理制

度细化程度不高，未明确专项经费的预算测算、经费保障标准、专项

核算等工作的具体要求。 

2、财务成本核算管理、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 

区卫健委下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按照标化工作量、项目性

经费一年度分两次汇总下拨经费的，各单位收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时并不明确各业务条线的服务经费，故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未按

照服务项目进行核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模块中也未能提供

按照服务项目开发财务成本核算的功能。 

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经抽查发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牙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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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将部分劳务费归入委托业务费科目核算，

会计核算科目使用不规范；发放本单位职工劳务费 26,038 元。 

3、部分项目预算编制应更关注科学性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产院公共卫

生专项经费采用整体匡算的方式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的依据不充分，

科学性有待加强。 

4、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编制需更明确、合理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过于粗略，如 “产

出目标”为居民基本健康需求不断满足；“效果目标”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项

目”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部分项目编制的绩效指标合理性不足，

如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项目”绩效产出指标编制不低于 67%，

但经过访谈了解得知普陀区 65 岁以上老人人口 22 万人，按照项目历

年实施经验，年度完成 65 岁以上老人体检人数大约在 4 万人左右，

该指标与实际实现的产出数量相去甚远。 

四、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    项目决策情况 

从项目立项依据的充分性、立项程序的规范性、绩效目标设定的

合理性、绩效指标设定的明确性、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资金分配的合

理性六个方面来评价项目决策的优劣，是项目立项的前提和方向。项

目决策权重 20 分，本项目得分 13.22 分，得分率 66%。 

（1）项目立项 

表 4-1  A1 项目立项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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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100% 

指标分析-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项目立项级次有国家文件依据，如《关于

做好 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19〕

52 号）和《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疗保障局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2019〕113 号）等，与卫生部门发展政策和优先发展重点的

关联度较高，即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公共卫生工作职责，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管

理和保障机制，确保对本市居民重点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

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主要传染病和慢性病，提高妇女儿

童健康水平，提升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使本市居民享有优质、

均等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使本市主要健康指标继续保持国内领先，

并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工作要点中

均关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问题。 

故 A11 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得满分 3 分，A12 立项程序规范性指

标得满分 3 分。 

A1 项目立项满分 6 分，得分 6 分，得分率 100%。 

（2）绩效目标 

表 4-2  A2 绩效目标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3  2.83        94%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0.21       7%  

指标分析-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 

子项目“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经费”，制定了绩效产出指标不

低于 67%，但经过访谈了解得知普陀区 65 岁以上老人人口约 2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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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年体检老人人数达到约 14 万人。按照项目历年实施经验，年度完

成 65 岁以上老人体检人数大约在 4 万人左右，该指标与实际实现的

产出数量相去甚远，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 

子项目“免费婚检”、子项目“贫困妇女妇科筛查”：制定了绩效

产出指标免费婚检人次低于 16000 人次，贫困妇女妇科筛查人次低于

29000 人次。产出数量指标制定为低于目标值欠缺合理性。 

指标分析- 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 

子项目“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绩效目标设置过于粗略，不

明确。“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与“社区基

本公共卫生经费”共用一份绩效目标申报表，并未单独申报绩效目标

申报表。  

故 A21 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得 2.83 分。A22 绩效指标明确性指

标得 0.21 分。 

A2 绩效目标满分 6 分，得分 3.04 分，得分率 51%。 

（3）资金投入 

表 4-3  A3 资金投入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0.19        5%  

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4 3.99      99.75%  

指标分析-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 

子项目“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产院公共卫生专

项经费”采用整体匡算的方式编制预算。 

指标分析- 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子项目“产院公共卫生专项经费-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一

次性冲减试剂材料费。 

故 A31 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得 0.19 分。A32 资金分配合理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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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得 3.99 分。 

A3 资金投入满分 8 分，得分 4.18 分，得分率 52%。 

（二）    项目过程情况 

从项目前期预算审批立项到项目实施完成的全过程，从资金管

理、组织实施两大方面的工作实绩开展全方位评价，这部分是项目实

施内控制度执行力成绩，是保证项目获得效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项

目过程权重 20 分，本项目得分 17.99 分，得分率 90%。 

（1） 资金管理 

表 4-4  B1 资金管理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绩效分值 

B11 资金到位率       4        4  100% 

B12 预算执行率        4        4 100% 

B13 资金使用合规性       2       1.99  100% 

指标分析-B11 资金到位率、B12 预算执行率、B13 资金使用合规

性 

根据检查结果由表 1-1 可知，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实际

到位资金 11,914.34 万元，预算到位资金 11,914.34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由表 1-2 可知，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支出 11,914.34 万

元，预算金额 11,914.34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经费的拨付形式是

根据年初预算金额拨付至区卫健委、区妇婴保健院及区眼病牙病防治

所。区卫健委根据社区标化工作量、项目经费及考核的形式一年分两

次拨付至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经检查发现，“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将部分劳务费归

入委托业务费科目核算，核算科目不规范；另外发放劳务费给本单位

职工，占劳务费总额的 5.57%，未计入工资总额中。 

故资金使用不符合相关规定，故按照项目权重计算 B13 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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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性指标得 1.99 分。 

故 B11 资金到位率指标得满分 4 分，B12 预算执行率指标得满分

4 分，B13 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得满分 1.99 分。 

B1 资金管理满分 10 分，得分 9.99 分，得分率 100%。 

（2） 组织实施 

表 4-5  B2 组织实施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       5  3       60%  

B22 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5  5      100%  

指标分析-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B22 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虽本项目各预算单位均制定了完备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确了各单

位/部门在财政资金支出申请审核流程中的工作职责，体现了“付款

审批”的管理要求。但同时未在专项核算和预算管理方面做出明确规

定且普陀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尚在试行，故专项资金管

理制度尚未完全健全。 

本项目预算单位要求实施单位按照相应的国家规范执行。如“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各社卫中心制定了工作实施计划或工作方案或

工作流程，但同时预算单位并未制定具体的项目落实规定。故项目管

理制度健全性有待完善。 

项目实施单位均按照相关业务制度、财务制度及工作规范。 

故 B21 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得 3 分，B22 制度执行的有效性指标

得满分 5 分。 

B2 组织实施满分 10 分，得 8 分，得分率 80%。 

（三）    项目产出情况 

根据项目特点选择项目产出实现度的综合评价，包括产出数量、

质量、时效等。这部分是项目实施后的重要指标，也是项目实施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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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目标内容。项目绩效权重 30 分，本项目得分 27.77 分，得分率

93%。 

（1） 产出数量 

表 4-6  C1 产出数量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C11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成率 11 10.65   97%    

C12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     1 0.28        28%  

C13 家庭医生签约率      1  1      100%    

C14 眼牙病防治完成率     1 1        100%    

C15 妇婴健康管理率 4 2.84   71%    

指标分析-C11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成率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因居民就医习惯、按照各条线开展业务，项目

繁多且业务统计口径不一等原因，故选择区卫健委对各街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一年两次的考核结果的平均值为评价标准，经加权平均后得

出 2019 年年度考核平均分为 95.51 分。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度

考核成绩达到相应的平均值则得满分，未达到平均值的按照考核成绩

与平均值占比得分，加权计算得出本指标的得分 10.65 分。 

指标分析-C12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 

根据国家标准、项目绩效目标表申报的 2019 年年度的工作目标，

年度体检人数需达到约 14 万人，本年度实际完成 65 岁以上老人体检

人数为 40581 人，故本指标按照计划体检人数/完成体检人数计算得出

本指标得分 0.28 分。 

指标分析-C13 家庭医生签约率 

根据上海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实施细则中规定家庭医生签约

率需达到 30%。本项目在 2018 年开始实施，因上海市医保办未能及

时反馈签约人口数量，故 2018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经费在 2019 年下

拨，截止 2019 年年末，累计家庭医生签约人数达到 455,302 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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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37.55%，故本指标得满分 1 分。 

指标分析-C14 眼牙病防治完成率 

本项目下设两个子项目：①白内障复明及眼牙防工作经费 25 万

元；②红眼病防治及学生屈光防治 60.5 万。根据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的

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适龄儿童窝沟封闭覆盖率 51.83%、恒牙充填率

66.85%、干预儿童覆盖率 45.31%、白内障术后规范随访率 98.34%、儿

童屈光发育建档率 66.24%，均完成了本年度的工作计划。（根据相关

工作要求，区眼病牙病防治所需在三个月内对本区白内障手术老人进

行跟踪随访。若按自然年度为周期制定随访工作安排，则需以每年

10 月为节点统计接受手术的老人数量，故白内障手术数据统计时间段

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1 日。由于眼牙病预防和宣传对

象主要学生群体，因此目标群体为学生的项目，按教育学年编制项目

工作计划和统计业务数据，即本项目中学生屈光防治、牙防业务数据

统计时段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故本指标得满分

1 分。 

指标分析-C15 妇婴健康管理率 

本项目下设四个子项目：①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21.6 万；②

妇幼监测项目 30 万；③免费婚检 136 万；④贫困妇女妇科筛查 154.64

万。根据区妇婴保健院的相关考核标准、工作计划及工作总结，新生

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率需达到 98%，本年度筛查率 94.8%。妇幼检测

项目上报危重孕产妇 18例，5岁以下儿童死亡 16例，上报及时率 100%。

免费婚检项目计划体检人次 16000 人次，咨询人次 20000 人次，完成

体检人次 1415 人次，完成咨询人次 5671 人次。贫困妇女妇科筛查项

目计划完成 29000 人次，完成筛查人次 19757 人次。根据四个子项目

的完成情况加权计算得出本指标的得分 2.84 分。 

故 C11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成率指标得 10.65 分，C1265 岁

以上老人定期体检完成率指标得 0.28 分，C13 家庭医生签约率指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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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 1 分，C14 眼牙病防治完成率指标得满分 1 分，C15 妇婴健康管

理率指标得 2.84 分。 

C1 产出数量满分 18 分，得 15.77 分，得分率 88%。 

（2） 项目结果 

表 4-7  C2 项目结果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C2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      2   100%    

C22 婴儿死亡率     2      2        100%  

C23 孕产妇死亡率     2      2         100%    

C24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2     2         100%    

指标分析-C2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C22 婴儿死亡率、C23 孕产

妇死亡率 

2019 年普陀区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71‰，婴儿死亡率 1.88‰，

无户籍人口孕产妇死亡，以上指标均达到了普陀区卫生计生“十三五”

规划的工作要求。 

故 C21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得满分 2 分，C22 婴儿死亡率得满分

7 分，C23 孕产妇死亡率得满分 2 分。 

指标分析-C24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普陀区传染病总发病率近年一直处于历史低位，无甲类传染病发

生。通过有效落实免疫规划，区域传染病发病以性病、艾滋病、结核

病等慢性传染病为主。但急性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一些新出现

的传染病或毒力增强的传染病，如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EV71 型

手足口病等，容易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 

2019年普陀区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98.7/10万，相较于2013年-2018

年的平均发病率下降了 8.77%，故 C24 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得满分 2

分。 

C2 产出质量满分 8 分，得 8 分，得分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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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出时效 

普陀区本年度在区卫健委的带领下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均有序及时的开展，故本指标得满分 4 分。 

C3 产出时效满分 4 分，得 4 分，得分率 100%。 

（四）    项目效益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项目产生的实施效益及受益对象对项目

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来评价，这部分是项目实施后的核心效果。项目

绩效权重 30 分，本项目得分 28.01 分，得分率 93%。 

（1）项目效益 

表 4-8  D1 项目效益分析 

指标 权重 绩效分值 得分率 

D11 资源投入稳定性        4 3.90  97%   

D12 长效管理机制稳定性        4 3.95    99%  

D13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 7 5.16 74% 

D14 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 7 7 100% 

指标分析-D11 资源投入稳定性 

经调查，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 项目区卫健委下拨经费

时按照核定补贴标准 150 元/人的 65.6%下拨，实际支出成本均高于政

府补贴，不利于项目的稳定发展。“产院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中

子项目“贫困妇女妇科筛查”实际支出成本高于政府补贴 70 元/人标

准；子项目“免费婚检”实际支出成本高于政府补贴，不利于项目的

稳定发展。 

指标分析- D12 长效管理机制稳定性 

经访谈了解得知，“免费婚检”项目婚检率偏低，系与民政局的

沟通合作机制出现了障碍，但是目前尚未得到妥善处理，故按照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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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 

指标分析- D13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 

绩效评价组结合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及委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

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发放调查问卷，共计回收 400 余份有

效问卷。经过统计得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为 74%，其中 65 岁

以上老人定期体检的知晓率达到 86%。 

指标分析- D14 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 

根据普陀区卫生计生“十三五”规划的工作要求，户籍人口期望

寿命 82 岁。2019 年户籍人口期望寿命已达到 84.1 岁，故本指标得满

分。 

故 D11 资源投入稳定性指标得 3.90 分，D12 长效管理机制稳定性

指标得 3.95 分，D13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知晓率指标得 5.16 分, D14 户

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得满分 7 分。  

D1 项目效益满分 22 分，得 20.01 分，得分率 91%。 

（2）满意度 

绩效评价组结合实地发放调查问卷及委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

妇婴保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发放调查问卷，共计回收 400 余份有

效问卷。经过统计得出服务对象满意度为 93.91%。故 2019 年普陀区

社区卫生服务水平总体良好。社区卫生服务中，卫生服务站的建设最

令人期待；社区卫生服务已普及，提升诊疗水平和规范服务最应受重

视。故 D21 服务对象满意度得满分 8 分，得分率 10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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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项目立项得当，符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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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是惠及全体居民的民生工程，普陀区政府通

过预算安排，为辖区居民平等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了财政保

障，符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 

2、经费投入到位，项目产出基本实现，在全国评选中取得优异成绩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投入及时到位。项目产出基本实现，能

较好地满足了各人群的健康需求。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71‰，婴儿

死亡率 1.88‰，辖区居民无孕产妇死亡，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 98.7/10

万，较前五年的平均发病率降低 8.77%。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市平均

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 

上海市普陀区 1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2019 年度全国“优质服

务基层行”中有 10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推荐标准。 

3、组织落实保障有力，多方联动机制构建完善 

为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区卫健委负责工作任务的

规划，各指导单位对各条线工作做业务培训和考评，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服务站、区妇婴保健院及区眼病牙病防治所负责提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做到“条抓块管、条块结合”，坚持服务的规范性、

合理性和有效性。与社区居委、区妇联、区公安分局、区教委等多单

位建立了多方联动机制，采取分工协作方式，及时沟通协调，联合制

定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确保顺利高效的完成服务

任务。 

4、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服务对象满意度高 

普陀区具有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1 个街道（镇）

1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 3-5 个居委有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规

划布局，保证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绩效评价组结合委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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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和实地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向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妇婴保

健院、区眼病牙病防治所发放调查问卷，经统计后得出服务对象满意

度为 93.91%。 

（二）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区卫健委专项管理制度需完善 

区卫健委对各基层实施单位的管理要求较为原则化，专项管理制

度细化程度不高，未明确专项经费的预算测算、经费保障标准、专项

核算等工作的具体要求。 

2、财务成本核算管理、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 

区卫健委下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是按照标化工作量、项目性

经费一年度分两次汇总下拨经费的，各单位收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

费时并不明确各业务条线的服务经费，故各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

未按照服务项目进行核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模块中也未能

提供按照服务项目开发财务成本核算的功能。 

资金使用管理有待加强，经抽查发现，区眼病牙病防治所“牙防

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项目将部分劳务费归入委托业务费科目核算，

会计核算科目使用不规范；发放本单位职工劳务费 26,038 元。 

3、部分项目预算编制应更关注科学性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牙防所公共卫生专项经费、产院公共卫

生专项经费采用整体匡算的方式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的依据不充分，

科学性有待加强。 

4、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编制需更明确、合理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项目”绩效目标编制过于粗略，如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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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标”为居民基本健康需求不断满足；“效果目标”为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社区基本公共卫生（市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项

目”未编制绩效目标申报表。部分项目编制的绩效指标合理性不足，

如 “65 岁以上老人定期体检项目”绩效产出指标编制不低于 67%，

但经过访谈了解得知普陀区 65 岁以上老人人口 22 万人，按照项目历

年实施经验，年度完成 65 岁以上老人体检人数大约在 4 万人左右，

该指标与实际实现的产出数量相去甚远。 

六、 有关建议 

（一）政策建议 

1、加快改革进程，厘清标化工作量、项目及与重大公共卫生的界限 

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作为一项专项经费，实际上是按照日

常经费在进行管理使用，项目的投入没有清晰的产出边界。故区卫健

委在 2015 年开始逐步探索引入标化工作量的概念，但鉴于仍处在改

革的进程中，2019 年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除标化工作量经费以外

另申报了约 50 个子项目，且本项目中的服务项目与申报的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内容有部分交叉现象。建议区卫健委加快改革进

程，将社区经常性项目纳入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化工作量核

算范围，以明确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化工作量和社区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其他项目的界限、厘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与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边界，明晰专项资金的投入产出。 

2、加强部门协作，有效利用既有资源 

建议在已有的沟通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新增工作的需

要，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动合作，从而有效利用既有资源。 

（二）改进举措 

1、建议区卫健委完善专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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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区卫健委完善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进一步

明确专项经费使用范围和保障标准、明确匹配任务目标、细化专项核

算等管理要求，从而提高专项管理的规范性和资金监督力度。 

2、细化预算编制，加强财务成本核算及成本分析、资金使用合规性

管理工作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细化预算编制，根据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的内容，分项目编制预算，从而充分体现财政资金明细投向，提

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针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未按照服务项目

进行核算的问题，建议加强财务成本核算工作；针对区眼病牙病防治

所劳务费发放及核算的问题，建议规范使用会计核算科目，发放给本

单位职工的劳务费需纳入绩效工资总额核算。 

3、绩效目标编制需完整明确合理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关注绩效目标申报表的填报，结合项目实际的

开展情况及项目的特性，根据相关性、重要性、经济性等原则选择适

合的绩效指标、确定合理的绩效指标值，完整地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 

七、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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