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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到期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资金预算绩效目标的实现

程度、支出效率和综合效果，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的管理水平，广东省财政厅委托广

东正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正诚评估公司）作为第三方

机构，按照《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等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广东省卫生

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卫计委）的“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

省级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背景。

为改革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条件，全面完成经济欠发达地区

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提高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2015 年，根

据广东省政府《关于印发 2015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5〕

36 号）重点工作任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的安排，省卫计委和广东省财政厅（以下简称省财厅）共同发布了《关于印发广东省

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卫〔2015〕33 号），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2015 年-2017 年省级财政拟投入 5 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二）资金概况。

根据省卫计委统计，2015-2017 年省财政实际共安排了 9.5 亿元资金，其中

2015-2016 年下达 5 亿元，2017 年又补充下达 4.5 亿元，分批补助 498 家乡镇卫生院

标准建设，补助面积共约 67 万平方米。对这 498 家乡镇卫生院，省财厅参照广东省政

府印发的《关于提高我省底线民生保障水平实施方案》（粤府〔2013〕111 号），实行

分类补助，原则上一类补助地区按项目投资总额补助 50%，二类补助地区按项目投资总

额补助 60%，三类补助地区按项目投资总额补助 70%，市、县财政负责落实项目建设的

配套资金。各乡镇卫生院的具体投资总额按照业务用房改造每平方米 1,500 元的标准

测算，业务用房续建、扩建按照每平方米 2,000 元-2,500 元的标准测算。由于 2017

年下达的 4.5 亿元资金属于补充下达，所资助的项目在本次评价时点之后才开始实施，

因此本次评价范围只覆盖 2015-2016 年省财厅下达的 5亿元资金。

（三）绩效目标。



广东省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总目标是：到 2018 年底基本实现经济欠发达

地区每个乡镇卫生院均达到“每千服务人口 1.2 张床位，每床建筑面积 55 平方米”的

国家建设标准上限，实现标准化建设率达到 100%，乡镇卫生院的院容院貌、功能布局

得到极大改善，就医环境更加安全、舒适，基层群众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得到提升。

二、绩效分析

从七个二级指标得分情况来看，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省级补助资金

在前期准备、项目管理和绩效结果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资金管理一般。

（一）绩效影响分析。

1.前期准备。

该指标主要从论证决策、目标设置、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来考察乡镇卫生院标准化

建设省级补助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以

及人员及机构的健全性，指标分值 20 分，评价得分 19.32 分，得分率 96.6%。

（1）论证决策。该指标考察资金申报是否符合项目申报方案的规定要求。各乡镇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立项均是由各地市根据《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

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统一申报，申报审批流程基本规范。

（2）目标设置。各个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标准是根据当地服务人口数进行确

定，有明确的、可量化的绩效目标。

（3）保障措施。各地市都因地制宜制定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并组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跟进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执

行进度，全程跟踪落实情况，但部分卫生院未提交项目工作进度或项目管理办法，如

翁源县龙仙镇卫生院和乳源县乳城镇卫生院。

2.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指标主要考察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财政配套资金的落实情况、项

目实施单位的资金管理水平和会计核算的规范性。指标分值 17 分，评价得分 11.2 分，

得分率 65.88%。

（1）资金到位率。按照省政府印发的《关于提高我省底线民生保障水平实施方案》

（粤府〔2013〕111 号），省级财政对各地乡镇卫生院的标准化建设项目实行分类补助，

其余的部分由各市县配套。在项目申报时，也要求市县提供配套资金的承诺函，但截



止 2016 年底，县级财政年度应配套资金 15,881.19 万元，实际到位 6,673.58 万元，

资金到位率仅为 42.02%。现场评价的 29 家乡镇卫生院有 15 家卫生院的市县配套资金

未及时到位，占比 51.72%。

（2）资金支付率。该指标考察省级财政资金是否及时支付。现场评价的 29 家乡

镇卫生院的省财政资金总额 5,327.32 万元，已支付 1,731.78 万元，资金支付率为

32.51%。总体来说，资金支付率较低。造成资金支付率低的原因详见第五部分分析。

（3）资金支出合规性。项目实施单位均严格按照《省级基本建设项目财政性资金

集中支付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2000〕41 号）和省财政厅有关规定执行，采用申

请省财政直接支付的方式，保障了资金支付的安全高效。但阳东县大八镇卫生院、和

平县阳明镇卫生院、龙川县廻龙镇卫生院、龙川县黄布镇卫生院等单位未设专账核算，

未能提供明细账，会计核算不规范，也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3.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指标主要考察项目实施程序的规范性、项目单位内部管理情况及业务主

管部门对项目实施的监管情况。指标分值 13 分，评价得分 12.1 分，得分率 93.08%。

（1）实施程序。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管理的制度基本健全，制定有专项

资金管理制度、项目廉洁制度、项目质量管理制度、项目施工方案、项目安全制度、

项目责任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工程建设能按照规定程序和管理制度

执行，但书面评价的 88 家乡镇卫生院只有 6家乡镇卫生院提供了安全应急预案。

（2）管理情况。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的程序合规，手续齐全。各级政

府和主管部门都非常重视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实施，项目运行期间，省卫计

委不仅通过广东省卫生计生专项资金管理平台加强日常监管，还开展了 3轮分批次分

片区对项目进度实地督导；各市县也都制定了督导措施和办法。

（二）绩效表现。

1.经济性。

经济性指标主要考察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实际支出是否超过业务用房改造每

平方米 1,500 元预算标准，或是否超过续建扩建每平方米 2,000 元-2,500 元的标准。

指标分值 5分，得分 4.83 分，得分率 96.6%。总得来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预

算成本控制良好。现场评价的 29 家卫生院除廉江市高桥卫生院因地质原因导致工程造



价超标准外，其余的 28 家卫生院的建设成本均未超标。

2.效率性。

效率性指标从实施进度与质量方面衡量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效率。指标

分值 10 分，得分 7.31 分，得分率 73.1%。

（1）实施进度。总体来看，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进度滞后，现场评价的 29

家卫生院有 15 家出现不同程度的工程进度滞后，占比 51.72%。进度滞后的原因详见第

五部分分析。

（2）业务用房面积。省卫计委根据各个乡镇卫生院服务人口数，以及乡镇卫生院

已有的业务用房面积，核定了每个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的缺口面积。现场评价的 29 家

卫生院建设完成后的业务用房面积均达到核定的缺口面积。

（3）每千服务人口床位数。该指标根据各乡镇卫生院服务的人口计算，按照标准

化建设要求，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应达到每千人服务人口 1.2 张床位。经计算，现场

评价的 29 家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与建设前相比均有所增加，但由于乡镇卫生院的床位

数受到各市县卫计局的调控，其中 12 家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未达到每千人服务人口

1.2 张床位的标准。

3.效果性。

包括经济效益指标和可持续发展发展指标。指标分值 30 分，得分 21.42，得分率

71.4%。

（1）经济效益指标反映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效果，主要从门诊增长率、住院

人数增长率、平均每医生门诊增长率这三个方面综合衡量标准化建设完成后，乡镇卫

生院的综合基本医疗服务能力是否得到提升。经计算，现场评价的 29 家乡镇卫生院，

除汕尾市桥冲镇卫生院和兴宁市坭陂镇卫生院因项目建设施工给患者住院带来不便，

导致建设后短期内门诊量和住院人数有所下降外，其余的 27 家卫生院建设后的门诊量

和住院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2）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增加了乡镇卫生院的固定资产，

增强了卫生院的资产实力。在制度建设方面，各乡镇卫生院均制定了固定资产管理制

度，并有稳定和可持续的管理机构和职工，为乡镇卫生院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

础。



4.公平性。

公平性指标主要是通过满意度问卷调查的结果来反映项目患者与卫生院职工对乡

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指标分值 5 分，自评和书面评价均为

4.85 分，其中职工满意度为 1.99 分，得分率 99.5%，患者满意度为 2.86 分，得分率

95.33%，现场评价得分 4.93 分，得分率 98.6%。整体上，卫生院职工与患者对乡镇卫

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的认可度高。

三、评价结论

综合项目单位自评、评价工作组对自评材料审核和现场核查评价结果，广东省

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在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方面规范、合理，实施

效果明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评定省级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分数

为 81.11，等级为“良”。

四、主要绩效

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长期以来，我省卫生资源配置不均

衡，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与乡镇卫生院发展滞后相关，自 2015 年开始实

施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在提高乡镇卫生院院容院貌，满足农民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乡镇卫生院的院容院貌明显提升，就医环境得到改善。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推行实施，乡镇卫生院承担的任务越来越繁重，但业务用房

面积不足一直是制约乡镇卫生院承担更多医疗服务的瓶颈。截至 2016 年底，全省乡镇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改扩建新开工项目215家，开工率100%，完工182家，完工率达84.7%，

基本弥补了这些乡镇卫生院业务用房的缺口，不仅强化了我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

生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镇卫生院提升服务能力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大大提高

了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水平，改变了过去狭小、脏乱的院容院貌，卫生院有了绿地、中

心花园等园林绿化，各种标识标牌、卫生知识海报悬挂更加整齐，患者的就医环境更

为方便、舒心。

（二）乡镇卫生院的科室布局更加完善，能够因地制宜开设一些专科和特色门诊。

业务用房面积扩大使卫生院有条件合理安排科室布局，除传统的内科、儿科、公

共卫生、预防接种等能够配备齐全，部分卫生院还有了单独的住院部或医技楼，如廉



江市良垌镇卫生院还新建了妇产科大楼，水唇镇卫生院配备了术后麻醉苏醒室和重症

病人监护室。在功能定位上，卫生院可以建立更多的专科门诊和特色门诊，凸显各个

卫生院的特色。如标准化建设项目使得《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

的“每家乡镇卫生院建立中医馆”的要求得以实现，评价组现场评价的 29 家乡镇卫生

院，有 27 家卫生院依靠标准化建设开设了中医馆，开设了中医科，个别还开设了针灸

科、中医美容科。

（三）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标准化建设使部分乡镇卫生院以前因为场地狭小而无法开展的业务可以建立起

来，与之相应的以前因为场地狭小而缺乏的 X 光机、化验等辅助检查设备可以配置，

可以提供更多的住院床位，从而为更多的患者服务。评价组在现场评价时，患者普遍

反映，随着近几年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和环境的提升，乡镇卫生院已成

了他们生病就医的第一选择，尤其是农村的一些老年慢性病患者，更愿意在乡镇卫生

院住院治疗。据统计，通过标准化建设，2016 年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的出院人

数由 2015 年的 187 万提高到 2016 年的 198 万人，2016 年的病床使用率比 2015 年提高

了 1.85 个百分点。

（四）改善了医院职工的工作环境，稳定了医疗队伍。

乡镇卫生院在改善患者的就医环境的同时，也改善了医院职工的工作环境。标准

化建设增强了卫生院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条件，就医群众人数增加，从而增强了职工对

卫生院的信心，在一定程度稳定了医疗队伍，缓解了乡镇卫生院引进人才难和留住人

才难的局面。本次评价发放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卫生院职工对乡镇标准化建设的满意

度是 100%。

五、主要问题

尽管2015-2016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绩效良好，在改善乡镇卫生院院容院

貌，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未达标。

在床位数这个指标上，现场评价的29家卫生院中有12家卫生院的床位数未达到每

千服务人口1.2张床位的标准，达标率仅58.62%。

（二）部分市县承诺配套资金未落实到位。



按照《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定，乡

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资金来源由省级财政按照补助地区类别分别补助50%、60%和

70%，其余部分由市县配套，并在申报时要求市县财政出具配套资金承诺文件。但部分

市县级财政承诺的配套资金并未实际到位，截止2016年市县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

42.02%。

（三）部分项目省财政补助资金支付不及时。

有 9家卫生院至评价日尚未使用省财政资金，未使用的资金总额达到 1,882.69 万

元，资金发生沉淀。原因如下：一是有些卫生院有中央资金补助，项目建设先使用中

央资金，再使用省级资金，如兴宁市坭陂镇卫生院。二是有些卫生院的工程滞后，造

成资金支付也滞后，如黄略镇卫生院、桥冲镇卫生院、高桥镇卫生院、石角镇卫生院

和林头卫生院等。三是个别卫生院在省级补助资金到位之前已自行垫付了工程款，等

省级补助资金到位后不知如何再请款支付，如信宜市丁堡镇卫生院。四是有些卫生院

属于受让其他物业，物业移交后尚未开始改造，从而资金未使用，如翁源县将翁源县

疾控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楼移交给龙仙镇卫生院作为业务用房，乳源县将原中医院移交

给乳城镇卫生院作为业务用房。

（四）资金管理和项目管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是部分项目未设专账进行核算。大八镇卫生院、龙川县廻龙镇、龙川县黄布镇

卫生院未设专账进行核算，会计核算不规范。

二是项目实施进度滞后。总体来看，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进度滞后，现场评

价的29家卫生院就有15家的实际进度落后于计划进度，造成工期延误的原因主要有天

气、土地纠纷、前期手续复杂、地质复杂、流标、环评未通过等等。具体见下表5-1所

示。

表5-1 部分项目进度滞后及原因统计

序号 卫生院名称 进度滞后原因

1 旦场镇卫生院 下雨数月，无法施工

2 林头卫生院 下雨数月，无法施工

3 新宝卫生院 地基复杂，耗时较长



4 安莪卫生院 流标2次，资金短缺，修防洪堤耗时较长

5 黄略镇卫生院 办土地证耗时较长

6 洋青镇卫生院 下雨数月，无法施工

7 河头镇卫生院 地基复杂，耗时较长

8 良垌镇卫生院 前期手续耗时较长

9 石角镇卫生院 环评未通过

10 高桥镇卫生院 地基复杂，耗时较长

11 桥冲镇卫生院 前期手续耗时较长

12 廻龙镇卫生院 前期手续耗时较长

六、相关建议

为提高下一阶段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资金及其他同类资金的使用绩效，完善项

目建设与管理措施，针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各项目前期调查，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目标指标。

本次评价有不少卫生院的床位数未达标，主要原因是各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数是由

市（县）级卫计局审核确定。卫计局在确定乡镇卫生院的床位指标时，不仅仅根据乡

镇卫生院的服务人口数量，还要根据服务人口的密度、经济、地理、交通和服务半径

等影响居民卫生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和医疗结构的功能、基本任务来确定。如靠近县

城的卫生院的床位数可以适当定少一些，因为辖区居民有更多的医院可以选择。而僻

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卫生院的床位数就需要定多一些，因为辖区居民只能到乡镇卫生

院来看病。可见单纯以服务人口为标准确定床位数不尽科学合理，建议在后续的考核

中，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目标指标。

（二）督促市县级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市县级财政配套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影响资金使用和项目推进进度，降低资金

的使用效果。因此，建议省级财政部门督促市县财政及时足额安排项目配套资金，为

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

（三）多措施提高资金支付率。

建议多举措加快资金支付进度。一是财政部门加快资金审核支付，加强与项目主



管部门和实施单位的沟通衔接，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支出进度。二是建立资金支出

进度上报制度，要求各县（市、区）卫生主管部门详细上报各项目资金支出进度，说

明未及时拨付资金项目的具体原因。三是建立支出进度通报制度，对资金支付情况进

行通报；四是建立约谈制度，对执行进度不达计划进度的县（市、区）主管部门领导

进行约谈，明确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执行进度。

（四）加强项目的实时跟踪管理。

主管部门全程参与、跟踪管理能有效推进项目的实施。评价组在现场评价时，发

现遂溪县所属的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管理较为规范，其主要做法是：在资金管

理上，针对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水平不高，不熟悉财政资金拨付的程序和流程的情况，

由卫计局规财股负责统一向县（市、区）财政局申请资金拨付，实时掌控资金的下达

和拨付情况，并指导和监管乡镇卫生院设专账核算工程项目，建立项目台账。在项目

管理上，卫计局规财股负责对施工合同条款内容进行严格审查，并对各个项目工程现

场的安全和工程进度实行每隔半个月进行督办，及时帮助各方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

到的各种困难，防范项目怠工。这种实时跟踪管理的做法既加强了项目的进度管理和

资金管理，又加快了资金的拨付，其做法有可借鉴之处。

（五）加强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乡镇卫生院的财务管理能力。

现场评价中发现有部分卫生院未设专账核算，收支账目不清楚，有些卫生院会计

人员兼任行政人员，或医生兼任会计，或会计人员未能对不同财政资金实行分类管理，

会计人员未能及时掌握财政资金到位情况，以及会计人员未能及时请款支付财政资金

等情况，这些情况都说明部分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上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进一步

加强对乡镇卫生院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乡镇卫生院的资金管理尤其是对财政资

金管理的能力。

附件：1．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说明

2．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附件 1

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说明

一、评价目的及范围

本次评价的目的旨在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独立、客观、公正地核查广东省乡镇卫生

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的申报、使用和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分析资金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和加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省级补助资

金使用的意见和建议，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管理水平，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和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益，为下一步预算资金安排、完善支出项目绩效管理提供参考。

根据省卫计委台账统计，截止评价时点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 193 家乡镇卫生院

上报完成了标准化建设，主要分布在肇庆市、梅州市、揭阳市、潮州市、韶关市、河

源市、惠州市、茂名市、清远市、汕头市、汕尾市、阳江市、云浮市、湛江市和江门

市。其余的 305 个项目或未开工，或在建设中。为全面评价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省

级补助资金的绩效情况，我们将评价的范围限定为这 193 家申报已经完工的项目。评

价基准日为 2017 年 3 月 31 日。

二、评价依据

（一）《转发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03〕

100 号）。

（二）《关于印发广东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行方案的通知》（粤财评〔2004〕1

号）。

（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

（四）《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11〕416 号）。

（五）《绩效评价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财预〔2011〕433 号）。

（六）《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5 年省政府重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粤

府函〔2015〕36 号）。

（七）《关于印发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

通知》（粤卫〔2015〕33 号）。



（八）《关于安排 2016 年第二批省财政补助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

设项目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6〕122 号）。

（九）《关于修订省级卫生计生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7〕

76 号）。

（十）《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经济欠发达地区乡镇卫

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卫〔2016〕16 号）。

（十一）《广东省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50 号）。

（十二）《关于做好 2017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财绩函〔2017〕

18 号）。

（十三）《关于确定 2017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名单及组织现场评

价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粤财绩函〔2017〕20 号）。

（十四）《财政支出（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操作指引（试行）》（中评协〔2014〕

70 号）。

（十五）《关于印发<省级财政到期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粤财

评〔2014〕7 号）。

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广东正诚评估公司组成专家评价工作组，遵循“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

则，以“完善体系运用、突出绩效导向”的评价思路，在与省财厅和省卫计委沟通的

基础上不断研究完善，制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从前期准备、资金管理、项目实施、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

七个维度分析，分设 18 个分项指标，对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政策制定、投入、

产出、效果和影响进行全面的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和权重设置上参考了财政部发布的《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

体系框架》和《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共性）》，并且结合了项目现场评价时

与项目实施单位沟通及收集的资料分析。指标体系评分设计宗旨是“轻形式重应用、

轻汇报重核查”，以便更客观准确地反映被评价项目的绩效情况，评价指标详见下表 1。



表 1 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绩效影响

（50 分）

前期准备（20 分）

论证决策 7

目标设置 7

保障措施 6

资金管理（17 分）

资金到位率 5

资金支付率 4

资金支出合规性 8

项目管理（13 分）
实施程序 8

管理情况 5

绩效表现

（50 分）

经济性 （5分） 建设成本控制 5

效率性（10 分）

实施进度 5

业务用房面积 3

每千服务人口床位数 2

社会经济效益

（30 分）

门诊增长数 10

住院人数增长率 10

平均每医生门诊人次增长率 5

可持续发展 5

公平性 （5分）
职工满意度 2

患者满意度 3

四、评价方法

评价组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企业自评、实地考察、座谈问询、对照查证复核等多

种方式，采用比较法、成本效益分析法、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专家评议与问卷调查法等，运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结合、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结合、

点上调查与面上分析结合的分析手段，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准确。

五、评价实施流程



评价工作分六个阶段具体实施。

（一）资料收集：评价组先从193家乡镇卫生院中随机选取了96家乡镇卫生院，由

省卫计委、各县（市、区）卫计局和选取的乡镇卫生院等填写绩效评价《基础信息表》

和《绩效评价指标自评表》，按照《佐证材料清单》收集整理相关佐证材料等评价资

料，佐证材料扫描件的电子版压缩后发送到广东正诚公司邮箱。

（二）自评材料审核分析：88家乡镇卫生院提交了较为完整的资料，广东正诚公

司组织专家对这88家项目用款单位提交的绩效自评资料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并对自

评材料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核，重点对《基础信息表》的填报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及

相应佐证材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并将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审核意见记录清楚，

为开展现场评价提供情况参考。

（三）现场核查评价：现场评价项目按照“金额优先”、“兼顾区域”以及“专

家指定”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金额优先是指原则上选取补助金额较大的项目作为现场

评价项目；兼顾区域是指尽可能从不同的区域选取项目作为现场评价项目；专家指定

则是评价组根据书面评审情况，提出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评价的项目。按照以上原则，

评价组抽取了29个项目，占已完工项目总数的15.03%，涉及资金5327.32万元，占项目

资金总额的10.65%。（详见下表2）

表 2 2015-2016 年广东省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项目省级补助资金

现场抽查情况

项目名称 资金（万元） 占总资金比例（%）

阳东县大八镇卫生院 158.1 0.316

阳东县塘坪镇卫生院 175.5 0.351

茂名市电白区旦场镇卫生院 418.91 0.838

电白县林头中心卫生院 198.69 0.397

信宜市新宝镇卫生院 424.78 0.850

信宜市丁堡镇卫生院 353.92 0.708

信宜市朱砂镇安莪卫生院 322.61 0.645

遂溪县黄略镇卫生院 164.1 0.328

遂溪县界炮镇卫生院 152.22 0.304



遂溪县洋青镇卫生院 191.05 0.382

遂溪县河头镇中心卫生院 184.95 0.370

廉江市良垌镇卫生院 351 0.702

廉江市石角镇卫生院 191.05 0.382

廉江市高桥镇卫生院 171.86 0.344

海丰县鹅埠镇卫生院 140.11 0.280

海丰县后门镇卫生院 129.47 0.259

陆丰市桥冲镇卫生院 102.81 0.206

陆河县水唇镇卫生院 181 0.362

五华县安流镇大都卫生院 162 0.324

五华县周江镇中兴卫生院 40 0.08

兴宁市坭陂镇卫生院 172 0.344

兴宁市新圩镇卫生院 136 0.272

龙川县廻龙镇卫生院 125.58 0.251

龙川县紫市镇卫生院 132 0.264

龙川县黄布镇卫生院 40.19 0.080

和平县阳明镇卫生院 86.8 0.173

翁源县龙仙镇卫生院 159.46 0.319

翁源县官渡镇卫生院 51.16 0.102

乳源县乳城镇卫生院 210 0.420

合计 5327.32 10.653

（四）综合分析评价。现场评价完毕，广东正诚公司结合书面初评和现场评价的

结果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分析，总结评价结论、归纳问题、分析原因、

提出对策，形成初步评价意见。

（五）评价报告征求意见。将初步评价结论反馈给省卫计委征求意见，并根据意

见对评价报告进行完善。

（六）出具评价报告。综合被评价单位的意见，形成正式评价报告，经法定代表

人签章后提交省财政厅。



附件 2

2015-2016 年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省级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得分

绩效影响

（50 分）

前期准备（20 分）

论证决策 7 6.46

目标设置 7 7

保障措施 6 5.86

资金管理（17 分）

资金到位率 5 3

资金支付率 4 1.2

资金支出合规性 8 7

项目管理（13 分）
实施程序 8 7.1

管理情况 5 5

绩效表现

（50 分）

经济性 （5分） 建设成本控制 5 4.83

效率性（10 分）

业务用房面积 3 2.9

每千服务人口床位数 2 1.17

实施进度 5 3.24

效果性

（30 分）

门诊增长数 10 6.83

住院人数增长率 10 6.38

平均每医生门诊人次

增长率
5 3.21

可持续发展 5 5

公平性 （5分）
职工满意度 2 2

患者满意度 3 2.93

合计 100 8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