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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关于开展 2020年度妇幼保健

机构能力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委认真组织开

展 2020 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原 12类）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提升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服务与保障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下发《关于印发 2020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

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0〕

641号），实施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提升项目。根据《财政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0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

人才培训、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

〔2020〕74号），广东省项目资金 3600万元，支持全省 18家县

级妇幼保健机构提升服务能力。针对区域内妇女儿童主要健康问

题和危急重症救治需求，结合自身发展和实际需求，着力加强妇

幼保健、产科、新生儿科等重点科室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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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省财政厅于 2020年 8月下达《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0

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的通知》（粤财社〔2020〕187号）。安排汕头市潮南区妇幼保健

院等 18家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每家 200万元，共计 3600万元，资

金到位率 100%。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资金实际执行数 2110.19

万元，执行率为 58.62%。各项目单位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均达到

90%以上，辖区住院分娩率全部达到 99.5%以上。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管理情况。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广东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广

东省 2020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卫职健函〔2020〕9号），对各地提出

明确要求。

一是提高认识，明确目标导向。重点围绕“健康中国”“健康广

东”建设的总体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需

求。要求各地区、各单位以项目建设为契机，努力提高妇幼保健

机构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危急重症救治水平，为患者提供优质高

效、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二是严肃纪律，加强资金管理。要求各项目单位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加强项目资金管理，做到专账管理、专项

核算、专款专用，严禁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任何单位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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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滞留或挪用项目资金。对工作中弄虚作假、管

理混乱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鼓励地方扩大项目实施范围，

加大项目支持力度，提升项目实施效果。

三是压实责任，稳妥推进工作。要求各项目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为项目第一责任人，负责项目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实施工作，根

据单位实际情况制订具体建设方案，确保项目目标如期实现。对

项目的组织、进度、实施过程、效果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定期考

核，协调解决项目进展中的问题。对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建设任

务的项目单位，将在全省范围内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项目

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是重点医疗设备配备。项目单位按照填平补齐的要求，配

备妇幼保健、产科、新生儿科基本设备，如彩色超声诊断仪、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心电监护仪、宫腔镜等医疗设备，提高妇幼保

健、产科、新生儿科基本服务能力。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

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院感防控能力建设，配备体温

筛查检测、核酸提取仪等设备，提高哨点监测能力。

二是专科人才队伍建设。通过接受远程教学、远程会诊、远

程指导，邀请上级专家蹲点、派出骨干医师进修、参加适宜技术

培训等多种形式，重点加强妇幼保健、产科、新生儿科及相关科

室人才队伍建设。

三是“云上妇幼”服务能力建设。加强远程医疗硬件配备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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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建设，建立与上级医疗机构连接的远程医疗信息系统和工

作机制，共同探索建立“云上妇幼”会诊急救平台，充分利用远程

教学、远程会诊、远程指导等信息化手段，引导妇产科、儿科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省级部署开展自评工作。要求各地各项目单位进行自评，撰

写自评报告，并填写项目单位基础数据表。

四、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产出分析。

各项目单位针对区域内妇女儿童主要健康问题和危急重症

救治需求，结合自身发展和实际需求，合理安排项目资金，配齐

重点医疗设备、加强专科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

疫情防控能力，全面实现绩效目标。

（二）有效性分析。

重点医疗设备购置使用后，对孕产妇、新生儿诊疗、救治等

服务提供了更安全有效便捷的保障。辖区住院分娩保持在较高水

平。

（三）社会性分析。

通过实施 2020 年度妇幼保健机构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

项目，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远程会诊急救平台，发挥远程资源

优势，指导基层提升服务能力。医务人员进修培训，理论水平和

专业技能不断提高，给群众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服务，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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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高，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可持续发展

具有积极影响。

五、结论

（一）主要指标情况及结论。

数量指标：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覆盖机构 18 家，任

务完成率 100%。

质量指标：2020年度，18家机构辖区内活产数 175638人，

其中孕产妇系统管理 165503人，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 94.23%。

社会效益指标：2020年度，18家机构辖区内活产数 175638

人，其中取得助产技术资质的机构分娩的活产数 175557人，辖区

住院分娩率达 99.95%。

可持续影响指标：项目县区妇幼保健机构孕产妇系统管理能

力获得较大提升。

满意度指标：项目县区服务对象及妇幼保健机构人员满意度

情况优良。

项目县区妇幼保健机构孕产妇系统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全面

实现绩效目标要求。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指导。根据国家文件精神，我委联合省

财政厅印发项目实施方案。二是有效选择项目单位，保障项目落

地生效。围绕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在我省欠发达地区遴选一

批业务工作基础较好、同时承担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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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职责的县区级妇幼保健机构。三是以目标为导向，项目内容针

对性强。加强“云上妇幼”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和重点医疗设

备配备，重点提升妇幼保健、产科、新生儿科服务及救治能力，

切实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四是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高机

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各地以项目建设为契机，努力提高妇幼

保健机构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危急重症救治水平，为患者提供优

质高效、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

一是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部分县区财政以财政困难为由，

项目资金拨付使用单位较迟，或分次分批拨付，影响项目资金支

出进度。医务人员进修培训时间跨度较长，培训资金分时段支出，

进度较慢。建设工程依照合同分期付款，完工后支付尾款，影响

资金执行率。二是预算绩效管理有待加强。部分项目单位未按照

要求撰写绩效自评报告及提交佐证材料，基础信息表存在逻辑错

误等。

（四）工作建议。

一是建议国家加大对基层财政拨付进度的监督力度，简化拨

付程序，更好保障项目单位的资金使用。二是建议国家加大对地

市级妇幼保健机构投入。近年来，各级政府主要对县级机构进行

投入，而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级妇幼保健院，因市级财政能力有限，

事业发展经费难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