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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

卫生应急类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关于请报送 2020年

度中央对地方卫生健康转移支付项目绩效报告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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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应

急类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为提升各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2020年 8月《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关于下达 2020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

系建设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99号），支持国家

（广东）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队伍（以下简称“国家卫

生应急队伍”）能力提升。2020年 6月，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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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

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74号），中央财政积极支持各

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财政部_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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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0〕
5号），加强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

（二）项目绩效目标情况。省财政厅在 2020年 7月、8月

分别下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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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0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

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

〔2020〕163号）。根据有关要求，将相关专项资金安排给广东

省疾控中心、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以提

升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

救治体系建设。其中安排给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2020年医疗卫

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200万元，2020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中央补助资金 219.67万元。目标

着力提升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能力，落实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更新设

备在演练、培训中的使用率 100%。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

事件能力和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可持续发展能力均较去年提升。安

排给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用于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项目建设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现场处置能力提升”和“国家卫生应急队伍

能力提升”）金额分别为 300万元和 2219.66万元，共 2519.66
万元。安排广东省疾控中心 300万元用于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

控队项目建设以及 2219.67万元用于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能力提

升项目，共 2519.67万元。在 2020年第二批、第三批中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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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安排我省共 270万，以上三家单位

分别各安排 90万（第二批 45万、第三批 45万）用于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运维保障。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我委严格执行省财政厅文件的预算安排要求，项目经费由零

余额账户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专项核算，资金支付实行国库集

中支付和授权支付相结合，会计核算规范、资料完整，自查没有

发现截留挪用行为。

三、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情况

2020年中央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疾

控项目于 2020年 8月下达我省 4,659万元，下达 2020年医

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

建设）补助资金 800万元，两个专项资金合计 5,459万元。省

财政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率为 100%。预算支出执行率为 100%。

2020年第二批、第三批中央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于

2020年下达我省 270万，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支出执行率

100%。

四、项目复核开展情况

项目复核结果如实，项目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达预期目

标。

五、项目目标实现情况分析

（一）产出分析。产出分析划分为三个模块，分别为省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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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产出分析、省第二人民医院产出分析、省职业病防治院产出

分析。

省疾控中心产出分析：

1.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及金额。

（1）置换了 3辆专业作业平台，分别是移动生物安全三级

实验室牵引车、消杀车和理化车，金额约为 313.48万；

（2）置换了 4辆保障平台，分别是宿营车、炊事车、电力

车和净水供水车，金额约为 573.90万；

（3）新购了 1辆移动指挥会商平台，金额约为 289.00万；

（4）新购了一批现场流行病学调查设备，包括执法记录仪、

桌面式采集站、摄像和音频设备等，金额约为 59.50万；

（5）新购了一批病原微生物检测设备，包括 96通道荧光定

量 PCR仪器、方舱实验室等，金额约为 525.39万；

（6）新购了一批理化应急检测设备，包括气相色谱-离子迁

移谱联用仪、车载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金额约为 369.18
万；

（7）补充一批队伍单兵携行装备，金额约为 48.11万；

（8）开展了全省各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卫生应急队伍规

范化培训和队伍骨干带班培训，金额约为 41.11万。

2.采购病原微生物检测设备使用及能力提升情况。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心制定了《新冠病毒公共检测实验

室建设方案》并筹建公共检测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 1万份/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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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样本检测能力。利用该项目购置的一批病原微生物检测设备

为筹建的公共检测实验室提供了硬件支持和保障。2021年 5月

广州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共检测实验室承担了国家工作组在广

东大厦驻地的人员以及环境样本的保障检测任务，以及本次疫情

番禺隔离酒店的人员、环境的检测工作，并圆满及时完成其他各

项临时检测任务。移动方舱实验室是应对疫情快速响应的硬核武

器，中心要求移动方舱实验室在紧急情况下 2小时内出动，可以

快速奔赴现场，具备了在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时较短时间内完成

人群核酸检测的能力。2021年 6月东莞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中心启动应急响应，出动项目采购的移动方舱实验室开赴现场协

助开展病毒溯源和人群核酸筛查，共计检测样本 15万余份。

3.采购卫化所理化检测设备使用及能力提升情况。

项目购买的理化检测设备可以用于检测地表水和环境空气

中的挥化性有机物、检测地表水和环境空气中的金属及类金属元

素、环境日常监测等，新购设备的检测范围较老旧设备有了很大

扩充，并且可以车载和便携到现场，无需样品前处理，大大提高

现场检测效率。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设备已经安装在南雄几大水

厂用于水质监测，极大的保障了当地饮用水的安全。购买的公共

场所在线环境质量监测设备放置在广州亚洲国际酒店的公共部

位，实时监测室内空气卫生质量相关指标，采集的一手数据可供

室内空气质量进行分析预警和后期科学研究使用。

4.应急队伍规范化培训及能力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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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通过现场会议和远程视频方式对应急队队员及各地市

疾控中心流调技术队员进行培训。对国家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应急

预案》和我省印发的《广东省新冠肺炎本地疫情应急处置方案（试

行）》等文件进行解读，分享我省在 2020年汕尾、深圳发生的

本地疫情应急处置情况和大数据应用在疫情防控发挥作用等主题

的实战经验；2020年 11月主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大规模人群

核酸检测采样演练，历时 3天。通过演练模拟疫情发生后大规模

人群核酸采样检测的场景，加强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储

备。

5.做好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先后针对第 7版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方案组织开展 7次培训，累计 4天。开展桌面推演 1
次，综合演练 3次。根据队员随时出动省内外或国外处置疫情和

进行防控经验交流的要求，及时补充运载投送 30人 2周基本生

活物资。

省第二人民医院产出分析：

1.专项资金使用范围及金额。

制定《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能力提升”项
目建设方案》，明确技术需求，经医院物资采购科审核，交广州国

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招标，由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

司中标建设，合同金额 2488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新定制手术车、

医技保障车、药品药械车、净水储水车、电源车、物资运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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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营车、P2+移动检测车、通信指挥车、炊事挂车等应急救援专

用车辆 10台，帐篷单元系统、队员服装及个人携行装备一批，

以及野外供电、维修箱组模块和野外救援指挥调度平台一套。本

项目结余 31.66万元，拟用于上述车辆上牌时的购置税支出。

2.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能力提升情况。为提升国家卫生应急队

伍应对突发事件能力，购置箱组模块一套 1914500元，指挥调

度平台一套 1120600元。组织队伍前往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

有限公司进行学习培训，学习箱组模块、指挥平台使用等内容。

组织、参与、承办的演练共 4次，为期 4天。2020年 10月参

加广东省应对省外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历时 2
天。疫情期间做好队伍保障，通过高铁、应急物资耗材等投送到

武汉，保障移动帐篷医院和车载移动医院，全体队伍自我保障 14
天。

省职业病防治院产出分析：

1.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能力提升 1支：我院现有国家移动核辐

射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心 1支，该笔经费全部投入到该项目的设

备更新和试剂耗材的补充中。目前已完成卫生应急队伍的设备更

新。该项目主要更新和补充的设备和耗材有：现场应急救援处置

系统及设备、自动增压泵、培训训练模型等应急用物资一批、去

污洗消设备维修升级改造、核辐射事件卫生应急指挥平台建设项

目、应急队员保险等。

2.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更新设备在演练、培训中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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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020年国家移动核辐射事件卫生应急处置中心开展了

一系列应急能力提升工作，包括：组织线上线下培训、后勤保障

专项训练、户外技能等培训、专项演练等 10次，对应急队伍的

设备进行了盘点，对已损坏的设备进行了更新，试剂耗材进行了

补充。2020年更新的新设备均已在应急培训和演练中使用。

（二）有效性分析。预计顺利完成应急救援能力提升（主要

体现在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装备更新、应急救援车辆的升级换代、

队伍设备运维保障等）、应急队伍规范化培训及能力提升等任务，

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实

现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救治能力提升。

（三）社会性分析。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应急队伍信息化

水平和现场处置能力均有了较大提高，相关装备设备特别是应急

车辆已经多次应用在了在新冠疫情防控实战中，受到了应急队员

的好评。净水储水车、电源车、物资运输车、宿营车、炊事挂车、

服装及个人携行装备、帐篷单元系统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应急任务及演练中应急队员住宿环境舒适性、野外生活安全性等；

通信指挥车、指挥调度平台升级保障了应急任务中信息交换的通

畅。

进一步提高了应急队伍有序有效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能力，

有助于应急队伍更好守牢公共卫生防线，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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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指标情况及结论。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国家卫生应急队伍更新设备在演练、

培训中的使用率达 100%；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应对突发事件

能力较上年增强；

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可持续发展

能力较上年增强。

对标绩效评价的内容和要求，自评该专项补助资金执行率为

100%，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可持续影响指标均达到绩效

目标要求，分数为100分。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

省疾控中心应急队通过用理论培训、沙盘推演、新冠肺炎疫

情处置等任务活动，锤炼了应急队的快速反应能力，通过实战又

积累了关键的经验，一大批年轻应急队员通过实战任务牵引成长

了起来，能力经验日臻成熟。组织开展的以防疫情反弹为主题的

各种应急演练，既梳理完善了各种应急预案，又强化了队伍能力，

全面提升了应急队的疫情应急处置能力。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

由于受到现有体制和人员编制的限制，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目

前采取的分散式管理不利于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的战时指挥和统

一调度，整合性建设程度不足。

（四）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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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建设“实体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体系。在继续完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规范化建

设的基础上，按照“建制化、单元化、模块化”的思路，探索分类

建设传染病防控、病原微生物检测、理化检测、消毒与感染控制、

病媒生物控制、食品与饮水卫生等专业应急处置“先遣队”，持续

推动队伍“建、管、养、用”，打造平战结合、专业化、复合型、

高水平卫生应急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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