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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 2023 年度）

项目名称：关于拨付 2023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

实施单位（公章）：乌鲁木齐友爱医院

主管部门（公章）：乌鲁木齐友爱医院

项目负责人（签章）：张馨太

填报时间：2024 年 0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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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该项目实施背景：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做

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

112 号）、《关于拨付 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19号）、《关于

乌鲁木齐市防控期间政府采购事宜的通知》（乌财购〔2020〕6

号）文件要求，迅速完成重症医疗资源扩容及提质增效工作，加

快推动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准备速度，一是确保综合ICU监护

单元可随时使用。医院要按照综合 ICU标准，加快完成综合 ICU

监护单元建设和升级改造，确保用于感染病毒的各类重症病治疗

的综合 ICU 床位数量不少于本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 4%。二是

迅速改造其他专科 ICU床位。设有专科ICU的医院要对专科重症

监护床位扩容改造。按照综合 ICU标准，对其供电、供氧系统进

行改造，配备呼吸机、监护仪等满足综合重症救治需要的监护与

治疗设备，确保需要时，随时可投入重症患者医疗救治。三是储

备一批“可转换 ICU床位”。医院应当选择适宜的独立院区、病

房楼，按照感染防控要求，对其内部病房进行改造，配备满足重

症救治设备使用所需的供氧和用电设施，以及呼吸支持、抢救和

监护等设备，确保需要时能够在24小时内转化为重症监护单元。

四是各专科病区设置一定数量重症患者救治床位。医院内各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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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病区相对独立区域设置缓冲病房，每个病区可设置 4间，其

中 2间配备必要的供氧和监护、治疗设备，升级改造成为4张重

症患者救治床位。

项目 2023年的主要实施内容：①确保综合ICU监护单元可随时

使用。医院要按照综合ICU标准，加快完成综合ICU监护单元建

设和升级改造，确保用于感染病毒的各类重症病治疗的综合 ICU

床位数量不少于本院实际开放床位总数的 4%。②储备一批“可

转换 ICU床位”。选择适宜的病房楼，按照感染防控要求，对其

内部病房进行改造，配备满足重症救治设备使用所需的供氧和用

电设施，以及呼吸支持、抢救和监护等设备，确保需要时能够在

24小时内转化为重症监护单元。

2023 年当年完成情况：①按照综合 ICU 标准，完成综合 ICU 监

护单元建设和升级改造，按照配置清单的要求为每张综合 ICU

床位配置电动病床、呼吸机，生命体征监护仪等医疗设备；配置

完成后我院实际用于感染病毒的各类重症病治疗的综合 ICU 床

位数量达到 12张。②选取我院急诊科，国际病区作为“可转换

ICU床位”科室，按照配置清单要求，配置一批含设备治疗带（配

备氧气、空气、负压吸引三种气体管路及照明装置）、呼吸机、

生命体征监护仪、精密注射泵、排痰机等医疗设备，确保需要时

能够在 24小时内转化为重症监护单元。

2.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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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经《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

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

19号）文件批准，项目系 2023 年自治区资金，共安排预算936.36

万元，于 2023年年中追加预算批复项目。

该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根据《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

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

19号）文件内容，拨付我院专项资金 936.36万元，资金来源为

财政拨款，该项目资金用于购置医疗设备，预算金额为 936.36

万元，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设备招标采购工作，设备已全部完成验

收。截至2023 年 12月资金执行数 655.6147 万元，资金执行率

为 70.02%。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

见》（中发〔2018〕34号）、《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本级部门预

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乌财预〔2018〕56号）、《关

于做好 2019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乌财预〔2018〕76号）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2020〕10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项目开展情况，按照“谁

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的原则和规定的方法、程序，科学合理

编制。绩效目标作为对预期指标的细化和量化描述，主要包括产

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按照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

理可行和相应匹配的要求，设定三级绩效目标（数量指标、质量

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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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反映财政资金在使用期所能达到的预期产出和效果。

该项目为当年一次性项目。

该项目总体绩效目标：该项目完成综合ICU监护单元建设和升级

改造，按照配置清单的要求为每张综合 ICU床位配置电动病床、

呼吸机，生命体征监护仪等救治所需的医疗设备，并完成安装验

收入库，在最短时间内投入使用，扩充重症医疗资源储备，有效

提升我院医疗救治能力，提升我院诊疗和应急处置能力。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完整性

首先，为更好地应对医疗救治工作，迅速扩充重症医疗资源，降

低重症率和病亡率，加快推动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准备速度，

加快完成综合 ICU监护单元建设和升级改造，确保需要时，随时

可投入重症患者医疗救治，我院对 ICU进行升级改造，配备满足

重症救治设备使用所需的供养和用电设施，以及呼吸支持、抢救

和监护等设备，该项目按照指向明确、细化量化、合理可行和相

应匹配的要求，设定三级绩效目标（数量指标六条、质量指标一

条、时效指标一条、成本指标六条、效益指标一条），可以准确、

清晰地反映该项目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其次，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印发做好医疗资源

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2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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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拨付 2023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

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19号）文件要求，依照《关

于乌鲁木齐市防控期间政府采购事宜的通知》（乌财购〔2020〕6

号）文件执行，为防控开辟“绿色通道”，一切从保障防控的需

要出发，我院成立防控采购小组，为重症医疗资源项目储备医疗

设备一批，并已验收入库。

最后，在确保采购时效的同时，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

采购质量，我单位加强对防控采购项目采购文件和凭据的管理，

装订入档，对设定三级绩效目标均可提供完整的数据评价，以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年度绩

效目标如期实现。

2.评价目的

本项工作旨在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文件精神，全面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落实预算执行及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具体而言包括以

下两点：（1）通过对项目设立的背景、意义、项目内容、项目现

状及绩效目标、资金投入、资金管理、组织实施、数量指标、质

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和效益指标等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

进一步了解关于拨付 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项目实施情况，并考察项目实施过

程和效果。（2）通过评价，客观公正反映项目立项科学性、项目

管理规范性、项目实施有效性和项目效果，总结项目实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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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完善项目

管理和相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3.评价对象

（1）绩效评价的对象：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项目

4.绩效评价范围

1.时间范围：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2.项目范围：关于拨付 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该项目为切实做好病毒感染防

控工作，我院通过购买重症医疗资源项目储备医疗设备一批，迅

速扩充重症医疗资源，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提升我院病毒感染

患者识别、病情评估和应急处置能力。该项目于 2023年 5月、8

月、12月开展绩效评价与监控的工作，主要是通过 ICU监护单

元的建设和升级改造，配备呼吸机、监护仪等满足综合重症救治

需要的监护与治疗设备，确保需要时，随时可投入重症患者医疗

救治。在项目执行过程方面和经费支出方面做到顶层设计优先，

项目统筹、规划科学合理，资金支付依法依规严格执行。本项目

资金拨付流程冗长，希望今后在类似项目中能优化资金拨付审批

流程。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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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原则

（一）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

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

（二）统筹兼顾。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

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

支出、谁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

展，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三）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

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

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四）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

会监督。

2.评价指标体系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考核工具，一般

遵循以下原则：

（1）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

能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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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性原则：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能反

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

以便于评价结果可以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

指标相结合，能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指标设计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

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本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如下表所示。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指标解释指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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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项目立项立项依据

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

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

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立项程序

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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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

效评估、集体决策。

绩效目标绩效目标

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决策 绩效目标绩效指标

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

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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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资金投入预算编制

科学性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

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资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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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

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过程 资金管理资金到位率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

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

预算执行率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

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

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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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资金管理资金使用

合规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组织实施管理制度

健全性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制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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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

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产出 产出数量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数量 项目实施的

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

目标的实现程度。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

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产出的产

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

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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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数量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数量

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数量

支气管镜采购数量

产出 产出质量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项目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

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

现程度。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实际达到既定

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设

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

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产出时效项目完成时效 项目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

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

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产出成本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成本 完成项目计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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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的成本节约程度。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一般

以项目预算为参考。

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成本

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成本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成本

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成本

支气管镜采购成本

效益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医院诊疗能力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

影响等。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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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满意度指标 使用科室人员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

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单位）、群

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3.评价方法

《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

10 号）文件指出部门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

较法、因素分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等。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性分

析的方法。

（2）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部

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3）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

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4）最低成本法。是指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本最小者

为优的方法。

（5）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

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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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杆管理法。是指以国内外同行业中较高的绩效水平为标

杆进行评判的方法。

（7）其他评价方法。

根据本项目（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的特点，本次评价主要采用比较法

和公众评判法，对项目总预算和明细预算的内容、标准、计划是

否经济合理进行深入分析，以考察实际产出和效益是否达到预期。

4.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用于

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

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

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

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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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本次评价依据以下文件为重要指导和

准绳：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号）

·《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本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乌财预〔2018〕56号）

·《关于做好2019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有关事宜的

通知》（乌财预〔2018〕76号）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

·《关于印发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

综发〔2022〕112号）

·《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

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19号）

·《关于乌鲁木齐市防控期间政府采购事宜的通知》（乌财购〔2020〕

6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小组根据项目绩效目标，查阅有关佐证资料，结合现场

抽样调查及延伸评价等方式开展此次评价，重点关注和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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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和绩效目标的匹配情况、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项目

实施和监督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立项、制度执行、质量达标、

完成时效等）以及项目产生的实际效益等。具体而言，通过前期

准备、材料审核分析、现场核查评价、综合分析评价及报告撰写，

评价项目实施情况，展现资金使用效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评价结论

结合项目特点，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

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及访谈等形式，对2023 年关于拨

付 2023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

备）的通知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总分为 98.5分，

绩效评级为“优”。

2023 年关于拨付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项目各部分权重和绩效分值如附表所示：

项目各部分权重和绩效分值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项目立项立项依据充分性 4 4 1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4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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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合理性 3 3 1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3 100%

资金投入预算编制科学性 3 3 1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3 3 100%

过程 资金管理资金到位率 5 5 100%

预算执行率 5 3.5 70.02%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3 100%

组织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1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 100%

产出 产出数量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数量 2 2 100%

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数量 2 2 100%

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数量 2 2 100%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数量 2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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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数量 1 1 100%

支气管镜采购数量1 1 100%

产出质量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 10 10 100%

产出时效项目完成时效 10 10 100%

产出成本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成本 2 2 100%

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成本 2 2 100%

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成本 2 2 100%

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成本 2 2 100%

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成本 1 1 100%

支气管镜采购成本1 1 100%

效益 项目效益提升医院诊疗能力10 10 100%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满意度指标 使用科室人员满意度

1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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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绩效

该项目资金区财政及时拨付，单位在此次评价期间内，有序完成

设定目标的工作任务，我院采购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 74项，

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31台，物理治疗康复类 2套，消毒灭菌

设备及器具类 2台，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 43台，支气管镜 1

套，按照综合 ICU标准，对其供电、供养系统进行改造，配备呼

吸机、监护仪等满足综合重症救治需要的监护与治疗设备。截至

2023 年 12月该批设备已全部验收，随时可投入重症患者医疗救

治中，提升我院重症医疗救治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算指标由 3个二级指标和 6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为

20分，实际得分20分。

1.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项目立项符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

于印发做好医疗资源准备工作方案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2022〕112号）、《关于拨付 2023 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19号）

文件要求，加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重症医疗资源储备，扩充重症

医疗资源，提升重症识别、应急处置和综合救治能力。同时，我

院该项目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此外，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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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

则。因此，立项依据充分，得 4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按照规定的医疗资源准备工作的方案通

知，按照综合ICU标准申请设立，根据《关于拨付 2023 年第二

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

财社〔2023〕19号），重症医疗资源项目储备采购医疗设备明细

单符合文件要求，故立项程序规范，得 4分。

综上，该指标满分 8分，得分 8分。

2.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本项目的绩效目标按照产出、效益和满意度构

建绩效评价指标，且具有明确性、可衡量性、可实现性、相关性

和时限性等特点，能较为全面地反映本项目的产出和效益，故绩

效目标合理性指标得分 3分。

绩效目标明确性：其中，目标已细化为具体的绩效指标：病房护

理及医院设备类，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物理治疗康复类，消

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支气管镜，采购

设备验收合格率，可通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和成本

指标予以量化，并具有确切的评价标准，且指标设定均与目标相

关。各项指标均能通过会计凭证档案收集到相关数据进行佐证，

并与当年项目年度计划相对应，故绩效目标明确性指标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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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综上，该指标满分 6分，得分 6分。

3.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按照市卫健委统一部署，为加快推进乌鲁木齐

友爱医院重症医疗资源项目储备工作，乌鲁木齐友爱医院组织院

内专家，对照综合 ICU、专科 ICU及可转化床位设备配置标准，

进行讨论，最终确定拟采购医疗设备、器械及设备改造预算。故

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得分 3分。

资金分配合理性：资金分配较为合理：根据关于拨付2023 年第

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

财社〔2023〕19 号）文件要求，本项目共确定电动病床等设备

153台（件）预算总额 936.36万元，其中 “病房护理及医院设

备类采购成本” 334.75 万元；“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成

本”187.54万元；“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成本”9.64 万元；“消

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成本”44.118 万元；“医用电子检测仪

器设备采购成本”171.06 万元；“支气管镜采购成本”103.6 万

元。实际中标金额850.704 万元。各分项设备预算编制也是根据

设备配置标准，涵盖急救类、呼吸类等各类医疗设备，既符合相

关配置要求，保障临床使用所需设备可以顺利采购。故资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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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指标得分 3分。

综上，该指标满分 6分，得分 6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指标由 2个二级指标和 5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为

20分，实际得分18.5 分。

1.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根据《关于拨付 2023年第二批防控补助资金（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医疗设备储备）的通知》（乌财社〔2023〕19号）

文件精神，拨付我院专项资金 936.36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拨

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设备招标采购工作，设备已完成验收。故

资金到位率指标得分 5分。

预算执行率：预算金额为 936.36 万元，截至2023 年 12月共计

支付 655.6147万元，共计 13个标项，其中：1.新疆永亮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支付 6.714万元。2.新疆康斯源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截至2023 年 12月支付 114.6223 万元。3.新疆

迈心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12月支付116.4228万元。

4.新疆迈心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支付 116.1

万元。5.四川仁睿杰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支付 43.2

万元。6.新疆 东方联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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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93.24 万元。7. 江西悦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支付 23.22万元。8. 新疆华巨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支付 18.9万元。9. 新疆康盛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支付 5.04 万元。10. 江西悦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截至 2023年 12月支付 38.07万元。11. 新疆华启为医养服务有

限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支付 30.5694万元。12. 新疆康盛达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12月支付 9.81万元。13. 新疆华

启为医养服务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支付 39.7063万元。该

项目资金执行率 70.02%，故预算执行率得分为3.5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本项目资金的使用符合国家《政府会计制度》

和《乌鲁木齐友爱医院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时，资金的拨

付有财政要求的六岗审批程序，需要提供付款的发票、发票查验、

合同、入库单、验收报告、培训记录等相关手续，符合项目预算

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故资金使用合规性得分为 3分。

综上，该指标满分 13分，得分 11.5分。

2.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乌鲁木齐友爱医院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并按照《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实施，且制度合法、合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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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重要保障。故管理制度健全性得分为 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根据评价小组核查情况，乌鲁木齐友爱医院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

完备，整体管理合理有序，项目完成后，及时将会计凭证、合同、

固定资产入库单、支付回单等相关资料装订归档，制度执行有效。

故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得分 4分。

综上，该指标满分 7分，得分 7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指标由 4个二级指标和 14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

为 40分，实际得分 40分。

1.产出数量

数量指标“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74项，

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完成采购74项。

数量指标“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31台，

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完成采购31台。

数量指标“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 2 套，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完成采购 2套。

数量指标“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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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完成采购2台。

数量指标“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43台，

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完成采购43台。

数量指标“支气管镜采购数量”的目标值是 1 套，2023 年度我

单位实际完成采购 1套。

实际完成率：100%，故实际完成率得分为 10分。

2.产出质量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目标值为 100%，2023 年 1月我院已完成

设备招标采购工作并签订合同，于 2023年 2月验收入库。

采购设备验收合格率得分为 10分。

3.产出时效

项目完成时效：目标值为 12月，截至2023 年 12月我院已采购

完成并验收入库，该批设备已投入使用中。

故项目完成时效得分为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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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出成本

经济成本指标“病房护理及医院设备类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334.75 万元，2023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 334.74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急救和生命支持设备类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187.54 万元，2023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 187.54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物理治疗康复类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9.64 万

元，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9.638 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消毒灭菌设备及器具类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44.12 万元，2023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 44.118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医用电子检测仪器设备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171.06 万元，2023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 171.06万元。

经济成本指标“支气管镜采购成本”的目标值是 103.6 万元，2023

年度我单位实际采购成本 103.6万元。

该项目经济成本指标实际完成率为 100%，得分为10分。

综上，该部分指标满分 40分，得分 40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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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指标由 2个二级指标和 2个三级指标构成，权重为

20分，实际得分20分。

1.项目效益

（1）实施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不适用。

社会效益指标：评价指标“提升医院诊疗能力”，指标值：有效

提升，实际完成值：完全达到预期。本项目的实施为切实做好医

疗设备储备工作，迅速扩充重症医疗资源，有效提升我院医疗救

治能力，提升我院诊疗和应急处置能力。

生态效益指标：不适用。

综上，该指标满分 10分，得分 10分。

2.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评价指标“使用科室人员满意度”，指标值：≥95%，

实际完成值：100%。通过设置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考评评价，共

计调查样本总量为 27个样本，有效调查问卷 27份。其中，统计

“是”的平均值为 100%。故满意度指标得分为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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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该指标满分 10分，得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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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执行过程方面

该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制度

优势，在接到任务时由医院党委总把关，相关业务科室及职能科

室科学论证，密切配合，稳步推进，所以此次设备采购工作才能

做到需求定位精准，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招采进展顺

利，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有工作。

2.经费支出方面

该项目经费支出严格执行年度经费支出计划，不得预算外开支，

实行财务事前监督，所有经费支出（含借款）必须履行申请、审

核、审批手续。专项业务工作项目支出，需由经办部门提出书面

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财务部门对支出指标进行审核，提

交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核，院领导审批后，提交用款计划，待审核

后提交支付申请，由主管部门、财政局审核后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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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设备要求采购后 10天内到货，但实际到货速度较慢，达

到 15—20天由于处于集中采购期，全国大部分医院都在集中办

理采购业务，导致呼吸机等设备交货期延迟。

2.部分设备款拨付缓慢，合同履约受到影响。建议今后类似项目

优化资金审批流程，尽快支付相关货款。

六、有关建议

1.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督和审批流程。要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进

行全程跟踪监督，督促项目实施部门加强管理，定期报告资金使

用情况和项目实施情况，增加项目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同时，优

化资金审批流程，加快资金审批进度。

2.建议充分评估前后医疗设备需求量，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明确相关科室在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的分工，建立项目申报、

招投标、实施、采购、验收、评价等一系列实施流程，并严格执

行。所有项目资金从分配到使用都要明确，做到资金、项目、文

号对应，归档备查，以明确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防止截留、挪

用现象的发生。

3.强化项目实施过程监督。为最大提高项目执行效率，需对已采

购医疗设备进行年度使用评价，定期统计医疗设备使用率，对使

用率偏低的部门进行督促，并纳入院级医疗设备管理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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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