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财政补助经费

市级主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800 800 100%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资金 800 800 10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落实政府投入责任，逐步建立财政补助稳定增长机制，
不断加大对公立医院人员基本工资及离退休人员费用等
投入。

已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补助在编职工 318人 318人

补助退休职工 105人 105人

质量指标 经费发放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时间 全年 全年

成本指标 工资补助 800万元 80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医务人员收入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可持续影响
指标

项目发挥影响时间 全年 全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助职工满意程度 ≥90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

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

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乡镇卫生院托管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50 150 100%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资金 150 150 10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进一步完善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示范区城乡医疗
一体化发展进程，由示范区医院全面托管全区乡镇卫生院
和社区服务中心，加强基层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力量。

已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托管卫生院数量 5个 5个

补助人员数量 50人 50人

质量指标 补助发放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时间 全年 全年

成本指标
人员工资绩效补助 140万元 140万元

下乡加班补助 10万元 1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卫生院医疗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城乡医疗一体化程度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卫生院职工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贷款贴息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34 234 100%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资金 234 234 10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针对示范区医院资金紧张，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示范区
财政将贴息支持医院自主融资发展。

已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贴息项目数量 3个 3个

利息总额 260万元 260万元

质量指标 贴息比例 90% 90%

时效指标 贴息支付时间 全年 全年

成本指标 平均贷款利率 基准利率 基准利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医疗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硬件环境 显著改善 显著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硬件设备使用年限 ≥1年 ≥1年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度
≥90 ≥90

群众满意度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药品零差价销售补偿

市级主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42 42 100%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资金 42 42 10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医院药品（不含中药饮片）实行零差
率销售，取消药品加成所减少的合理收入，按照医疗服务

价格调整补偿90%、同级财政补偿5%、医院加强成本核算
承担5%的比例分担。

已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药品加成收入 840万元 840万元

药品加成率 15% 15%

质量指标

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补偿比例 90% 90%

财政补偿比例 5% 5%

医院承担比例 5% 5%

时效指标 补偿发放时间 全年 全年

成本指标 药品零差价销售补偿 42万元 42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药价虚高问题 有效控制 有效控制

药品回扣问题 得到遏制 得到遏制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医疗卫生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健康发展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

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

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市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学科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市级主管部门 杨凌示范区卫生健康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350 0 0%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市县财政资金 350 0 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提高示范区医院医疗服务能力，与西安市中心医院、西
安市第四人民医院、西安市红会医院、西安市儿童医院
结成医联体，进一步加强医院学科建设。

未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医联体个数 4个 4个

年底拨款未使
用，结转下年
使用。

质量指标 补助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资金使用时间 全年 全年

成本指标 学科建设 350万元 0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医疗卫生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健康发展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省级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18年度）

专项（项目）名称 中医专项补助

省级主管部门 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实施单位 杨凌示范区医院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0 5.18 51.8%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 10 5.18 51.8%

       市县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省财政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下达2018年省级
中医药专项补助经费的通知》(陕财办社〔2018]51号)

文件，补助医院经费10万元，专项用于中医药服务能力
建设。

完成51.8%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国家中医药示范单位 1个 1个

加快项目实施
进度，保证按

期完成。

质量指标 项目合格率 ≥90 ≥90

时效指标 项目周期 1年 1年

成本指标 中医专项补助经费 10万元 5.18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中医服务能力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中医卫生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健康发

展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0

说明 无

注：1.其他资金包括和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2.定量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财政和主管部门汇总时，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

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3.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预期指

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完成比例。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18年度）

填报单位:杨凌示范区医院 自评得分：93分

（一）简要概述部门职能与职责。

1.负责辖区内人民群众的疾病医疗救治与护理服务工作，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
2.承担辖区医学教学工作，组织开展医学研究工作；
3.承担卫生医疗和护理人员培训及继续教育工作，提高医护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4.承担区内重大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保障和现场救治工作。

（二）简要概述部门支出情况，按活动内容分类。
全年总支出26267万元，支出较上年增长了8.5%，其中：人员费用支出10577万元，药品费支出7269万元，卫生
材料费支出4287万元，财务计提费用1343万元，日常运行费用2508万元。

（三）简要概述当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的重点工作。

1.巩固三级医院创建成果，提升内涵质量建设，推动创建三级甲等医院工作；
2.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落实医疗质量核心制度，强化质控建设，全年无重大医疗事故发生；

3.开展“医疗质量提升和医德医风教育”专项治理活动，完善院内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机制；
4.开展新一轮改善医疗服务专项行动，完成杨凌马拉松赛医疗保障工作；
5.完成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工作，完成杨凌自行车赛医疗保障工作；
6.做好农高会医疗保障工作。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公式和

数据获取方式
年初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分析与建

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预算完

成率
（10分
）

10

预算完成率=（预算

完成数/预算数）
×100%，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完成程度。
预算完成数：部门

（单位）本年度实际
完成的预算数。
预算数：财政部门批
复的本年度部门（单
位）预算数。

预算完成率＝100%的，得10分。

预算完成率≥95%的，得9分。
预算完成率在90%（含）和95%之
间，得8分。
预算完成率在85%（含）和90%之
间，得7分。

预算完成率在80%（含）和85%之
间，得6分。
预算完成率在70%（含）和80%之
间，得4分。
预算完成率＜70%的，得0分。

（1231.18/1226）
×100%=100.42%

1226 1231.18 10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公式和

数据获取方式
年初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分析与建

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预算调
整率

（5分
）

5

预算调整率=（预算
调整数/预算数）
×100%，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的调整程度。

预算调整数：部门
（单位）在本年度内
涉及预算的追加、追
减或结构调整的资金
总和（因落实国家政

策、发生不可抗力、
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
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
的调整除外）。
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
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
。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得5分。
预算调整率绝对值＞5%的，每增
加0.1个百分点扣0.1分，扣完为
止。

（360/1226）

*100%=29.36%
360 5.18 0

年底财政追加
预算360万元，

其中省级中医
专项补助资金
10万元，实际
支出5.18万
元；学科发展

资金350万元，
因拨款较晚未
使用，结转下
年度使用。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支出进
度率
（5分
）

5

支出进度率=（实际

支出/支出预算）
×100%，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执行的及时性和均
衡性程度。

半年支出进度＝部门
上半年实际支出/
（上年结余结转+本
年部门预算安排+上
半年执行中追加追
减）*100%。
前三季度支出进度＝

部门前三季度实际支
出/（上年结余结转+
本年部门预算安排+
前三季度执行中追加
追减）*100%。

半年进度：进度率≥45%，得

2分；进度率在40%（含）和45%之
间，得1分；进度率＜40%，得0分
。
前三季度进度：进度率≥75%，得
3分；进度率在60%（含）和75%之
间，得2分；进度率＜60%，得0分
。

支出进度率：
（1231.86/1586）

*100%=77.67%

半年支出进度：
1143/(80+1226+0)*
100%=87.52%

前三季度支出进
度：
1217/(80+1226+10)
*100%=92.48%

1586 1231.18 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公式和

数据获取方式
年初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分析与建

议

投
入

预算执
行（25

分）

预算编
制准确

率（5
分）

5

部门预算中除财政拨
款外的其他收入预算
与决算差异率。
预算编制准确率＝其
他收入决算数/其他

收入预算数×100%-
100%。

预算编制准确率≤20%，得5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在20%和40%

（含）之间，得3分。
预算编制准确率＞40%，得0分。

0 0 0 5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三公
经费”
控制率

（5分
）

5

“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实
际支出数/“三公经
费”预算安排数）
×100%，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对
“三公经费”的实际
控制程度。

三公经费控制率 ≤100%，得
5分，每增加0.1个百分点扣

0.5分，扣完为止。

0 0 0 5

资产管
理规范

性
（5分
）

5

部门（单位）资产管
理是否规范，用以反
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资产管理情况。
1.新增资产配置按预
算执行。
2.资产有偿使用、处
置按规定程序审批。

3.资产收益及时、足
额上缴财政。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扣2分,
扣完为止。

5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指标值计算公式和

数据获取方式
年初目标

值
实际完成

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
析与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分析与建

议

过

程

预算管
理（15
分）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5分
）

5

部门（单位）使用预
算资金是否符合相关
的预算财务管理制度
的规定，用以反映和
考核部门（单位）预

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
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
2.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3.重大项目开支经过
评估论证；
4.符合部门预算批复
的用途；

5.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
情况。

全部符合5分,有1项不符扣2分。 5

效

果

履职尽

责（60
分）

项目产
出

（40分
）

40

1.若为定性指标，根据“三档”
原则分别按照指标分值的100-80%

（含）、80-50%（含）、50-10%
来记分；
2.若为定量指标，完成值达到指
标值，记满分；未达到指标值，
按完成比率计分，正向指标（即
指标值为≥*）得分＝实际完成值
/年初目标值*该指标分值，反向

指标（即指标值为≤*）得分＝年
初目标值/实际完成值*该指标分
值。

40

项目效
益
（20分

）

20 20

备注：
1.“项目产出”和“项目效果”直接细化成部门年初绩效目标中的指标，并根据重要程度赋权。
2.“绩效指标分析”是指参考历史数据、行业标准及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等相关资料，从“是否与项目密切相关，指标值是否可获取，指标值设置是否合理”等角
度，从产出和效果类指标中找出需要改进的指标，并逐项提出次年的编制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