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朝新远会审【2022】277 号

凌源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凌源市中心医院承担的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

升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保证该项目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是凌源市

中心医院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有关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凌源市财

政局文件凌财绩【2022】48 号《关于开展 2021 年度凌源市重点项目绩效

评价工作的通知》、凌发改【2020】36 号《凌源市 2020 年度卫生领域中

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建议方案的请示》、凌发改社会【2020】31 号《关于朝

阳市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等有关文件的规

定对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评价小组自 2022 年 8 月中旬开始实施确立评价指标及标准、收集基

础数据、分类整理数据、核实数据和综合分析等程序。我们按照《会计师

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会协 (2016)10 号）的要求计划和

实施评价工作，采用了抽查、审阅、计算、询问、观察、分析性复核等方

法。在评价过程中，我们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程

序，主要包括：获取并审查可行性研究报告、实施方案及批复、预算指标

文件、招投标文件、验收文件、资金拨付文件及进账凭证、资金支付凭证

及其他相关资料，抽查项目现场状况并进行满意度调查等。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

2、建设单位：凌源市中心医院

3、建设地点：凌源市中心医院院内（发热门诊楼 2、3、4层）

4、项目建设性质：改扩建

5、项目建设期：2020 年 8月至 2021 年 8月

6、建设内容及规模：

改造建筑面积 2100 平方米，包括原发热门诊楼第 2 层改造 700 平方

米，第 3 层、4层负压病房改造 1400 平方米；增设一部病床梯。

具体改造内容：

原发热门诊楼 2、3、4 层建筑内隔墙拆改、室内装饰、设备改造等；

（1）改造传染病房为负压病房 12间，配备标准化设备；

（2）改造发热门诊，配备标准化设备；

（3）改造除负压病房外区域，配备空气消毒机或紫外线消毒设备；

（4）购置医疗设备 53台套，包括负压救护车，移动 DR、心肺复苏机

等。

7、计划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 1100 万元，省财

力 100 万元，市县配套 300 万元。计划用于建设投资 666 万元，医疗设备

投资 834 万元。



（二）项目实际完成情况

1、项目实体完成情况：

（1）土建工程部分，发热门诊感染科病房改造和消防改造、负压病

房建设、内部装修装饰已经全部完工，改造面积 2100 平方米，验收合格，

已经投入使用。

（2）计划内设备购置部分，通过招标采购，现已全部到位，安装完

毕，通过院内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由于疫情原因增加方舱 ct 购建。为加快采购使用，未采取招投标方

式，采用院内申请、会议方式直接与供应方签订采购合同购买方舱 ct 设

备。

（3）车辆购置部分，采用招投标方式，购入负压救护车 2 辆，现已

投入使用。

（4）电梯安装部分，现在已经完工验收合格投入使用。

2、资金收付情况：

2020 年 8月 4 日，凌源市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下达 2020 年省本

级基本建设第二批投资计划的通知》凌发改社会【2020】37 号，并于 2021

年 1 月19日凌源市卫生健康局将省级财政资金100 万元拨付至凌源市中

心医院账户。2020 年 9月 5日，凌源市发展和改革局印发《关于下达 2020

年县级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凌发改社会

【2020】38 号，并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和 2021 年 2 月 7 日凌源市卫生

健康局分别将中央财政资金 650 万元和 450 万元，合计 1100 万元，拨付

至凌源市中心医院账户。



截止目前，凌源市中心医院账户共实际支出金额 1690.63 万元，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1100 万元，省级财政资金 100 万元，自筹资金 490.63 万元。

已经实际支付1487.41万元，203.22万元为未支付的项目工程款和质保金。

（三）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通过项目实施改善凌源市中心医院乃至凌源区域内疫情防控，疾病救

治环境大幅度改善，防控救治能力大幅度提升。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凌源市中心医院按照《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辽委发[2019]17 号）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

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的要求撰写绩效工程建设管

理报告。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接受委托后，我们成立了绩效评价小组，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对本次绩

效评价工作人员、时间与程序作出了安排。评价小组收集了与项目相关的

资料，实施了听取情况介绍、检查会计记录、收集核实信息与数据、现场

查看、综合分析等程序，并与项目单位沟通交流后，形成本绩效报告。

（一）绩效评价目的

按照公共财政管理要求，运用一定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采取科学、

规范的考评办法，对专项资金支出效益情况进行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

综合判断资金运营状况、风险程度和资金使用效益，为合理分配资金、优

化支出提供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按照科学可行的要求，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严格、客

观、公正地对“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组织实施及资金支出

进行评价。

2、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上述评价原则设计，分为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以

求严格、客观、公正地对“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进行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包含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绩效、项目效益四方面内

容，其中：项目决策部分涉及到项目立项、绩效目标及资金投入指标，项

目管理部分涉及资金管理、组织实施指标，项目绩效部分涉及到产出数量、

产出质量、产出时效及产出成本指标，项目效益部分涉及项目效益和满意

度指标， 四大指标内容一共细分为 23 个小项。(详见附表：项目绩效评

价指标评分表)

3、评价方法

该项目运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由评价小组成员共同进行评价打分。

根据得分情况划分评价等级，得分区间与评价等级的对照关系如下：①90

分（含）-100 分（含）为“优”；②80 分（含） -90 分为“良”；③

60 分（含）-80 分为“中”；④60 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文件的要求，于 2022 年 9月起中旬对“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

目”进行绩效评价。

2、组织实施

本项目评价小组由 1 名组长及 3 名组员组成，由组长对项目总把关。

首先完成对项目业务资料及财务资料的审查，然后进行现场勘查、公

众满意度调查等程序；其次，根据内外业资料及现场情况进行项目管理绩

效和结果绩效评分，打分完毕后进行汇总、计算。

3、分析评价

依据绩效目标责任、绩效分析总结等情况对项目进行整体分析评价打

分，确定是否存在重大偏差，并对差距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措施。

4、沟通确认

与项目建设单位进行沟通确认评价结果，并提醒项目建设单位关注存

在的问题，要求后期改进完善。

5、出具评价报告

项目评价小组签署评价意见，出具评价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1、项目立项情况分析

（1）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疫情

防控相关要求，项目根据凌源市中心医院管理职能范围实施，符合凌源市



卫生健康局的及凌源市中心医院部门职责，立项依据充分综合得分 3 分

（满分 3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前期由专业机构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编制实施方案，由凌源市发

展和改革局同凌源市卫生健康局向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呈报项目实

施计划的请示，并通过了朝阳市发展和改革局审批，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审批到位，综

合得分 2 分 （满分 2 分）。

2、绩效目标情况分析

（1）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绩效目标为：凌源市中心医院原发热门诊、传染病房省级改造并

配置必要的医疗设备，提升处置和服务能力。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

容相关，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综合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

凌源市中心医院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与目标

计划数相对应，绩效指标清晰、明确，综合得分 3 分（满分 3 分）。

3、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预算编制科学性

项目申报的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通过凌

源市发展和改革局的审批，项目预算投资 1500 万元，预算投资额进行科

学测算，预算投资额与工作任务匹配，综合得分 3 分（满分 3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



项目预算资金有概算做依据，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凌源市发展和改

革局《关于朝阳市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凌

发改社会[2020]31 号），审批资金额为 1500 万元，用于建设投资 666 万

元，医疗设备投资为 834 万元，并进行具体细化。分配依据充分，与实际

相适应，预算资金分配科学、合理，综合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

1、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率

项目批复中央财政资金投资额 15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 1100 万元，

省级财政投资 100 万元，建设单位自筹 30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487.41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100 万元，省级补助资金 100 万元，建设单位自筹

资金 287.41 资金到位率 99.16%。综合得分 1.98 分（满分 2 分）。

（2）预算执行率

项目实际使用资金 1690.63 万，根据指标评价标准，预算执行率 100%，

综合得分 3 分（满分 3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

项目资金拨付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但部分内容与项目预算批复的

用途不符，如原实施方案中没有购买 CT 方舱设备，由于疫情原因增加采

购，存在超范围使用资金情况。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3分（满分

5 分）。

2、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1）管理制度健全性



凌源市中心医院对项目进行了分工，财务制度健全，制度合理、合规、

完整，在朝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支行设置了专项存款账户、专款专用，

综合得分 2 分（满分 2 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实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项目招投标、合同、 竣工

验收表、现场施工照片、监督照片、验收照片等资料准确、齐全并及时归

档，大部分项目履行招投标程序，但存在 CT 方舱未进行招标、负压病房

未验收合格。综合得分 1分（满分 3 分）。

（三）项目绩效情况

1、产出数量情况分析

（1）发热门诊、负压病房改造

项目已建设完成改造传染病房为负压病房 12间，增加消防工程喷淋、

水灾、自动报警系统，与实施方案相符,综合得分 11分（满分 11 分）。

（2）购置医疗设备

项目已经完成医疗设备采购内容如下：

序号 仪器名称 计划数量 完成数量 差异

1 移动 DR 1 1

2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CRP 1 1

3 尿常规分析仪（沉渣+干化学） 1 1

4 显微镜 1 1

5 血凝仪 1 1

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800T/H） 1 1



7 纯水机 1 1

8 化学发光分析仪 1 1

9 离心机 1 1

10 UPS 电源及稳压器 1 1

11 操作台 1 1

12 生物安全柜 1 1

13 血气分析仪 1 1

14 呼吸机 12 9 3

15 多功能监护仪 12 12

16 除颤仪 4 1 3

17 移动空气消毒机 5 5

18 心肺复苏机 1 1

19 紫外线杀菌车 4 4

20 中央监护站 1 -1

21 注射泵 20 -20

22 方舱 CT 1 -1

合计 51 62 -9

项目总体按实施方案进行施工，计划购置 51台设备,实际购置 62台，

设备数量有所改变，综合得分 9分（满分 11分）。

（3）购置负压车辆



项目共购置负压救护车 2 辆,与实施方案相符,综合得分 1分（满分

1分）。

（4）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项目共为发热门诊采购及安装电梯一部,与实施方案相符,综合得分

1分（满分 1 分）。

2、产出质量情况分析

（1）公开招标

大部分项目履行招投标程序，但存在 CT方舱未进行招标情况，综合

得分 3 分（满分 4 分）。

（2）员工参与度

项目建设中相关科室沟通配合较好，员工积极参与，综合得分 4分（满

分 4分）。

（3）项目验收合格率

设备采购已经全部到位，安装完毕，大部分通过院内验收合格，但负

压病房不达标，未整体验收，综合得分 2 分（满分 4 分）。

（4）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大部分资产完好，已投入使用，综合得分 4 分（满分 4 分）。

3、产出时效情况分析

完成及时性

项目实施方案中建设期限为 2020 年 8月至 2021 年 8 月，计划内工程

实际开工于 2020 年 5月，完工于 2021 年 4月。但方舱 CT于 2021 年 9 月



购入并投入使用，负压病房未验收合格，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得分 3

分（满分 5 分）。

4、产出成本情况分析

项目实际成本 1690.63 万元，计划成本 1500 万元，超支金额 190.63

万元，无成本节约，综合得分 0 分（满分 5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1、项目实施效益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通过实施本项目，增加了负压病房、医疗检测等设备、负压救护车车

辆，购置方舱 CT，发热门诊安装床梯，大大改善凌源市中心医院乃至凌源

区域疫情防控、疾病救治环境大幅度改造，防控救治能力大幅度提升，更

好的服务于凌源及凌源区域内患者，项目建设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民群众

的关爱，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工程，是一个关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民生项

目，社会效益佳。综合得分 10 分（满分 10 分）。

2、项目满意度情况分析

该指标考核项目医院内部医护人员满意度情况。评价小组开展了问卷

调查，采取现场调查的方式进行，共发放了 20 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

卷 20 份。根据调查问卷回收结果，被调查者对该项目满意，调查对象的

综合满意度为 100%，根据指标评价体系，综合得分 10 分（满分 10 分）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凌源市中心医院防控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组织和管理执行了相关文件、

规范的要求。对项目中央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总体有效，基本实现了预期



目标，是一个关系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民生项目，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经评价小组综合评价分析，项目综合评价得分 82.98 分，评价等级为良。

（具体评价情况见附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六、主要问题及建议

1、方舱 CT 实行了紧急采购，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程序，

建议加强制度管理，统一执行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2、项目实施中审批制度执行不严格，部分设备购置有所变化，增加

一台方舱 CT购置 280 万元，未办理变更审批手续。建议项目发生变更时，

报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3、项目完成不及时，计划建设期限为 2020 年 8月-2021 年 8月，实

际完工于 2021 年 10 月 31 日。建议加强施工过程中的合同管理，在合同

中写进工期、进度、进度违约金等条款建立奖罚措施，避免工期拖延，以

使项目按计划及时完成。

4、资金使用超预算金额，项目批复的实施方案项目金额 1,500 万元，

实际项目共使用金额 1,690.63 万元，超出计划 190.63 万元。

5、验收工作不严谨。凌源市中心医院已经聘请监理方对该工程进行

验收，但验收过程中发现负压病房的负压值达不到医院的要求，导致整体

项目未验收，建议制定的相关项目质量管控制度，加强项目资产质量管理

和维护维修服务。

6、进一步加强医院预算管理、财务收支管理、资产管理、采购管理、合

同管理、基建管理，根据政策变动不断更新、完善医院财务制度和操作规

范；进一步规范医院采购行为，提升采购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确保医





凌源市中心医院救治能力提升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评价标准 得分

项目决策 15

项目立项 5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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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符合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1 分）

②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1

分） ③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1

分）

3

立项程序规范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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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1 分）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1 分）
2

绩效目标 5

绩效目标合理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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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1 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1分）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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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1 分)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1 分）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1分）

3

资金投入 5

预算编制科学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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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1 分）

②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2分）
3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

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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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

2

项目管理 15 资金管理 5

资金到位率 2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计划到位×100% 根据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占计划的比重计算得分 1.98

预算执行率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

金）×100%

预算执行率 90%以上（3分），预算执行率 75%-90%（2 分），

预算执行轨 60%-75%（1 分），预算执行率 60%以下（0

分）

3



5 资金使用合规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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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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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分）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2分）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1分）

3

组织实施 5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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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1分）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1 分）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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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1分）

②项目招投标、合同、 竣工验收表、现场施工、监督、

验收等资料是否准确、齐全并及时归档，程序是否合规（2

分）

1

项目绩效 50

产出数量 24

发热门诊、负压病房改造 11
各指标的分值按照中标通知书金额的占比

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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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改造传染病房为负压病房 12 间（8 分）

②完成喷淋、水灾、自动报警消防改造（3 分）
11

购置医疗设备 11 ①完成医疗设备购置数量 53 台（11 分） 9

购置负压车辆 1 完成购置负压车辆 2台（5 分） 1

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 1 完成 1台电梯设备采购及安装（5 分） 1

产出质量 16

公开招标 4 项目是否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是否经过公开招标（4 分） 2

员工参与度 4 项目是否与相关科室沟通配合、员工参与 项目建设中是否与相关科室沟通配合、员工参与（4分） 4

项目验收合格率 4 项目验收是否全部合格 项目是否全部验收，是否合格（4 分） 2

现场核查 4 现场核查资产是否完好 现场核查资产是否完好（4 分） 4

产出时效 5 完成及时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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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实施方案完成时间 2021 年 8 月前完成（5 分）；未在

要求时间内完成工程量，则根据工程个数扣减分数，每个

问题扣减 1分,直至该项分数扣减为 0

3

产出成本 5 成本节约率 5

完成项目计划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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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项目实际耗费成本在计划成本范围内，未超出预算（3分）；

项目采取了节约成本措施，并取得成效（2 分）
0



项目效益 20

项目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 项目实施对社会公众产生的效益
改善疫情防控、疾病救治环境大幅度改造，防控救治能力

大幅度提升，更好的服务患者
10

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项目预期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满意比例达到 85%以上得 10 分，

80%-85%（含 85%）得 6-9 分，70%-80%（含 80%）得 3-6

分，60%-70%（含 70%）得 1-3 分，低于 60% 不得分。

10

总分 100 100 100 82.98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2022-12-30T11:54:45+0800
	Sign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