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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公共卫生事务管理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我中心认真组织开展了疫病防控项

目的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专项资金情况。

为保障省疾控中心 BSL-3 实验室运行正常，满足全省各种

突发和新发传染病实验室检测工作，完成全省人口死亡登记工作

以及开展全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指导管理工作，2021

年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批复 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

（粤卫财务函〔2021〕6号），安排我中心 2021年公共卫生管理

项目资金为 276.21万元，资金分配情况详见表 1：
表 1 2021年度公共卫生管理项目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明细 省级资金

合 计 276.21
1 BSL-3实验室运行保障项目 56.21
2 全省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项目 100.00
3 省基公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专项 120.00



2

（二）绩效目标。

保障省疾控中心 BSL-3实验室运行正常，满足全省各种突

发和新发传染病实验室检测工作；完成全省人口死亡证的印刷、

人口死亡数据的录入、质控人员审核培训、数据质控和年报分析；

完成对 21个地市的年度项目绩效评价、项目培训和基本公卫服

务项目职业技能竞赛。具体指标见表 2。
表 2 公共卫生管理项目绩效指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 >80%
年度绩效评价地市覆盖率 100%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人数 249

质量指标
实验室资质认证通过率 100%
新发传染病病原学检测准确率 100%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分数。

依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

评工作的通知》，确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和要求，我中心从投入、过程、产出和效益 4个维度对专项资金

的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经综合评审，2021 年度公共卫

生管理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自评得分为 99.8分，绩效等级为“优”。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该项目 2021年度预算金额 276.21万元。截至 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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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评价期，省财政资金 276.21万元全部到位，到位率为 100%，

实际按进度支出 271.70万元，结余 4.51万元，财政项目资金支

出率为 98.37%。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数量指标。

指标1 死因监测规范报告率。截至2021年底，全省28个国家

死因监测点，死因规范报告的监测点24个，死因规范报告率

85.71%，完成>80%的目标要求。

指标 2 年度绩效评价地市覆盖率。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对全省 21个地市 2021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实施情况组织开展了绩效评价，覆盖率达 100%，完成

了评价结果汇总、分析并将评价结果以《关于报送 2021年度广

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情况的函》（粤基本公

卫服务办〔2022〕6号）的形式报送省卫生健康委。该项工作系

统评价了各地市 2021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

为 2022年项目绩效资金分配提供了依据。

指标 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培训人数。广东省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于 2021年 9月 28—29日在深圳市举办

2021 年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参加培

训人员包括全省各地级市卫生健康局（委）分管领导、基层科（处）

长和项目办负责人、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分管局长及广东

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专家，共计 249人。该培训面向全省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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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项目管理人员，既对现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政策进行了解读，

又为今后基本公共卫生工作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通过各位领导、

专家的精彩授课，达到了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工作重点、增进学

习交流、提升管理水平的目的。

（2）质量指标。

指标 4 实验室活动资质认证通过率。2021 年省疾控中心

BSL-3实验室先后 3次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CNAS组织的现场

评估、认证和考核，均通过了考核评审。BSL-3 实验室 CNAS

监督评审和实验室活动资质认证通过率 100%。

指标 5 新发传染病病原学检测准确率。2021年，共开展新

冠病毒等病原体分离鉴定等实验活动 634次，新发传染病病原学

检测准确率 100%。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该专项经费充分保障了业务会议或培训费用、试剂耗材购置

费、设备购置费、维修（护）费、印刷费、水电邮寄等费用、劳

务费、督导调研等差旅费、专业服务委托业务费等方向开支。其

中：业务会议或培训费、督导调研等差旅费和劳务费为全省人口

死亡登记工作、基本公卫服务项目工作等提供了有力支持；试剂

耗材购置费、维修（护）费、设备购置、水电邮寄等费用维持了

省疾控中心专业实验室的运行正常，为全省公共卫生疾控工作提

供了有力保障；印刷费用于死亡证印刷，使全省人口死亡登记工

作得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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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SL-3实验室运行保障项目。

项目经费维持了省疾控中心 BSL-3 实验室的正常运行，为

广东省政府专业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提高了我省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能力；提供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诊断试剂、预防用

疫苗和治疗性抗体的研究开发，以及开展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引

起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掌握其发生发展和

流行规律，提高专业机构防控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能力；避免生

物安全事故的发生，有效防御生物恐怖事件，避免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引起的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不

良影响。

（2）全省人口死亡信息登记管理项目。

建立 2021 年全省人口死亡原因信息数据库，并供全员人口

系统和全省政府信息数据共享利用，用于全省相关部门开展人口

死亡社会管理；规范人口死亡证明书签发、登记和报告管理，用

于评估全省人群健康状况相关指标，如：期望寿命、四类慢病过

早死亡概率和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伤害等不同病种死因

顺位等反映居民健康的相关评价指标。

（3）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办公室专项经费。

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公室通过远程评价结

合现场评价的方式完成全省 21个地市 2021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并通过智能外呼语音系统开展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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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知晓率、满意度调查，撰写并上报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举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人员培训班，

培训各级管理人员共计 249人；组织编写《广东省居民健康档案

规范填写参考指南》，为各地规范记录项目服务工作内容提供参

考；编制并印发四期《基公简报》，促进各地项目工作的经验交

流；承办首届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复赛、决赛，

组织专家编制竞赛题库，负责竞赛现场组织实施与医疗保障，来

自全省各地级以上市的 21 支代表队、105名基层卫生选手参与

省级复赛，达到全面煅练队伍、提升技能、增进交流和展现基层

卫生工作者风采的目的。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各地信息化建设比较滞后，如：某些地市未能进行多部门数

据比对补漏、对年报相关指标进行校准等统计分析问题。为提高

死亡报告的完整性，各地呼吁建立满足多源查漏比对、多样统计

分析等需求的系统或工具；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平台功

能欠完善，采集数据欠准确，且与计免、妇幼等专线业务系统未

实现互联互通，无法进行业务协同和数据信息交换，不利于项目

管理人员全面、高效地开展项目监测、评价工作。

三、改进意见

进一步推进业务信息化系统建设。重视加强全省基本公卫服

务项目、“广东省死亡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二期建设等信息化

建设，提高我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管理和服务效率。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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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死亡医学证明管理信息系统”已实现死亡证线上签发、打

印出证和电子证照管理模式，运行稳定，下一步将进行二期建设，

持续功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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