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项目名称：大埔县高陂中心卫生院迁建工程

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大埔县卫生健康局（公章）

填报人姓名：廖文静

联系电话：0753-5857818

填报日期：202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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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含土建装饰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消防工程、场

地道路工程、绿化、设备购置等。

选址位于高陂镇乌槎村（原大埔县彩瓷厂），按二级甲等医院

规模设计建设。设病床 200 张，总占地面积约 20582 平方米，建

筑物为全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为 39046.4 平方米，地上 4-9 层，

地下一层，建设内容包括门诊综合楼（急诊楼、医技楼、后勤保

障楼、公卫服务楼）、住院大楼、职工宿舍楼、连廊及附属建筑、

地下室、场地绿化及道路硬底化等。总投资约 1.998亿元（含设

备投资约 5 千万元）,计划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主体全面封顶，

2021 年 12 月 31 日竣工，2022 年进入采购设备、完善设施与二次

装修阶段，并于当年底投入使用。

（二）项目决策情况。

为加快我院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健康医疗水

平，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迁建高陂中心卫生院，将原彩瓷

厂（约 2 万平方米国有储备用地）更改为规划迁建高陂中心卫生

院用地，批复文件为埔府函[2017]68 号文。

（三）绩效目标。

通过实施本迁建工程，将大大提高我院的医疗条件，服务水

平，为当地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提高当地人民群



-3 -

众的生命年限，改善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同时加快我镇卫

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服务高陂镇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保障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提高我镇医疗卫生健康事业的硬件设施水平，改

善本地区的医疗条件，适时满足服务范围内人民日益增长的就医

需求。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本项目自评工作院长总把关，由分管领导负责组织，项目迁

建办为主落实，行政办公、财务协助完成。

三、绩效自评结论

本项目自评工作以实事求是、公正的态度，依据相关文稿、

数据、批复等资料开展，结果是客观、实际、准确的。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

项目建设规模适中、基本功能齐全，总体规划符合城市区域

发展规划的要求，功能定位准确。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已具备，

建设地交通便利，具有较好的建设条件，该项目设计方案在技术

上可行。无论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效益还是从当地自然条

件上来说，本项目的实施都是完全可行的，已编制可行性研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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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标设置。

依托大埔县委县政府把高陂镇发展走位为具有县城功能的中

心镇，并打造大埔交通中心、经济镇及陶瓷产业基地，且韩江高

陂水利枢纽工程陂寨移民安置地规划在高陂城区，按照到 2030

年 12 万常驻人口的目标规划，结合创建卫生强县的要求，综合考

虑城镇总体规划、卫生事业的发展前瞻，决定迁建高陂中心卫生

院，并打造成大埔县第二人民医院，按照二级甲等医院规模规划

设计，投资近 2 亿元，设病床 200张，以适应未来我镇 12 万常住

人口及辐射周边医疗救治水平。

（3）保障措施。

本项目建设是国家“十三五”规划和行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是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和创建保障社会的需要；是创建标准化，规

范诊疗流程的需要；是缩小城乡之间公共卫生服务差距的需要；

是承担应尽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实现办院宗旨的需要；是深化卫

生体制改革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卫生服务的需求。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年度申请资金已到位。

（2）资金分配。

资金分配合理，按工程内相关项目分配。

（二）管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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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本项目建设资金全部由县财政配套、统筹按申请审批支付。

年度支付率 100%。

（2）支出规范性。

事项支出合理，规范执行会计核算制度。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

项目招投标、建设、验收等或方案实施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

定。

（2）管理情况。

本项目建设在工程项目部设立迁建办公室，执行县委县政府、

主管局及上级相关部门就工程建设下达的相关政策、法规、要求、

目标、任务。落实日常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问题，

稳步推进工程建设。以建设市级优秀工程为目标，与监理、施工

单位共建文明、安全工地。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从预算、成本控制分析，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项目实

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

2.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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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内建设计划完成工程进度60%，实际完成工程进度50%。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从以下方面分析。经济效益：降低医疗费用、节省患病社会

成员医疗成本费用支出等；社会效益：方便人民群众就医、降低

患病率等，并提供洁净、优美的就诊环境；生态效益：医疗废物、

废水、生活污水处理达 100%；可持续发展：提升基本医疗服务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并长足增长。

2.公平性。

本项目的实施建设，能够全面提升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基层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推进

医疗均等化的发展，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健

康权利。为患者提供安全、舒适、洁净、优美的就医环境，更好

地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力争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100%。

五、主要绩效。

本项目的实施以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家基本医疗

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为主的公用、公益设施建设。服务

我镇及周边地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适时满足范围内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将大大地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

展，对区域社会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社会

和谐、稳定，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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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问题。

1、迁建项目总投资约 1.98 亿元，没有其他的配套建设资金，

全部由县级财政统筹，增加了财政资金支付压力和较大的缺口资

金。

2、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申请专项债券资金需求，资金未到

位。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1、继续做好甲供材料（设备）政府采购公开招投标等相关工

作。

2、及时向主管局汇报工程建设情况，争取建设资金，度过目

前的困难和解决后续所需建设资金问题。

3、积极与施工单位沟通、协调，共同克服目前困难，加大施

工力量等投入；积极协调好甲供设备施工单位进场安装事宜，稳

步推进工程建设，确保工程顺利、尽快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