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 健康素养促进项目

预算金额 383.68万元

评价分值 88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全面推进场所健康促进，开展健康促进场所建设，完善医疗机构门诊
健康教育工作，推进健康教育咨询点标准化建设；
2、强化健康教育品牌活动影响力，市民健康素养提升明显。

存在问题

1、部分子项目间资金入账时未能严格区分，“纸质媒体宣传”资金使用
与预算内容不完全匹配；
2、不同特征人群的健康素养水平提高情况一般，健康干预工作针对性有
待加强；
3、健康素养促进培训未达到预期效果，满意度一般。

整改建议

1、严格按照项目类别进行会计处理，并根据预算内容使用资金；
2、建议采取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措施，锁定重点人群、重点健康问题开展
干预；
3、建议全年开展两次健康教育培训，制定区县健康教育分级培训制度，
提高培训的效果。

整改情况

1.严格按照项目的类别进行会计处理，并且和预算内容对比仔细审核使用
的明细；
2.针对妇女、儿童、老年人、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健康需求，开展符合其
特点的健康促进和教育工作；
3.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组织开展两次市级培训，并指
导区县定期组织开展分级培训，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热线（12320、12345）运行项目

预算金额 636.66万元

评价分值 88.5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确保项目正常运行，，2016年度上海“12320”
热线在全国的排名从年初第18名上升至第8名；截至2016年底，“12345”
卫生专线年度考核已连续三年优秀等次
2.重视网络化管理，保障话务处理及时高效；
3.注重知识库建设，逐步实现资源和信息的共建共享。

存在问题
1.预算执行率偏低，进度管理有待加强；
2.投诉数量略有所增加，话务员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

整改建议
1.建议加强进度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
2.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强化服务质量控制。

整改情况

1.细化预算执行时间安排，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预算执行率。2017年
度预算执行率明显提高；
2.进一步加强人员培训、咨询员队伍建设等，增强人员招聘和人员管理，
争取政策提高咨询员绩效，2017年度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市民满意度有所
提高。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数字化健康教育拓展

预算金额 297.3万元

评价分值 86.3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与新媒体平台合作，扩大宣传推广力度。
2、开展数字化健康教育信息监测工作，杜绝虚假信息的传播。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子项目存在跨年度执行超预算情况。
2、部分子项目未按计划完成，资金结算存在提前支付情况。
3、各子项目实施计划未明确时间节点，不利于控制实施进度。

整改建议
1、合理编制预算明细，细化预算明细依据。
2、调整项目中长期规划，完善合同条款中结算方式的约定。
3、完善实施计划及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提升传播拓展效果。

整改情况

1、本项目各子项目已经在实施计划之前，对各项预算进行细化，以保证预算执
行的准确性。同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预先做好月度、季度执行计划表。
2、2017年、2018年，中心积极推进社区健康教育专网布点，新增点数近千个，
同时对合作方提出了更多内容的服务项目。
3、借着市健康教育所与宣教中心合并的契机，数字化健康教育拓展项目，积极
整合两家单位原有的资源项目，新增了广播栏目、主流媒体电视栏目等多种传播
形式及渠道，增加了大量的健康资料库内容，大众卫生报的文字数字化转化工作
也基本完成。与上海电信互联网部签订了合作备忘录，进一步推进本项目成果的
传播效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科普基地科普宣传项目

预算金额 350万

评价分值 86.48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信息发布及时，传播渠道较为广泛，有力宣传科普知识；
2、实施宣传品等级分类制度，严格把控宣传品质量

存在问题
1.预算编制单价不够合理，实际完成数量与计划存在差异
2.采购管理流程不够严谨，比价记录未做留存
3.个别合同未能严格履行，宣传物品发放率较低

整改建议
1.建议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方式，加强项目进度管理
2.建议完善采购管理流程，规范项目管理
3.建议加强合同管理，完善项目监管制度

整改情况

1.对各类科普活动、讲座根据活动规模进行分类，对项目执行金额预估预
算单价，合理安排年度资金计划，进一步完善预算编制计划。
2.上海健促中心发布了《关于印发<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采购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的通知》（沪健促[2017]33号）明确采购管理要求及程序。
3.进一步完善合同管理，对合同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加强项目实施监
管力度。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主流媒体宣传

预算金额 277.5万元

评价分值 87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广播电视线上线下活动相结合，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
2、广播电视收听收视率增长，在同档节目中排名靠前

存在问题
1、临时增加项目实施内容，需求调研报告应用效果有待提高
2、期刊发放未留存签收记录，不利于监督项目实施质量
3、电视制作部人员缺失导致项目进度比计划稍有延后

整改建议
1、完善预算内容变更手续，提高需求调研统计报告标准
2、期刊发放留存签收记录，完善管理监督机制
3、电视制作部人员配置调整，打造全新《幸福延长线》栏目

整改情况

1、2017年根据新的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项目预算执行标准，项目预算构成、
资金使用申请都经过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议及中心OA流程会签，不随意更改
预算内容。根据需求展开前期调研行动，在2017年，已成熟的项目不再设立
前期调研环节。
2、2017年开始，原《健康上海之友》期刊与《健教通讯》期刊合并，合并后
按需求免费发放，通过邮局寄送的方式至相关单位。
3、2017年通过公开招投标，与上海教育电视台就电视栏目《幸福延长线》的
播出和制作达成了进一步深化的合作，部分选题的制作由中心及上海教育电
视台联合完成，初步解决了中心专业人员匮乏的局面。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4-2016年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绩效评价

预算金额  31,036.99万元

评价分值 75.04

评价结论 良好

存在问题

1. 预算编制不够合理 ，预算执行率较低;
2. 未严格执行项目督导机制，资金使用欠规范;
3. 项目负责人任务较重，项目沟通协调能力欠佳;
4. 未制定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

整改建议

1. 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 提高财政资金督导力度，及时发现项目运行中的偏差并及时纠正。
3. 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需花大量时间有可能耽误项目进展的流程作事前培训
。努力调动项目组人员的积极性。
4.制定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明确项目各阶段的目标及最终目标
。

整改情况

1.目前本市正在制定《上海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8-2035年）》，
以期成为引领本市中医药事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2.在新一轮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制定过程中，更加注重项目的延
续性，注重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
3.新一轮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立项前统一安排了专门的预
算编制培训，并需全部通过市财政评审中心安排的经费预算评审，以提高预
算编制的合理性。
4.新一轮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立项项目，将根据项目类别，安排
统一的专家论证，提高项目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主要绩效
1. 项目资金管理程序较科学，工作机制较严谨；
2. 该项目得到社会认可，满意度评价总体较高.



项目名称 健康促进与健康管理专项

预算金额 3996.40万元

评价分值 85.8

评价结论 良好

主要绩效

1、编写以体育健身为主题的健康知识读本，设计通俗易懂、实用有效的健康
支持性工具，向全市所有常住居民家庭免费发放，解决市民对健康知识需求
高涨与社会提供科学、正确知识不足的矛盾，为市民提供获取权威健康知识
的渠道，普及和推广相关健康理念，提高市民健康知识水平，学会相关健康
技能，最终提高市民的健康素养。
2、根据预算对应的各项任务基本已按计划有效开展，执行总体情况良好；项
目效益方面，2016年度的服务受理量、来转工单量、年度考核和满意度测评
等方面均得到了提升。

存在问题

1、项目预算编制与实际需求有一定偏差，反映工作量预测及预算编制数据不
够准确；
2、市民对2016年读本及健康工具正向评价呈下降趋势，长效管理中制度不健
全，长效宣传机制未确定。

整改建议
1、完善财政支出项目预算支出管理，建议健康工具包的发放更加多元化、人
性化；
2、加强宣传推广工作的长效管理制度建设，探索新宣传途径。

整改情况

1、在编制部门预算时，进一步加强前期调研工作，在实施计划之前，对各项
预算进行细化，以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性；
2、综合考虑读本和工具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读本中增加“有声阅读”、
“扫码阅读”等元素，市民通过扫描读本和工具中的“二维码”可以获得与
读本、工具内容相关的电子资料库。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