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因公出国（境）项目 主管部门 省属医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122年

实施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加强对医院人才的培养，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理念，以及加强医院间的国际交流合作。

实施可行性 随着疫情的放开，对外交流合作已逐步恢复，各类出国项目已正常申报。

项目实施内容 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江苏省卫生支撑交流计划等出国交流项目及院内自主出国计划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3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3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因公出国（境）项目 15 30

中长期目标 每年15名以上人员外出研修，至少5名高级专家来院交流

年度目标 每年15名以上人员外出研修，至少5名高级专家来院交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预算执行率 ＝5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出国进修人数 ≥2人 ≥5人

国际会议参加人数 ≥1人 ≥2人

质量指标 项目经费支出合规性 ≥100% ≥100%

时效指标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100%

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控制情况 ≤5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单位学科技术水平的提升程度 显著 显著

可持续影响 对单位学科建设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显著 显著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专用设备购置费 主管部门 省属医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3年 完成时间 2121年

实施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保证医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安全有效开展。

实施可行性

项目为医院常年安排项目，项目立项依据有《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全面预算管理制度》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装备购置论证及决策制度》、《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

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办法，项目经过医院充分论证，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条件。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按财政批复具体文件为依据，按照医院招标采购相关管理规定由医院医学工程处

、招标处共同组织实施专用设备的购置工作。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8398.73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8398.73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专用设备购置费 4199.36 8398.73

中长期目标
按医院十四五规划设置目标，保证医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安全

有效开展。

年度目标
按医院十四五规划设置目标，保证医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等各项医疗服务活动安全

有效开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5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备采购数量 ≥150个 ≥370个

质量指标
设备利用率 ≥100% ≥100%

设备购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采购计划完成及时性 ≥100% ≥100%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采购成本控制情况 ≤5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单位业务管理水平的提升程度 显著 显著

可持续影响 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显著 显著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信息化建设项目 主管部门 省属医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122年

实施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围绕医院中心工作，在确保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基础上，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助力公立医院改革，信息处将对标智慧医院评价体系、互联互通标

准化成熟度等评审开展相关工作，继续围绕以患者为中心，为临床科室与职能部门提供及

时、有效、安全的信息化服务。 在确保信息系统平稳、有效、安全运行的基础上，不断

满足医院高质量发展需求、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和医院信息标准化建设。

实施可行性

    为保障项目的顺利进展，医院设置有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由医院书

记、院长牵头，各总支书记与职能部门领导参与，信息处定期组织汇报年度预算分配情况

。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组织领导工作，决策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协调项目执

行过程中相关问题。

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项目实施情况，主要分成二大块，第一：软硬件运行维护，主要内容有上级

部门要求的数据上报、数据对接、患者、临床以及职能科室管理需求、日常维护与维修等

。第二：网络与计算资源相关的基础设施更新采购、信息系统建设与升级改造，主要内容

有面向患者、临床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需求、网络及安全设备、计算资源扩容等。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959.8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1959.8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信息化建设项目 979.9 1959.8

中长期目标

围绕智慧医院标准体系进行信息化建设，主要目标：（1）加强医院网络与信息安全体系

建设，进行网络设备更新及架构优化调整；（2）持续推进医院高级别电子病历建设，力

争达到六级；积极推进全院无纸化建设；（3）推进智慧服务高级别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互

联互通标准化建设。

年度目标

    提升医院网络与信息化建设水平：（1）从性能、安全以及运维管理三个角度出

发，对计算资源、网络及安全设备等硬件设备及运维软件进行升级改造；（2）全面推进

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使用效率：面向患者，深化互联网服务平台建设；持续改进，不

断优化临床科室业务系统，推进应用；加强医院运营管理信息化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算执行率 ＝50% ＝100%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上线运行的系统数量 ≥9个 ≥18个

升级改造信息系统数量 ≥6个 ≥12个

质量指标
信息系统日常维护合格率 ≥100% ≥1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100%

成本指标 采购成本控制情况 ≤5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工作效率、管理和决策支持的提升程度 显著 显著

可持续影响 对单位履职、促进事业发展的持续影响程度 显著 显著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景德路院区危房拆除重建项目 主管部门 省属医院

项目类型 分年度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5年 完成时间 2029年

实施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项目的实施，能够有效提升景德路院区就诊环境，进一步推动儿童专科高质量发展走在全

省前列，满足更多国内患儿的健康需求，同时能够多方面开展临床研究、科研创新、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科技转化，有力推动国家级区域儿童医学中心创建；项目后期运营后，

能够推动建设江苏省儿童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能够补齐苏州市古城区及西部区域儿科短

板，提升区域内儿童急救能力；承担苏南地区小儿传染病医疗救治工作，有效应对各类儿

科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此，本项目是必要的。

实施可行性

本项目的建设单位为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拟建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景德路院区危房

拆除重建项目建设总投资为1.45亿元（不含医疗设备），项目建设资金拟全额申请省

级财政资金1.45亿元。因此，“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景德路院区危房拆除重建项目

”的资金方面可行且有保障。本项目后期实施施工部分将采用招投标方式进行。要求投标

单位必须具有相关资质，且在该领域具有项目经验者优先方式进行招投标。在项目实施前

期及施工过程中，由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做好周边的思想工作，使其配合本次项目的实施

，做到提前解决矛盾，预防矛盾的发生，为项目实施做好保障工作。因此，“苏州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景德路院区危房拆除重建项目”的实施部分是可行的。

项目实施内容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景德路院区危房拆除重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由拆除工程、重建工程

和提升改造工程组成。1、拆除景德路院区急诊楼、一号楼和二号楼，拟拆除面积约60

00平方米；2、拟重建急诊楼和病房综合楼，保持现有床位数；3、对现门诊楼进一步

提升改造，补全现门诊楼功能，更好地完善其功能布局和流程，改造面积约为12400

平方米。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5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150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景德路院区危房拆除重建项目 750 1500

中长期目标
25年预算1500万，其中1300万为总包进度款，200万为勘察、设计、前期咨

询、三通一平等费用。

年度目标

25年预算1500万元，包括勘察，设计，前期咨询，医院实施的三通一平等费用预估

200万，总包预付款约1300万。通过前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交通影响评估、环境

影响评价、文物影响评估等咨询工作，有效控制项目建设与营运对环境的影响、对周边文

物的影响；采用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倡导绿色健康环保理念；设计、优化交通流线，改善

拥堵及停车问题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决策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基建工程项目面积
≥24000平

方米

≥24000平

方米

配套设施数量 ＝1项 ＝1项

基建工程项目数量 ＝1项 ＝1项

质量指标

项目变更控制率 ≥100% ≥100%

基建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 ≥100% ≥100%

经费支出合规性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 ≥100%

经费支出时效性 ≥100% ≥100%

成本指标 项目单位成本 ≤6041元 ≤6041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对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或提高程度 明显 明显

生态效益 采用节能环保建筑材料，倡导绿色健康环保理念 明显 明显

可持续影响 对提高或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影响程度 明显 明显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主管部门 省属医院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122年

实施单位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立项必要性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创建于1959年，是一所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三甲儿童专科医院，目

前拥有总院和景德路两个院区，为满足社会就医需求和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相关

政策资金支持

实施可行性
根据医院相关管理制度，合理有效利用项目资金，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资金监管

到位，专款专用

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支持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475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475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 237.5 475

中长期目标

通过加强核心专科能力建设，补齐专科资源短板，一是实现医疗服务总量和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例如麻醉、重症医学、儿科等薄弱专业得到加强；二是专科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以医疗服务

能力、医疗质量安全及医疗服务效率为核心的专科能力建设成效显著，促进医院在恶性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诊疗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多学科联合诊疗(MDT)、中西医结合、快速康复等先进的诊疗理念和诊疗模式得到广泛应

用，重大疾病诊疗水平和疑难危重患者救治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发群体重大疾病的防控及处置

能力进一步增强。

年度目标

通过加强核心专科能力建设，补齐专科资源短板，一是实现医疗服务总量和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例如麻醉、重症医学、儿科等薄弱专业得到加强；二是专科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以医疗服务

能力、医疗质量安全及医疗服务效率为核心的专科能力建设成效显著，促进医院在恶性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诊疗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多学科联合诊疗(MDT)、中西医结合、快速康复等先进的诊疗理念和诊疗模式得到广泛应

用，重大疾病诊疗水平和疑难危重患者救治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发群体重大疾病的防控及处置

能力进一步增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5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新技术新项目数量 增加 增加

质量指标 专科服务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进度 ≥50% ≥100%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占比 ≤5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重大疾病诊疗水平和疑难危重患者救治能力进一步提升 提升 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提升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