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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职责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贯彻党中央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方

针政策,落实自治区党委相关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

和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1)拟订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政策、规划，起草相关地方性法

规、规章草案，制定并组织实施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统筹规划

卫生健康资源配置，指导区域卫生健康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制定

并组织实施推进卫生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和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等政策措施。

(2)协调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重大政策、措施的建议。组织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推进管办分离，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制定并组织实施推动卫

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政策措施，

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

(3)制定并组织落实疾病预防控制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

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组织实施国家免疫规划。负责卫生

应急工作，组织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

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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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负责推

进全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

(5)组织实施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开展药品使用

监测、临床综合评价和短缺药品预警。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评估，依法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6)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环境卫生、学

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等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负

责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牵头落实《烟

草控制框架公约》有关工作。

(7)拟订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建

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会同有关部门执行国家卫生健

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标准。制定并组织实施医疗服务规范、标准

和卫生健康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

(8)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开展人口监测预警，研

究提出人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地方计划生育政策。

(9)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

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

(10)保障和促进中医药（蒙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

文化及相关产业的改革发展与对外交流合作，推进中医药（蒙医

药）传承创新和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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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负责自治区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自治区重要

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

(12)负责老年健康工作。

(13)完成自治区党委、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情况

1.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人事处、

规划发展与信息处、财务处、法规处、体制改革处、疾病预防控

制局、医政医管局、基层卫生健康处、卫生应急办公室、科技教

育处、综合监督局、食品安全与药物政策处、妇幼健康处、职业

健康处、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处、宣传处、保健局、中医药(蒙

医药)综合处、中医医(蒙医药)服务管理处、中医药(蒙医药)传

承发展处、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机关党委、离

退休人员工作处。本部门下属单位包括:

(1)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2)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3)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4)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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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6)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7)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8)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9)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11)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12)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3)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

(14)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保障中心

(15)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保障中心

(16)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医学教育考试中心

(17)内蒙古自治区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18)内蒙古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

(19)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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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内蒙古自治区医疗管理事务服务中心

(21)内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服务中心

(22)内蒙古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3)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

(24)内蒙古人民医院附属卫校

2.从决算单位构成看，纳入本部门 2023 年部门汇总决算编

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共计 24 家，具体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本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详细情况见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财政拨款的行政单位

2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3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4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5
内蒙古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6
内蒙古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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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8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9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10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11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12
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3
内蒙古自治区血液中心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14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保障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5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保障中心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

16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医学教育考试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7
内蒙古自治区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18
内蒙古自治区计划生育协会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

19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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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管理事务服务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21
内蒙古自治区爱国卫生服务中心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22
内蒙古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事业单位

23
内蒙古自治区中蒙医药研究院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

24
内蒙古人民医院附属卫校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三、2023 年度部门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2023 年，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内蒙古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紧紧围绕“两件大事”和“闯新路、进中游”目标，不松劲、

不懈怠、不畏难，全区卫生健康事业稳健发展。

（一）抓体系、强机制，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体系。一是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开展“十四五”卫生与健康

事业发展规划中期评估，提请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施方案》和《关于促进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 23 项重点工作任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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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2 条具体举措，加快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转变。建成四级

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等 5 项指标位

居国家前列。二是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组建成立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局，盟市旗县加挂疾控局牌子，完

成自治区本级机构挂牌、三定方案设置、领导班子组建、人员编

制划转、办公用房改造等并实现实质化运转。成立自治区预防科

学院，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建设传染病应急指挥中心和

三级视频会商系统，积极整合基层疾控机构和监督机构。推动疾

控机构职能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三是优化老年健

康和托育服务体系，联合 10 部门印发《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的若干措施》，医养结合机构达到 174 家，总床位数近 3.4 万

张。建设国家级安宁疗护试点城市 6 个，全区 80％以上的综合

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254 家综合医院、1412 个基层医疗机构

达到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标准。联合 15 个部门出台《关于完

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的若干措施》，鄂尔多斯市被评为第一批

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创新实施“萌宝驿站”社区托育

服务试点，全区新增托位数 3.2 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到 3.4

个，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抓能力、促提升，进一步巩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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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是深入实施医改三年攻坚行动。组织开展公立医院运营

管理、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和改善医疗服

务四项攻坚行动。对全区 281 家公立医院债务进行摸底，按类别

分年度制定化解方案，研究制定《自治区直属医疗机构债务管理

办法》，确保债务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8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落地，25 个自治区临床重点专科全面启动。三级公立医

院总会计师制度逐步建立，二级以上医院全部设立“一站式综合

服务中心”。旗县医共体建设在 83 个旗县全面铺开，遴选 20

个旗县实施重点推进。二是加快布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成立工

作专班推动解决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73 项重点任务，顺利

实现“三个平移”。北京中医医院内蒙古医院建设进展顺利，内

涵建设成效明显。输出医院共派出 80 余名专家驻院工作，两家

医院门诊量同比分别增长 52%和 54.87%，三四级手术分别增长

83%和 27%，各项工作得到国家督导组的高度评价。三是持续深化

京蒙合作帮扶。43 家旗县医院与北京市三级医院签订帮扶协议，

联合北京市对 4 个盟市 7 家旗县医院开展京蒙“组团式”帮扶指

导，深入乌兰察布等盟市摸底数、找差距、定目标，389 名北京

医师支援我区，京蒙合作帮扶不断走深走实。深入开展京蒙协作

“医疗倍增计划”，10 家医疗机构与北京市 15 家三级医院集体

签约，围绕群众就医诊疗需求，在重点专科能力建设等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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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四是不断增强传染病防控能力。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统

筹医疗资源调度，稳妥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确保疫

情防控平稳转段，有序应对多轮疫情波动和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

流行高峰。印发《艾滋病防治质量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艾滋病疫情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不断完善结核病、布病“防、

治、管”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在 7 个盟市开展创建“无结核社区”

试点，布病患者规范化治疗率达到 98.7%。组织开展鼠疫防控演

练，规范处置 3 起人间鼠疫疫情和 12 起动物鼠疫疫情，避免了

疫情扩散外溢。五是持续提升中医药（蒙医药）发展能力。实施

中医（蒙医）医院康复能力提升工程，大力支持 20 家旗县级中

医（蒙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制定中医（蒙医）治未

病中心建设标准，30 家三级中医（蒙医）医院全部完成治未病中

心建设。分类推进中医馆（蒙医馆）提档升级，建成基础馆 1575

个，打造示范馆 168 个。５个学科入选国家高水平重点学科，评

选表彰第三批内蒙古名中医（蒙医）100 人，培养中（蒙）医药

全科人才 133 名、中（蒙）医馆骨干人才 320 名，推广培训适宜

技术 6 类 80 项，水飞蓟等 7 种药材被列入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标

准体系建设项目。

（三）抓服务、提效能，逐步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一

是加快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完成 160 家互联网医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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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立三级综合医院 33 家、中医（蒙医）医院 30 家。提升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水平，推进呼包鄂乌检查检验质控平台建

设，与内蒙古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卫生健康向智能化、

移动化转型发展。我区在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综合发展指数评估

中位居第 16 位，跻身全国中游。二是全力落实“母婴安全五项

制度”，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全区孕产妇死亡率为 11.74/10

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 2.47‰、3.45‰，

连续多年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期完成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

适龄妇女“两癌”筛查任务，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由 18 个试

点旗县扩面至所有旗县市区。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被国务

院办公厅纳入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双十百千”工程典型经验案例。

三是深入开展医德医风专项整治，共完善诊疗制度 1511 个，新

增便民措施 1834 条，发现整改问题 5399 个。成立过敏性鼻炎防

治工作组，12 个盟市均确定了过敏性鼻炎定点医疗机构，设置过

敏性鼻炎（变态反应）门诊。累计创建 11 个国家级慢性病防控

综合示范区，自治区级示范区保持全覆盖，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

动旗县区启动率达到 100%。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进行质量考核，

做好职业病监测、诊断等工作。

（四）抓基础、强保障，健全完善卫生健康现代治理体系。

一是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条例》等建议草案。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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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两优”专项行动，依法“减权放权”40 项，统一规范政务

服务 11 类清单和标准，行政许可“全程网办”率达到 84.38%。

二是启动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快速有效开展突发事件

紧急医学救援。深入开展平安医院创建，加强血液安全管理，部

署大型医院重点领域巡查。承担重要会议、大型活动医疗保障任

务 182 批次，圆满完成总书记来我区考察的医疗保健和疫情防控

任务。三是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药品使用监测实现公立

医疗机构全覆盖。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和合理膳食行动，黄芪、肉

苁蓉（荒漠）正式列入食药物质目录，在阿拉善等 5 个盟市开展

试点，预计可带动 13 亿以上的生产和销售规模。

（五）抓党建、重引领，不断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

领导。一是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牢牢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扎实开展理论学习，大兴调查研究，注

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健康地摊”惠民行动，政府工

作报告承诺的 8 项民生实事全部完成。二是扎实推进“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群众教育实践活动，部署“假如我是一名患者”

体验活动，建立“点对点”民族工作包联机制，形成制度性成果

42 项。全系统捍卫“两个确立”的政治意识更加坚定，服务人民

健康的干事创业本领持续提高。三是党建引领见行见效。将“党

建+健康”思路贯穿工作全局，全面开展“北疆模范机关”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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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遴选公立医院党建示范医院，压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大力弘扬崇高职业精神，李俊升荣膺“时代楷模”

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孙德俊被授予全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

奖，2 人获评“中国好医生、好护士”月度人物，40 人获评“内

蒙古好医生、好护士”月度人物。政风行风向上向好。坚决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认真落实为基层减

负各项措施，落实“七个摒弃”,深入开展“三提”专项行动，

下大力气解决“三多三少三慢”和“慢粗虚”问题。开展医德医

风建设提高群众就医满意度专项行动，组织教育培训 4876 场次。

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扎实推进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共排查整改问题 1920 个、完善各类制度 1141 个。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收入、支出决

算总计 1,360,035.18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增

加 159,946.57 万元，增长 13.33%，变动原因：2023 年相关培

训、会议、差旅、资本性支出等费用增加；与上年决算相比，收、

支总计各增加 349,906.49 万元，增长 34.6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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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决算总计 1,360,035.18 万元。包括：

1.本年收入决算合计 1,337,281.68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

增加 376,498.03 万元，增长 39.19%，变动原因：2023 年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比上年增加 128248.13 万元，事业收入比上

年增加 266251.07 万元，经营收入比上年增加 761.13 万元，其

他收入比上年减少 18762.3 万元。

2.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 7,792.06 万元。与上年

决算相比，减少 17,813.61 万元，减少 69.57%，变动原因：2023

年各大医疗机构减少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经费。

3.年初结转和结余 14,961.43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

减少 8,777.93 万元，减少 36.98%，变动原因：2023 年项目年

初结转结余较2022年减少。

（二）支出决算总计 1,360,035.18 万元。包括：

1.本年支出决算合计 1,297,945.28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

增加 322,587.54 万元，增长 33.07%，变动原因：人员经费较上

年增加 18633.7 万元，公用经费较上年减少 1628.4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较上年增加 111222.54 万元，其中：

基本建设类项目比上年增加 17111.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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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余分配 7,551.24 万元。结余分配事项：提取专用结余

679.28 万元，事业单位转入非财政拨款结余 6871.96 万元。与上

年决算相比，减少 12,377.68 万元，减少 62.11%，变动原因：2023

年末各大医疗机构结余分配使用减少。

3.年末结转和结余 54,538.66 万元。结转和结余事项：基

本支出结转50094.85万元，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4443.81万元，

主要为各医疗机构科研项目、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项目、医疗

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卫生健康等项目和事业收支结转结余资金。

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39,696.63 万元，增长 267.46%，变动

原因：2023 年末各大医疗机构科研等项目尚未结束需跨年继续

使用及事业收支结转结余资金增加。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本年收入决算

合计 1,337,281.68 万元，其中：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91,479.11 万元，占

21.80%；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

本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0.00 万元，占 0.00%；本

年上级补助收入 0.00 万元，占 0.00%；本年事业收入



20

1,016,881.93 万元，占 76.04%；本年经营收入 798.22 万元，

占 0.06%；本年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0.00 万元，占 0.00%；本年

其他收入 28,122.42 万元，占 2.10%。

图 1.收入决算图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本年支出决算

合计 1,297,945.28 万元，其中：

本年基本支出 1,075,531.69 万元，占 82.86%；本年项目支

出 221,925.99 万元，占 17.10%；本年上缴上级支出 0.00 万元，

占 0.00%；本年经营支出 487.59 万元，占 0.04%；本年对附属

单位补助支出 0.00 万元，占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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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支出决算图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决算总计 291,785.06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收、支总计

各增加 104,912.22 万元，增长 56.14%，变动原因：2023 年因

工作任务量增加，各大医疗机构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与

上年决算相比，收、支总计各增加 128,086.46 万元，增长 78.25%，

变动原因：2023 年部门整体工作任务量比上年增加导致收入、支

出增加。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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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291,629.04 万元。与年初预算 186,872.85

万元相比，完成年初预算的 156.06%。其中：

（一）一般公共服务（类）

一般公共服务类决算数为 0.00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24.00 万元。其中：宣传事务（款）其他宣传事务支出（项）。

年初预算24.00万元，支出决算0.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0.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因工作任务调整，其他

宣传事务实际无支出。

（二）教育支出（类）

教育支出类决算数为 302.74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130.19 万元。其中：职业教育（款）中等职业教育（项）。年初

预算432.93万元，支出决算302.7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9.93%。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中等职业教育经费调减。

（三）科学技术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类决算数为 2118.84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

增加 3562.57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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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研究支出（款）自然科学基金（项）。年初预算 692.06

万元，支出决算 383.2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5.38%。决算数

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因工作任务调整自然科学基金

使用调减。

2.应用研究（款）其他应用研究支出（项）。年初预

算 2824.20 万元，支出决算 1428.4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58 %。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其他

应用研究支出调减。

3.技术研究与开发（款）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项）。

年初预算 652.19 万元，支出决算 228.99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35.11%。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

度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经费调减。

4.技术研究与开发（款）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

（项） 。年初预算 25.63 万元，支出决算 8.28 万元，完成

年初预算的32.31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其他技术研究与开发支出经费调减。

5.技术条件与服务（款）科技条件专项（项）。年初

预算300.07 万元，支出决算 67.8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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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科技条件专项经

费调减。

6.技术重大项目（款）科技重大专项（项）。年初预算

937.26 万元，支出决算 144.7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5.44%。；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科技重大专项经费

调减。

7.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科技奖励（项）。年初预算

10 万元，支出决算 4.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2%。决算数与

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科技奖励经费调减。

8.其他科学技术支出（款）其他科学技术支出（项）。

年初预算 240 万元，支出决算 196.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2%。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其他科学

技术支出经费调减。

（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决算数为 37.34 万元，与年初预算

相比减少 14.84 万元。其中：文化和旅游（款）文化创作与保护

（项）。年初预算 22.50 万元，支出决算 37.3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65.96%。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文化

创作与保护经费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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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决算数为 13,928.42 万元，与年初预

算相比增加 742.83 万元。其中：

1.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款）引进人才

费用（项）。年初预算 401.44 万元，支出决算 265.45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66.12%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

2023 年引进人才费用调减。

2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

年初预算 241.77万元，支出决算 240.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99.66%。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离退休

经费调减。

3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

年初预算 6678.81 万元，支出决算 6672.30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99.9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事业

单位离退休经费调减。

4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4643.78 万元，支出决算 4634.8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81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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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2023 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数进行调整。

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

费支出（项）。年初预算 1216.89 万元，支出决算 1195.81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98.27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

2023 年度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基数调整。

6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

支出（项）。年初预算 2.9 万元，支出决算 2.88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9.31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

度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调减。

7 ．抚恤（款）死亡抚恤（项）。年初预算 0 万元，支

出决算 903.06 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死亡抚恤费增加。

8 ．抚恤（款）伤残抚恤（项）。年初预算 0 万元，支

出决算13.10 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度伤残抚恤增加。

（六）卫生健康支出（类）

卫生健康支出类决算数为 272,201.26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

比增加 107,528.18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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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行政运行（项）。年初预

算 2354.81 万元，支出决算 2708.4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5.02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因工

作量增加行政运行经费调增。

2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机关服务（项）。年初预算

396.95 万元，支出决算 429.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1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机关服

务费增加。

3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

出（项）。年初预算 2766.83 万元，支出决算 3010.91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8.82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

原因：2023 年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增加。

4 ．公立医院（款）综合医院（项）。年初预算 37157.07

万元，支出决算 42357.8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14.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因工作任务量增加，

综合医院项目支出增加。

5 ．公立医院（款）中医(民族)医院（项）。年初

预算 28580.54 万元，支出决算 32185.49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12.61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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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民族)医院项目经费增加。

6 ．公立医院（款）传染病医院（项）。年初预算 7063.95 万

元，支出决算 9 7 2 9 . 1 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7.73 %。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公立医院传染病项

目投入增加。

7 ．公立医院（款）精神病医院（项）。年初预算 8094.5 万

元，支出决算 1026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26.87%。决算

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公立医院精神病医院项目

投入增加。

8 ．公立医院（款）妇幼保健医院（项）。年初预

算 4420.36 万元，支出决算 5519.02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24.63%。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公

立医院妇幼保健医院项目投入增加。

9.公立医院（款）其他专科医院（项）。年初预算

25650.4 万元，支出决算 86539.4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337.38%。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公立

医院其他专科医院项目投入增多。

10.公立医院（款）其他公立医院支出（项）。年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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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9313.47 万元，支出决算 25177.2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70.33%。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其他公

立医院项目支出增多。

11 ．公共卫生（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项）。年初

预算 6149.62 万元，支出决算 6736.2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9.54%。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经费投入增加。

12 ．公共卫生（款）卫生监督机构（项）。年初预算 0

万元，支出决算 41.20 万元。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

2023年因工作任务调整，卫生监督机构支出增加。

13 ．公共卫生（款）采供血机构（项）。年初预算 890.94

万元，支出决算 896.9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 0 0 . 6 7 %。

决 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采供血机构支出

增加。

14 ．公共卫生（款）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项）。

年初预算 272.48 万元，支出决算 297.40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9.15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年

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支出增加。

15 ．公共卫生（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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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预算 3019.30 万元，支出决算 3707.03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22.78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年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增加。

16 ．公共卫生（款）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年

初预算 15898.29 万元，支出决算 16112.5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1.35%。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重大公共卫生服务支出增加。

17 ．公共卫生（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项）。

年初预算 23.40 万元，支出决算 13551.71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57913.29%。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各

医疗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支出增加，内蒙古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支出 2664.45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支出

2971.90 万元，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支出 1507.88 万元等。

18 ．公共卫生（款）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年

初预算 500 万元，支出决算 500.5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100.12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其

他公共卫生支出增加。

19．中医药（款）中医（民族医）药专项（项） 。年

初预算 5568.76 万元，支出决算 5231.37 万元。完成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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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93.94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中医（民族医）药专项资金减少。

20 ．中医药（款）其他中医药支出（项）。年初

预 算 402 万元，支出决算 55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38.31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其他

中医药支出增加。

21 ．计划生育事务（款）计划生育机构（项）。年初

预 算 205.67 万元，支出决算 208.3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01.30%。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计划生育

机构经费增加。

22 ．计划生育事务（款）其他计划生育服务（项）。

年初预算 1872.83 万元，支出决算 1881.74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100.48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计划生育事务培训费增加。

23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

年 初预算 33.84 万元，支出决算 33.50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99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年行

政单位医疗减少。

24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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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初预算 271.95 万元，支出决算 279.57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2.8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

事业单位医疗增加。

25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

年初预算 403.01 万元，支出决算 392.83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97.47%。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公

务员医疗补助基数调整。

26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

疗支出（项）。年初预算 72.68 万元，支出决算 72.68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

2023年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不存在差异。

27 ．老龄卫生健康事务（款）老龄卫生健康事务（项）。

年初预算 200.29 万元，支出决算 216.90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08.29%。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老龄

卫生健康事务培训费增加。

28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其他卫生健康支出（项）。

年初预算 3087.29 万元，支出决算 3558.38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115.26 %。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其他

卫生健康培训、会议、差旅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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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保障支出类决算数为 2,672.60 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

减少 154.79 万元。其中：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年初预算 2728.39 万元，支出决算 2672.6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97.96%。决算数与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住房公积

金基数调整。

（八）其他支出类

其他支出类决算数为24.32万元，与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0.01

万元。其中：其他支出（款）其他支出（项）。年初预算 24.33

万元，支出决算 24.3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9.96%。决算数与

年初预算数的差异原因：2023 年其他支出调整。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 74,014.45 万元，其中：

（一）人员经费 72,378.1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25355.01 万元、津贴补贴 10992.61 万元、奖金 3017.97 万元、

社会保障缴费 7897.39 万元、住房公积金 4220.90 万元、伙食补

助费 287.91 万元、绩效工资 10521.63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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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12 万元、离休费 874.98 万元、退休费 7495.34 万元、抚恤

金 916.16 万元、生活补助 188.16 万元。

（二）公用经费 1,636.29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57.57

万元、印刷费 6.55 万元、水费 2.6 万元、电费 16.63 万元、邮

电费 18.71 万元、取暖费 7.00 万元、物业管理费 74.00 万元、

差旅费 32.41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12.00 万元、维修（护）

费 607.94 万元、培训费 14.76 万元、公务接待费 1.02 万元、劳

务费 7.73 万元、委托业务费 3 万元、工会经费 167.64 万元、福

利费 205.11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41.48 万元、其他交通

费用 172.42 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76.25 万元、办公设备

购置 11.94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 37.74 万元、无形资

产购置 61.78 万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 217,614.59 万元，其中：

（一）工资福利支出 20,274.60 万元。主要包括：津贴补贴

4778.15 万元、奖金 0.14 万元、伙食补助费 0.44 万元、绩效工

资 12270.40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8.60 万元、

职业年金缴费419.30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529.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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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3.95 万元、住房公积金 730.34 万元、其他

工资福利支出 1464.12 万元。

（二）商品和服务支出 93,955.4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663.40 万元、印刷费 516.57 万元、咨询费 303.58 万元、手续费

3.56 万元、水费 62.95 万元、电费 356.49 万元、邮电费 93.80

万元、取暖费 582.77 万元、物业管理费 1197.95 万元、差旅费

3111.26 万元、维修（护）费 1849.34 万元、租赁费 150.44 万元、

会议费 626.07 万元、培训费 5295.58 万元、专用材料费 57844.16

万元、劳务费 5446.01 万元、委托业务费 9543.79 万元、工会经

费 14.99 万元、福利费 13.18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9.83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30.95 万元、税金及附加费用 0.04 万元、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6208.71 万元等。

（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0381.86 万元。主要包括：

医疗费补助 189.92 万元、助学金 822 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 9364.94 万元、代缴社会保险费 5.00 万元。

（四）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 3168 万元。主要包括：国外债

务付息 3168 万元。

（五）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22633.21 万元。房屋

建筑物构建 1910.89 万元、专用设备购置 12510.69 万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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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 4757.62 万元、大型修缮 534.36 万元、信息网络及软

件购置更新 1784.76 万元、其他基本建设支出 1134.89 万元。

（六）资本性支出 67201.49 万元。房屋建筑物构建 869.05

万元、办公设备购置 483.53 万元、专用设备购置 42978.47 万元、

基础设施建设 517.33 万元、大型修缮 864.37 万元、信息网络及

软件购置更新 5284.51 万元、土地补偿 8312.23 万元、无形资产

购置 158.13 万元、其他交通工具购置 205.87 万元、其他资本性

支出 7527.99 万元。

八、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全年预算 94.34 万元，支出决算 94.34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00%。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全年预算 12.00 万元，

支出决算 12.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维护费全年预算 81.32 万元，支出决算 81.32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00%；公务接待费全年预算 1.02 万元，支出决算 1.0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决算与预算差异原因：2023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与预算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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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财政拨款“三

公”经费支出 94.34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12.00 万元，

占 12.7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1.32 万元，占

86.19%；公务接待费支出 1.02 万元，占 1.09%。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12.00 万元，全年出国（境）团组

3 个，累计 9 人次。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12.00 万元，增长 0%，

变动原因：2023 年因工作需要出国（境）费用增加，如赴蒙古国

执行疫情后中蒙两国卫生领域合作交流任务等。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81.32 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 0.00 万元。本年度使用财政拨款购

置公务用车 0 辆，开支内容：不存在此项内容。与上年决算相比，

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2023 年度未购置公务

用车。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81.32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主要用于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过桥

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使用财政拨款开支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77 辆。与上年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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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增加 6.24 万元，增长 8.32%，变动原因：2023 年度公务

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3.公务接待费支出 1.02 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

1.02 万元，接待 7 批次，59 人次，开支内容：接待国家卫生健

康办公厅调研组费用 0.084 万元、接待国家绩效评价组费用 0.14

万元、接待开展蒙医医师资格考试题库建设相关专家费用 0.2 万

元等；国（境）外公务接待支出 0.00 万元，接待 0 批次，0 人

次，开支内容：不存在此项内容。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90

万元，增长 713.25%，变动原因：2023 年因公务接待任务增加，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增加。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

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

款收、支、余。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 0.00 万元。与上年决算相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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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万元，增长 0.00%，变动原因：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财政拨款收、支、余。

十一、机构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机构运行经

费支出决算 1,636.29 万元。比上年决算相比，减少 1,628.40

万元，减少 49.88%，变动原因：2023年资本性支出、专用材料

费、维护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减少。

十二、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

总额 136,143.8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90,824.89 万

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8,832.23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26,486.69 万元。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00,518.12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73.83%，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

金额 66,120.77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48.57%。

十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本部门共有车辆 333 辆，其中：副部（省）级及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负责人用车 3 辆、机要通信用车 8 辆、应急保障用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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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04 辆、离退休干

部服务用车 3 辆，其他用车 178 辆；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

的设备（不含车辆） 1206 台（套）。

十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

组织对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其中

一级项目 27 个，共涉及资金 217614.5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支出总额的 100%；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 0 个，其中，一级项

目 0 个，二级项目 0 个，共涉及资金 0.00 万元，占应纳入绩效

自评的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0.00%。

组织对“计划生育补助项目”、“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项

目”、“中蒙医学术继承和能力建设项目”、“自治区肿瘤医院

品牌费项目”、“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两癌”筛

查项目”等 5 个项目开展了部门评价，认真学习项目实施工

作方案，加强政策落实，规范项目管理，继续加强卫生健

康部门绩效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项目绩效按

期完成；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8253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0

万元。其中，对“202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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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中医药资金项目”委托相关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从

评价情况看，进一步加强了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为相关

部门决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推动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

向的财政资金分配与管理制度，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

教训，改进项目执行的薄弱环节，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和绩效

水平，进一步强化了绩效理念和责任。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2023 年度在决算中反映

27 个一般公共预算项目，以及 0 个政府性基金项目，共 5 个项目

的绩效自评结果。

1.计划生育补助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

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全年预算数为 11836 万元，执行数为 1183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对年满 60 周

岁的农牧区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及时足额发放

奖励扶助金，一定程度缓解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生活和

养老方面的困难，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

伤残死亡家庭及时足额发放扶助金，一定程度缓解其经济、养老、

医疗等困难，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对符合条件的独生

子女家庭按照标准、条件、年限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发现的主要

问题及原因：一是工作保障措施还不完全到位，由于基层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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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匮乏，岗位调换频繁，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且没有必

要的工作经费保障，一定程度影响基层工作的开展；二是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还存在资格确认条件不够明确的情况。特别是由于户

籍制度改革，群众户口变为家庭户，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鉴别

上存在困难。下一步改进措施：计划根据国家最新政策修订完善

本级相关确认政策、程序，以适应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进一步加大政策培训力度，特别是增加基层工作人员的培训

名额，不断提高基层工作人员能力和水平。

2.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全年预算数为 17188 万元，执行

数为 1718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

改革顺利进行；所有政府支持的嘎查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

10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自评自查，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较上一年提升，基层医务人员和服务群

众满意度较上一年提高。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部分旗县资金

拨付时限较长，项目工作开展受到影响；基层实施单位的工作人

员往往是“一岗多责”，对项目实施方案认识不足，专业性不强

使得项目实施的结果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

当前我区嘎查村卫生室基本医疗开展需求存在一定的制约，基药

品种与群众用药需求存在差异；我区地广人稀，基层机构采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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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时，配送不及时。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部分旗县资金拨付

时限较长，项目工作开展受到影响；二是基层实施单位的工作人

员往往是“一岗多责”，对项目实施方案认识不足，专业性不强

使得项目实施的结果无法实现效益最大化；三是基本药物制度实

施对当前我区嘎查村卫生室基本医疗开展需求存在一定的制约，

基药品种与群众用药需求存在差异；四是我区地广人稀，基层机

构采购量较少时，配送不及时。

3.中蒙医学术继承和能力建设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

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0.5 分。全年预算数为 2179 万元，

执行数为 1745.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80.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三级中医（蒙医）医院核心能力建设，资金投入 900 万元，

安排任务量 9 所，完成 7 所，完成率 78%，资金执行率 82%；蒙

医药标准化建设与推广，资金投入 500 万元，安排任务量 31 个，

完成 4 个，完成率 13%，资金执行率 58%；中医药（蒙医药）专

家学术继承，资金投入 330 万元，安排任务量 165 名，完成 105

名，完成率 64%，资金执行率 86% ；中医（蒙医）领军人才培养，

资金投入 120 万元，安排任务量 15 个，完成 12 个，完成率 80%，

资金执行率 84%；中医药（蒙医药）科研创新能力建设，资金投

入 300 万元，安排任务量 1 个，完成 1 个，完成率 100%，资金执

行率 100%；公立中医（蒙医）医院绩效考核，资金投入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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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任务量 1 个，完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 95%；中医药（蒙医

药）健康促进专项行动，资金投入 9 万元，安排任务量 1 个，完

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 100%。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个别项

目单位未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和计划开展项目工作，责任没有落

实到人；资金管理使用存在支出缓慢问题。下一步改进措施： 认

真总结、分析项目设置和资金分配的合理性，强化对项目单位督

查指导，项目分管处室长要亲自赴项目单位，查找问题，督促指

导，建立完善项目资金分配、实施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项目实

施、项目完成和资金支付的流程及时间节点。将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自治区直属项目单位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作为项目下一年分

配的依据，在今后分配项目资金时，要优先安排项目资金执行好

的项目单位，对于执行差的项目单位要核减下一年的项目资金。

4.自治区肿瘤医院品牌费项目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

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0 分。全年预算数为 3000 万元，执行数

为 300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3

年给予输出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管理费用 3000 万元/年，完成

全年预算，完善区域优质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内蒙古自治区医疗

服务能力，在区域内牵头组建肿瘤防治医联体，全面提升内蒙古

自治区肿瘤整体诊疗水平和疑 难危重复杂疾病救治能力，大幅

度减少外转就诊人数。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原因：需要进一步强化

资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实施进度。下一步改进措施：严格按计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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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金，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投资和建设任务，项目资金

的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在项目资金

使用过程中能严格按照专项经费管理使用要求和相应项目实施

方案及预算目标进行收支和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全面提升内

蒙古自治区肿瘤整体诊疗水平和疑难危重复杂疾病救治能力，大

幅度减少外转就诊人数。

5.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两癌”筛查项目自评

综述：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100 分。全年预

算数为 4050 万元，执行数为 405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00%。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年累计完成“两癌”筛查 67.2 万例，

宫颈癌早诊率达到 95%，乳腺癌早诊率达到 70%。发现的主要问

题及原因：需进一步加强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两

癌”筛查项目管理；下一步改进措施：一是注重组织管理，各地

根据自治区《方案》要求，制定相应项目实施方案、加强监督管

理，积极推进项目顺利实施。二是以目标为导向，提高项目完成

率及完成质量，加大对“两癌”筛查项目的管理监督力度，自治

区政府督查室组织，财政厅、妇联、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联合

督导组，对盟市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加强对项目管理单位的监督指导，项目管理单位加强对各旗

县区妇幼保健机构项目实施管理、多次组织到各旗县区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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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高妇幼保健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

项目实施为契机，努力提高妇幼保健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为患者

提供优质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

称
计划生育服务项目

主管部

门
内蒙古在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实施单位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资

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
得分

年度资

金总额
11836 11836 11836 10 100% 10

其中：财

政拨款
11836 11836 11836 —— 100% ——

上年结

转资金
0 0 0 —— —— ——

其他资

金
0 0 0 —— —— ——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使年满 60 周岁的农牧区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

庭及时足额领取奖励扶助金，缓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

生活和养老方面的困难，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2.使符合条件

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及时足额领取扶助金，缓解其经济、

养老、医疗等困难，体现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3.对全面两

孩政策实施前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继续按照原有的标准、条

件、年限及时足额领取奖励金，落实法定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

1.对年满 60 周岁的农牧区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

计划生育家庭及时足额发放奖励扶助金，一定程度

缓解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生产、生活和养老方面

的困难，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

2.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及时足额发

放扶助金，一定程度缓解其经济、养老、医疗等困

难，体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3.对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家庭按照标准、条件、年

限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绩

效

指

一

级

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

性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计量

单位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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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标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农村牧区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人数

定量 ≥ 272738 271081 人 3 3

目标人数与实际发

放数存在差异，但

差异较小，属于项

目实施过程正常可

浮动的范围。产生

差异的原因主要

有：一是截止发放

时，发现扶助对象

死亡，因此未发放；

二是截止发放时，

享受资格发生变

化，予以退出。

特别扶助独生子女

伤残家庭人数
定量 ≥ 13262 13246 人 3 3

特别扶助独生子女

死亡家庭人数
定量 ≥ 19540 19516 人 3 3

特别扶助计划生育

手术并发症家庭人

数

定量 ≥ 668 668 人 3 3

农村牧区及城镇无

业人数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经费人数

定量 ≥ 74541 74541 户 3 3

质量指

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

覆盖率
定量 = 100 100 % 15 15

时效指

标
资金到位率 定量 = 100 100 % 10 10

成本指

标

农村牧区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

金发放标准

定量 ≥ 960 960

元/

人/

年

2 2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

扶助金发放标准
定量 ≥ 6900 6900

元/

人/

年

2 2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

扶助金发放标准
定量 ≥ 8700 8700

元/

人/

年

2 2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扶助金发放标准
定量 ≥

一级：5520

二级：4140

三级：2760

一级：

5520

二级：

4140

三级：

2760

元/

人/

年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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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牧区及城镇无

业人数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发放标准

定量 ≥

农村牧区：

240

城镇无业：

120

农村牧

区：240

城镇无

业：120

元/

户/

年

2 2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

益

指标

增加计划生育奖励

扶助家庭收入
定量 ≥ 960 960

元/

人/

年

4 4

增加独生子女伤残

家庭收入
定量 ≥ 6900 6900

元/

人/

年

4 4

增加独生子女死亡

家庭收入
定量 ≥ 8700 8700

元/

人/

年

4 4

增加手术并发症人

员家庭收入
定量 ≥

一级：5520

二级：4140

三级：2760

一级：

5520

二级：

4140

三级：

2760

元/

人/

年

4 4

增加农村牧区及城

镇无业人员独生子

女父母收入

定量 ≥

农村牧区：

240

城镇无业：

120

农村牧

区：240

城镇无

业：120

元/

户/

年

4 4

社会效

益指标

家庭发展能力 定性 定性 逐步提高
逐步提

高
5 5

社会稳定水平 定性 定性 逐步提高
逐步提

高
5 5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

象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政策满意

度
定量 ≥ 95 95.45 % 5 5

服务对象服务满意

度
定量 ≥ 95 96.18 % 5 5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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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项目

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实施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

金总额
17188 17188 17188 10 100.00 10

其中：财

政拨款
17188 17188 17188 —— 100.00 ——

上年结

转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资

金
0.00 0.00 0.00 —— 0 ——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嘎查村

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嘎查村卫生室顺

利进行。

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

行；所有政府支持的嘎查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10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自评自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量较上一年提

升，基层医务人员和服务群众满意度较上一年提高。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指

标

方

向

年度

指标

值

实际完成值 计量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

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

标

指标 1 ：实施基本药

物制度的政府办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占比

（%）

正

向

等

于
1.0 100 % 25 25

指标 2：政府支持举办

嘎查村卫生室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正

向

等

于
1.0 100 % 25 25

效

益

社会效

益

乡村医生收入保持稳

定

定

性

保持

稳定
保持稳定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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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可持续

影响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

基层持续实施

定

性

持续

实施
持续实施 15 15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

群众满意度
定

性

逐步

提高
逐步提高 10 10

总分 100 10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中医（蒙医）能力建设和学术继承补助资金

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实施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

总额
2179 2179 1745.05 10 80 8

其中：财

政拨款
2179 2179 1745.05 10 80 ——

上年结转

资金
0.00 0.00 0.00 —— 0 ——

其他资金 0.00 0.00 0.00 —— 0 ——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支持三级医院核心能力建设。2、继续推进蒙医药标准化

建设与推广工作。3、开展第四批名老中医药（蒙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4、强化中医（蒙医）领军人才培养。

5、提升自治区中医药（蒙医药）科研创新能力。6、开展公

立中医（蒙医）医院绩效考核培训。7、启动健康内蒙古中

医药（蒙医药）健康促进专项活动。

1、三级医院核心能力建设，资金投入 900 万元，安排任务量 9 所，完成率 78%，

资金执行率 82%。

2、蒙医药标准化，资金投入 500 万元，安排任务量 31 个，完成率 13%，资金执

行率 58%。 3、学术继承指导老师，资金投入 330 万元，安排任务量 165 名，

完成率 64%，资金执行率 86% 4、领军人才培养，资金投入 120 万元，安排任

务量 15 个，完成率 80%，资金执行率 84%。5、科研创新能力，资金投入 300 万

元，安排业务量 1个，完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 100%。6、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资金投入 20 万元，安排任务量 1 个，完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 95%。7、健康

促进专项行动，资金投入 9 万元，安排任务量 1 个，完成率 100%，资金执行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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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

质

指标

方向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计量单位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

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核心能力 正向
大于

等于
9 7 所 3 2 项目实施缓慢

蒙医药标

准化
正向

大于

等于
31 4 个 2 1

该项目实施周期为 2 年

时间

学术继承

指导老师
正向

大于

等于
165 105 名 2 1.5 未完成考核

领军人才

培养
正向

大于

等于
15 12 名 2 1.5

科研创新

能力
正向

大于

等于
1 1 个 2 2

公立医院

绩效考核
正向

大于

等于
1 1 次 2 2

健康促进

专项行动
正向

大于

等于
1 1 次 2 2

质量指标

考核合格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90 % 5 5

标准制定 正向
大于

等于
85 58 % 5 3 未进行专家论证、评审。

人才培养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85 % 5 4.5

时效指标

项目任务

完成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60 % 5 3.5

资金执行

率
正向

大于

等于
90 80 % 5 4.5

成本指标

设备购置

价格
反向

小于

等于

控制在预

算计划内
良好 5 5

人员培训

费用
反向

小于

等于

控制在预

算计划内
良好 5 5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

指标
服务水平 定性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社会效益

指标

服务可及

性
定性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可持续影

响指标
服务能力 定性 显著提升 显著提升 10 10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
正向 90 95 10 10

总分 100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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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自治区肿瘤医院品牌费

主管部门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部门 实施单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00.00 3000.00 3000.00 10 100.00 10

其中：财政拨款 3000.00 3000.00 3000.00 —— 100.00 ——

上年结转资金 0.00 0 0.00 —— 0 ——

其他资金 0.00 0 0.00 —— 0 ——

年度总体目

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内政办发【2022】22 号文件中第二项内容：按照《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建设

方案》，确保项目建设总投资和前期运营资金不留缺口，同时给予输出医院管理费用 3000

万元/年，因文件要求中无具体任务目标及实施内容，故 2023 年项目目标无法设定，特此

说明。

于 2023 年给予输出医院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管

理费用 3000 万元/年，完成全年预算。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方向 年度指标值

实际

完成

值

计量

单位

分

值

得

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改

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给予输出医院管理费用 正向 等于 3000 3000 万元 20 20

质量指标 年度人员考核达标率 正向 大于等于 95 99 % 10 10

时效指标 管理人员进驻时间 反向 小于等于 12 2 月份 10 10

成本指标 降低管理成本 定性 优 优 10 8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统筹区域优质资源发展 定性 优 优 15 10

可持续影响 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 定性 优 优 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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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提升患者满意度 正向 大于等于 90 92.9 % 10 10

总分 100 90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3年度）

两癌 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两癌”筛查项目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实施单位 各盟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资金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

年度资金总额： 4050 4050 100.00%

其中：财政拨款 4050 405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 0 ——

其他资金 0 0 ——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

措施

分配科学性 经处务会、分管主任办公会研究，按照任务数和补助标准分配

下达及时性 按要求及时完成分配

拨付合理性 及时拨付

使用规范性

遵循国家和自治区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规范使用中央和

自治区经费

执行准确性 是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遵循国家和自治区项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规范使用中央和

自治区经费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是

总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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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为 35-64 岁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免费提供“两癌”筛查服务，普及“两

癌”防治知识

全年累计完成“两癌”筛查 67.2 万例，宫颈癌早诊率达到 95%，

乳腺癌早诊率达到 70%。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

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两癌”筛查覆盖盟市数量 14 14

“两癌”筛查覆盖旗县数量 103 103

“两癌”筛查人数 67.2 万 67.2 万

自治区级完成质量控制次数（包括线上） 1 1

盟市级完成质量控制次数（包括线上） 2 2

旗县级完成质量控制次数（包括线上） 4 4

质量

指标

宫颈癌早诊率 ≥90% 96%

乳腺癌早诊率 ≥70% 74%

适龄妇女“两癌”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 80% 80%

时效

指标

完成年度“两癌”筛查任务
完成

完成

成本

指标

宫颈癌筛查经费补助标准 49元/人 按标准拨付

乳腺癌筛查经费补助标准 79元/人 按标准拨付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通过疾病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或减轻疾病对个人

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逐步降低或减少（中长

期）

达到预期目

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通过筛查促进农村牧区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两癌”早诊早治 不断促进（中长期） 达到预期目

标

通过早诊早诊，降低死亡率 逐步降低（中长期） 达到预期目

标

通过早诊早治，降低或减轻疾病对个人和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 逐步降低（中长期） 达到预期目

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广大农村牧区和城镇低保家庭适龄妇女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不

断提高

不断提高（中长期） 达到预期目

标

满

意

度

服务

对象

满意

适龄妇女满意度不断提升 不断提升（中长期） 达到预期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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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度指

标

说

明

自评得分：100 分

（三）部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以 2023 年度内蒙古自治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

资金项目为例，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为 92.30分，绩效评

价结果为“优”。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详见单位具

体绩效评价结果（见附件）。

第三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财政拨款，

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

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三、财政专户管理教育收费：指缴入财政专户、实行专项管

理的高中以上学费、住宿费、高校委托培养费、函大、电大、夜

大及短训班培训费等教育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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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取得的收入。

五、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

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取得附属独立核算单位

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七、其他收入：取得的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

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八、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指事业单位按照预算

管理要求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和专用结余弥补当年收支差额的

数额。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指单位上年结转本年使用的基本支出

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以及从非

财政拨款结余或经营结余中提取各类结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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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指单位结转下年的基本支出结

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经营结余。

十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所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十三、项目支出：指在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

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四、上缴上级支出：指事业单位按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

的规定上缴上级单位的支出。

十五、经营支出：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

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发生的支出。

十六、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指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收入之

外的收入对附属单位补助发生的支出。

十七、“三公”经费：指部门（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

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

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部门（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部门（单位）公务用车

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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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反映部门（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费用。

十八、机构运行经费：指部门（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安

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

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

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

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及其他费用等。

第四部分 决算公开联系方式及信息反馈渠道

本单位决算公开信息反馈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小林 联系电话：0471-6944596-

第五部分 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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