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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武汉市第四医院概况 

 

一、主要职能 

武汉市第四医院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为人民身

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从事医疗与护理、医学教学、

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

健康教育等业务。 

二、机构设置 

作为武汉市卫健委直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医院设有大骨

科（创伤骨科、小儿骨科、脊柱外科、足踝外科、手外科）、运

动医学科、康复医学科、疼痛科、普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

心胸外科、心血管内科、肿瘤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消化内科、

呼吸内科、肾病内科、重症医学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眼

科、中医科、麻醉科、感染性疾病科、急诊科、医学影像科、医

学检验科、病理科、核医学科、输血科等 83 个临床医技科室， 

和党务办公室、院务办公室、医务部、门诊办公室、护理部、公

共卫生科、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财务科、绩效管理办公室、采

购管理办公室、设备科、总务科等 26 个行政职能部门，编制床

位 2100张。 

三、人员构成 

武汉市第四医院总编制人数 1226人，其中：事业编制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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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职实有人数 856人，其中：事业编制 856人。另有编外长

期聘用人员 1604人，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 

离退休人员 879人，其中：离休 3 人，退休 8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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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武汉市第四医院 2022 年单位预算表 

 

表 1.收支总体情况表 

表 2.收入总体情况表 

表 3.支出总体情况表 

表 4.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表 5.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表 6.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表 7.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表 9.项目支出情况表 

表 10.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2.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3.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4. 中医事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5. 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维护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表 11-6. 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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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1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算数 项    目 预算数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6845.4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二、公共安全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入 三、教育支出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四、科学技术支出

五、事业收入 156800.00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六、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3.10

七、上级补助收入 七、卫生健康支出 149922.31

八、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八、节能环保支出

九、其他收入 九、城乡社区支出

十、农林水支出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十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四、金融支出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6654.33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廿一、其他支出

廿二、债务还本支出

廿三、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廿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本年收入合计 163645.48 本年支出合计 163645.48

上年结转结余 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163645.48 支    出    总    计 163645.48

备注：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是指教育收费收入；事业收入不含教育收费收入，下同。

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      入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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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2

部门/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小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事业收入

事
业
单
位
经
营
收
入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附
属
单
位
上
缴
收
入

其
他
收
入

小
计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
位
资
金

　713017 　武汉市第四医院 163645.48 163645.48 6845.48 156800.00

收入总体情况表

部门（单
位）代码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本年收入 上年结转结余

部门（单
位）代码

部门（单位）名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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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3

部门/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事业单
位经营
支出

上缴上
级支出

对附属
单位补
助支出

合计 163645.48 62976.59 100668.8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693.10 6693.1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6693.10 6693.10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2.89 32.8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946.94 5946.94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13.27 713.2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49922.31 49629.16 100293.15

　2100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61.57 61.57

　　21001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1.57 61.57

　21002 　公立医院 149278.88 49521.80 99757.08

　　2100201 　　综合医院 149278.88 49521.80 99757.08

　21004 　公共卫生 30.00 30.00

　　21004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30.00 30.00

　21006 　中医药 33.50 33.50

　　21006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33.50 33.5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7.36 107.3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07.36 107.36

　210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11.00 411.00

　　21099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11.00 411.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6654.33 6654.33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6654.33 6654.33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5640.90 5640.90

　　2210202 　　提租补贴 94.92 94.92

　　2210203 　　购房补贴 918.51 918.51

232 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232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232030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支出总体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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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4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本年收入 6845.48 一、本年支出 6845.48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845.48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公共安全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三）教育支出

二、上年结转 （四）科学技术支出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五）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01.09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七）卫生健康支出 3165.19

（八）节能环保支出

（九）城乡社区支出

（十）农林水支出

（十一）交通运输支出

（十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四）金融支出

（十五）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十六）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七）住房保障支出 1003.46

（十八）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十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廿一）其他支出

（廿二）债务还本支出

（廿三）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廿四）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年终结转结余

收   入   总   计 6845.48 支   出   总   计 6845.48

财政拨款收支总体情况表

收      入 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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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5

部门/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小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6,845.48 4,572.10 4,558.28 13.82 2,273.38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301.09 2,301.09 2,301.09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301.09 2,301.09 2,301.09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2.89 32.89 32.89

　　20805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554.93 1,554.93 1,554.93

　　20805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713.27 713.27 713.27

210 卫生健康支出 3,165.19 1,267.55 1,253.73 13.82 1,897.64

　21001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61.57 61.57

　　2100199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 61.57 61.57

　21002 　公立医院 2,521.76 1,160.19 1,146.37 13.82 1,361.57

　　2100201 　　综合医院 2,521.76 1,160.19 1,146.37 13.82 1,361.57

　21004 　公共卫生 30.00 30.00

　　2100499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 30.00 30.00

　21006 　中医药 33.50 33.50

　　2100601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33.50 33.50

　210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07.36 107.36 107.36

　　2101102 　　事业单位医疗 107.36 107.36 107.36

　210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11.00 411.00

　　21099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411.00 411.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003.46 1,003.46 1,003.46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003.46 1,003.46 1,003.46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449.28 449.28 449.28

　　2210202 　　提租补贴 94.92 94.92 94.92

　　2210203 　　购房补贴 459.26 459.26 459.26

232 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23203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2320301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 375.74 375.74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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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6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合计 4572.10 4558.28 13.82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313.14 3313.14

　30102 　津贴补贴 552.86 552.86

　301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554.93 1554.93

　30109 　职业年金缴费 713.27 713.27

　301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2.80 42.80

　30113 　住房公积金 449.28 449.28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82 13.82

　3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3.82 13.82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45.14 1245.14

　30301 　离休费 34.21 34.21

　30307 　医疗费补助 64.56 64.56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46.37 1146.37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表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本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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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7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费 公务用车运行费

说明：武汉市第四医院2022年无“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表

“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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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8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说明：武汉市第四医院2022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表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本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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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表9

部门/单位：武汉市第四医院 单位：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713017 　武汉市第四医院 100,668.89 2,273.38 98,395.51

　　31 　　本级支出项目 100,668.89 2,273.38 98,395.51

　　　42010022713T000000345 　　　公立医院改革补助 武汉市第四医院 1,347.51 1,347.51

　　　42010022713T000000346 　　　政府债务本息 武汉市第四医院 375.74 375.74

　　　42010022713T000000351 　　　中医事业发展 武汉市第四医院 33.50 33.50

　　　42010022713T000000352 　　　疾病预防与控制 武汉市第四医院 10.00 10.00

　　　42010022713T000000356 　　　医政医疗 武汉市第四医院 380.00 380.00

　　　42010022713T000000362 　　　科研培训 武汉市第四医院 22.00 22.00

　　　42010022713T000000364 　　　人才队伍建设 武汉市第四医院 41.57 41.57

　　　42010022713T000000366 　　　干部保健 武汉市第四医院 20.00 20.00

　　　42010022713T000000492 　　　基层卫生健康 武汉市第四医院 9.00 9.00

　　　42010022713T000000494 　　　健康武汉和爱国卫生 武汉市第四医院 20.00 20.00

　　　42010022713T000000498 　　　设备购置 武汉市第四医院 1,995.82 1,995.82

　　　42010022713T000000603 　　　机构运转维护 武汉市第四医院 94,818.25 14.06 94,804.19

　　　42010022713T000000634 　　　基本建设 武汉市第四医院 1,300.00 1,300.00

　　　42010022713T000000635 　　　信息化建设 武汉市第四医院 295.50 295.50

本年拨款
财政拨款结

转结余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位资金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合计

财
政
专
户
管
理
资
金

单位资金

项目支出情况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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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单位)
名称

填报人 联系电话

2021年 2020年

6845.48 4.18% 11729.07 7092.9

- - - -

156800 95.82 161200 171200

163645.48 100% 172929.07 178292.9

62962.77 38.47% 58909.15 61165.15

13.82 0.01% 13.94 14.6

100668.89 61.52% 114005.98 117113.15

163645.48 100% 172929.07 178292.9

部门职能概
述

年度工作任
务

项目
总预算

项目本年度预
算

项目主要支出
方向和用途

61.57 61.57
医疗保健、援
疆援藏人员生

活补助

411 411

骨科、疼痛、
麻醉质控中心
建设；专科诊
疗中心建设；
科研经费；全
科医生转岗培

训支出

30 30

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监测、
报告及健教；
恶性肿瘤防治

33.5 33.5
中医类课题研
究、中医药服
务体系建设

94818.25 94818.25
医院日常运行

维护

5314.57 5314.57

公立医院改革
补助、政府债
利息、设备购
置、医院基本
建设、信息化

建设

项目支出情
况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 本级支出项目

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维护 本级支出项目

公共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 本级支出项目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本级支出项目

本级支出项目

中医事业发展 本级支出项目

项目名称 支出项目类别

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合  计

人员类项目支出

收入
构成

支出
构成 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部门总体
资金情况

当年金额 占比

合  计

武汉市第四医院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为人民身体健康提供医疗与护理保健服务，从事医疗与护理、医学
教学、医学研究、卫生医疗人员培训、卫生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保健与健康教育等业务。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抓好医院发展；
2.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3. 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扎实抓好医院工作；
4. 以提升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扎实抓好学科建设；
5.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扎实抓好医院改革；
6. 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向扎实抓好医疗服务管理；
7. 以百年人文积淀为引领扎实抓好人文名院建设

公开表10

总体资金情况

运转类项目支出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填报日期：2021年12月                                                                                     单位：万元

武汉市第四医院

孙克萍 027-68834958

近两年收支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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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1：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量指标 优势标志性护理专科

数量指标 对外合作中心

质量指标
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履约

率

质量指标 健康教育服务覆盖率

质量指标 综合实力

时效指标 规划周期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

评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长期目标2：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量指标 新增重点专科数

数量指标 市级巾帼文明岗

数量指标 市级青年文明号

时效指标 规划周期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

评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95%

2021年-2025年

5个

≥50%

指标值

整体绩效
总目标

长期目标(截止2025年) 年度目标

目标1：医院健康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各项发展指标在市属
医院中居于前位，建成一批诊疗水平、综合实力省内乃至国
内领先的龙头名科，打造一批区域专科疾病诊疗中心，带动
医学科技创新、疑难重症诊疗、医学人才培养等水平达到区
域顶尖水平，总体医疗服务水平重要指标进入湖北省三级医
院第一方阵。进一步加强骨科、心血管内科、疼痛科等医院
龙头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升专科影响力和辐射力，推动其
向更高层次重点专科目标迈进。
目标2：根据学科发展目标和计划，科学制定人才引进计
划，丰富引进方式，完善激励措施，为重点学科建设增强活
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开展高端
人才定制培养，造就更多的领军型人才和医学重点人才。完
善人才培养制度，遴选业务精、潜力大的青年人才，加快医
学后备人才培养和卫生管理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人才支撑。
目标3：根据学科发展目标和计划，科学制定人才引进计
划，丰富引进方式，完善激励措施，为重点学科建设增强活
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开展高端
人才定制培养，造就更多的领军型人才和医学重点人才。完
善人才培养制度，遴选业务精、潜力大的青年人才，加快医
学后备人才培养和卫生管理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人才支撑。开展争创人文科
室，争当人文医师、人文护师等文化创建活动，开展“巾帼
文明岗”、“青年文明号”创建和各种先模人物评选活动。

目标1：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卫健委关于疫情防控的
最新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做好院感预防
与控制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发
挥医疗机构防控哨点作用，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工作机
制，进一步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坚持医防
结合，全面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日常医疗服务工作。
目标2：坚持围绕“稳中求进”，统筹谋划，精准施策，
推动医疗改革和医院发展深度融合。坚持立足长远，深度
挖掘潜力，激发活力，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狠抓医疗业
务和医疗质量，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能。依托“
智慧医院”建设，完善医疗服务全流程质量控制系统，开
展慢性病全疾病周期管理，推动体检科向健康管理中心转
型，全面推进“323”攻坚行动，全面落实医疗服务改善
措施，全面实施医疗质量提升工程。
目标3：以十四五发展规划为蓝图，进一步科学规划学科
发展布局，凝练学科建设方向，细化学科发展目标，坚持
以临床需求及技术发展为导向，加大高级人才引进和培养
力度，统筹推进各级重点学科建设。合理利用现有学术、
技术平台，着力发展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开展一体化诊
疗，推进高水平诊疗中心建设，全力推动医、教、研等各
方面工作，通过学科建设使医院临床水平提升、学术地位
提高、人才队伍优化，社会服务能力和医院综合实力增强
。

医院健康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各项发展指标在市属医院中居于前位，建成一批诊疗水平、综合实力省内乃至国内领先
的龙头名科，打造一批区域专科疾病诊疗中心，带动医学科技创新、疑难重症诊疗、医学人才培养等水平达到区域顶
尖水平，总体医疗服务水平重要指标进入湖北省三级医院第一方阵。进一步加强骨科、心血管内科、疼痛科等医院龙
头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升专科影响力和辐射力，推动其向更高层次重点专科目标迈进。在确保学科优势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亚专科发展，支持潜力学科建设，形成技术优势和品牌效应，提升学科整体实力。

长期绩效指
标

产出
指标

武汉市第四医院十四五发展
规划（2021-2025）

湖北省三级医院第一方阵

≥85分

2022年医院工作目标和任务

≥90分

≥3

指标值确定依据

根据学科发展目标和计划，科学制定人才引进计划，丰富引进方式，完善激励措施，为重点学科建设增强活力。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设立人才培养专项基金，开展高端人才定制培养，造就更多的领军型人才和医学重点人才。完善人才
培养制度，遴选业务精、潜力大的青年人才，加快医学后备人才培养和卫生管理人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为医
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人才支撑。开展争创人文科室，争当人文医师、人文护师等文化创建活动，开展“巾帼文明
岗”、“青年文明号”创建和各种先模人物评选活动。

长期绩效指
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产出
指标

武汉市第四医院十四五发展
规划（2021-2025）

≥8个

≥6

≥15

效益
指标

2021年-2025年

2022年医院工作目标和任务
≥85分

≥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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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目标3：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卫生高端人才

数量指标 医疗卫生中青年拔尖人才

数量指标
医疗卫生青年技术、学术

骨干

数量指标 青苗计划人才培养

数量指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量指标 SCI文章单篇影响因子

时效指标 规划周期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

评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年度目标1：

前年 上年

数量指标 全年出院人次 - 提升50.42% 提升2%

数量指标 平均住院天数 10.2 9.2 ＜9.2天

数量指标 全年门急诊人次 - 提升48.48% 提升3.5%

质量指标 病床使用率 74.50% 84.30% ＞85%

质量指标 资产负债率 44.27% 43.99% ＜45%

质量指标 药品网上集中采购率 90.00% 90.00% ≥90%

成本指标
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提取医疗风险金占

比
5.56% 8.03% ≤9%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

评
85分 85分 90分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 85% 85% ≥90%

年度目标2：

坚持围绕“稳中求进”，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推动医疗改革和医院发展深度融合。坚持立足长远，深度挖掘潜力，
激发活力，以学科群建设为抓手，狠抓医疗业务和医疗质量，为医院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能。依托“智慧医院”建
设，完善医疗服务全流程质量控制系统，开展慢性病全疾病周期管理，推动体检科向健康管理中心转型，全面推进“
323”攻坚行动，全面落实医疗服务改善措施，全面实施医疗质量提升工程。

2022年医院工
作目标任务及
部门项目计划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卫健委关于疫情防控的最新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做好院感预防与控制工
作，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积极发挥医疗机构防控哨点作用，压实工作责任，优化工作机制，进一步提
升风险抵御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坚持医防结合，全面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日常医疗服务工作。

年度绩效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

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实现

值

产出
指标

≥8分

效益
指标

2021年-2025年

2022年医院工作目标和任务
≥85分

≥90分

完善人才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制定实施各类人才引进、培养计划，设立管理后备人才库，坚持引、育、用结合，持续改
善优化人才结构，为医院未来发展注入持久强劲动力。分别以培养学科带头人、接班人、技术骨干、学术骨干为目
标，制定实施高端人才和中青年骨干人才支持计划。着力培育青年科研创新团队, 重点扶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
目，实现面上基金项目的历史性突破。加强与国内外医疗机构横向联合，引进新技术、新项目，开展科研合作。

长期绩效指
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10人

武汉市第四医院十四五发展
规划（2021-2025）

≥10人

≥40人

≥80人

≥3项

产出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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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 上年

数量指标 及时率、准确率、完整率
96%、98%、

98%
96%、98%、

98%
≥96%、≥98%

、≥98%

数量指标 专项疾病防治项目开展数 - - 1

质量指标 慢病防治宣传普及率 98% 98% ≥98%

时效指标 预算进度 100%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中医药示范单位建设完成

率
- - ≥90%

满意度
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科研研究人员服务满意度 87% 86% ≥86%

年度目标3：

前年 上年

数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人数 42 45 ≥30人

数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结业考核人数
- 321 ≥300人

数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合格证书制作数量

- 302 ≥300本

数量指标 骨科科研立项 9 12 ≥10项

数量指标 骨科科研论文 27 25 ≥25篇

数量指标 培训次数 4次 4次 ≥4次

数量指标 课题立项数 42 43 ≥20项

数量指标 医疗设备采购完成率 100% 100% 100%

质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结业考核合格率
- 94.08% ≥86%

质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技能考核合格率
- 95.80% ≥86%

质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合格率 100% 100% ≥86%

质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完成率 100% 100% ≥86%

质量指标 解决临床/科研难题 1 1 ≥1项

效益
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基层医疗服

务水平质量提升率
80.00% 80.00% ≥80%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技术培训满意度 85% 85% ≥85%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疗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85% ≥85%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满
意度

87% 86% ≥86%

年度绩效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

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实现

值

年度绩效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

据
近两年指标值 预期当年实现

值

产出
指标

2022年医院工
作目标任务及
部门项目计划

满意度
指标

产出
指标

以十四五发展规划为蓝图，进一步科学规划学科发展布局，凝练学科建设方向，细化学科发展目标，坚持以临床需求
及技术发展为导向，加大高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统筹推进各级重点学科建设。合理利用现有学术、技术平台，着
力发展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开展一体化诊疗，推进高水平诊疗中心建设，全力推动医、教、研等各方面工作，通过学
科建设使医院临床水平提升、学术地位提高、人才队伍优化，社会服务能力和医院综合实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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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医疗保健
做好体检和医疗保障
相关工作,发放健康讲
座资料及保健用品。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

人才队伍建设
援疆援藏人员生活补

助等经费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41.57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1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0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项目立项依据

按全国、全省医疗保健工作会议的要求和全市卫生计生工作会议的统一部署，加强健康管理、
弘扬保健文华、提高保健水平、促进医疗保健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调整援藏援疆干部人
才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鄂组通〔2021〕6号）、武汉市第四医院关于援派、对口支援、借
调、挂职等人员福利待遇的相关规定。

项目实施方案 发放健康讲座资料和保健用品；对于援疆援藏人员按标准、及时的给予经费补助。

项目总预算 61.57 项目当年预算 61.57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20万元，2021年项目预算22.6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医疗保健20万元，较前两年无变化；2021年援疆援藏经费2.6万元，
2022年加强援疆援藏工作建设与落实，增派援疆援藏人员，经费增长至41.57万元。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61.57

项目资金来源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1.57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61.57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主要依据近几年来，实际费用测算。

根据《关于调整援藏援疆干部人才生活补
助标准的通知》（鄂组通[2021]6号）测

算。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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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普及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9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85%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85%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普及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卫生健康科普知识

普及率
≥90% ≥90% ≥90%

合作单位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支援合作单位数量 - 1 ≥2

支援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派出支援人数 - 1 ≥2

执行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经费使用执行率 100% 100% ≥98%

执行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策执行率 - 100% 10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

率
≥80% ≥80% ≥9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80% ≥9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工满意率 ≥90% ≥90% ≥95%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无 无 无

医疗保健 促进医疗保健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对偏远地区人员交流、医疗业务沟通，并通过项目组成员的密切交流和合作，提高相关人
员的科研能力，带动学科科研发展。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长期绩效目标表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卫生健康科普知识普及率

指标值确定依
据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年度绩效目标表

指标值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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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商品和服务支出 50

资本性支出
（一）

330

医政医疗

1.开展骨科、疼痛、麻醉质
控中心医疗服务整体管理与
质量控制相关的科研和学术
交流。
2.为学科建设合理配置医疗
设备。

1.学术培训支出按相关标准测算。
2.依照医学装备技术升级与学科使用规
划，合理选择使用配置。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411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305.81万元，2021年项目预算721.4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医政医疗2020年预算242.62万元，2021年预算623.8万元，2022年专病专科建设
已过高峰期，预算较2021年有明显下降；科研培训2020年预算51.35万元，2021年预算49万元，2022年
科研培训预算申报只针对已立项的项目，所以预算较前两年有所减少；基层卫生健康2020年预算50.84
万元，2021年预算48.6万元，均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2022年预算9万元，不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预
算较前两年有较大幅度减少。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411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411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下达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安排,进行学员的临床培训及基层实践培训。武汉地区全科
转岗培训结业考核工作根据武汉市卫健委下达的工作完成技能考核及结业考核等。根据《医疗质量管
理办法》，为认真贯彻落实武汉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市级质控中心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我院有麻醉和
骨科两个质控中心，具体由我院医务处负责督导建设，做好全市医疗机构的专业质控、人员培训和业
务指导等工作。为进一步推动我院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医学科学/医药管理科学技术人才，提高我院
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医学科研
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国卫科教函〔2014〕182号）《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学研究
项目管理办法》（武卫生计生办〔2015〕59号）等文件精神，医学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本单位科研
项目的申报、年度评估、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省/市医学科学研究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省/市
财政拨款，用于资助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我院科教科遵循科学、公开、公正原则进行项目经费管理
工作。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中心建设规划，四医院主要负责区域内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推广适宜
有效的诊疗技术，有助于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加强学科建设、提高医院整体医疗水平，体
现医院专科特色，展示医院学术优势，增强科学硏究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措施。

项目实施方案

1.全年开展骨科、疼痛、麻醉质控中心医疗服务整体管理与质量控制相关的科研和学术交流培训会、
质控督导检查等；购进临床医疗设备，加强人员培养，促进1+N专科诊疗中心建设。
2.开展科研项目研究，医院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加强科研工作的进行。
3.有计划的开展全科转岗医生培训工作及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加强培训质量，提高结业考核
通过率。

项目总预算 411 项目当年预算 411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2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5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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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培训

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各种耗
材使用、分析检测、参会差
旅、举办学术会议、成果发

表、劳务支出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 22

基层卫生健康

开展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
及武汉地区全科医生转岗培
训结业考核（技能考核），
其中用于结业考核（命题费
、监考费、评审费及工作人
员劳务费等）经费支出和全
科转岗培训合格证书制作等

。

商品和服务支出 9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覆盖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8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80%

满意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90%

质量提升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8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85%

1 55

射频消融手术系统 1

根据《湖北省2019年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项目实施方案》标准进
行测算。

80

科研培训

根据医学科学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和医院的实际，对一些科室进行合并、整合，合理及时地
调整医院学科设置，通过重点专学科建设，优化科研与临床的更加紧密结合，使科研能力的提高和临
床医疗水平的提高相互推动，进一步形成医疗特色品牌和优势。通过重点专学科建设，优化科研、教
学平台，把科研和教学更好地相结合，以科研、重点专学科建设促教学，进一步提高医院教学工作的
质量和水平。

冲击波治疗仪 1 55

全科医生业务水平提高覆盖率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率

医疗服务对象满意度

全科医生基层医疗服务水平质量
提升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就诊医院
检验质量放心率

医政医疗

积极推进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建设和管理工作，在规范诊疗行为，提高诊疗水平，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
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大科教管理力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医院将落实好经费的下拨投
入，着力提高科研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推动医院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重点专学科要根据医学科技
和医院发展的需求，明确方向，重点突破，力争取得标志性科研成果，使学科科研水平和科研创新能
力有较大的提高，根据医学科学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和医院的实际，对一些科室进行合并整
合，合理及时地调整医院学科设置，通过重点专学科建设，优化科研与临床的更加紧密结合，使科研
能力的提高和临床医疗水平的提高相互推动，进一步形成医疗特色品牌和优势。

基层卫生健康
完成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教学开展（临床培训、教学活动等），结业考核根据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进行
组织和安排。

长期绩效目标表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主动脉球囊反搏泵 1 40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55

1

臭氧大自血治疗仪

依据课题实施过程中实际工作需要进行支
出：
材料费包括课题研究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
、辅助材料、易耗品等的采购、装卸、整
理费用；测试加工费包括研究过程中支付
予外单位的检验、测试、分析等费用；差
旅/会议/合作与交流费用指研发过程中组
织开展学术研讨/咨询/协调而举办会议的
费用或参加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会议的旅
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指研发过程中检索资料费、成果出版费、
软件购买费及专利等知识产权事务费用；
劳务费指研发过程中支付予项目参与成员
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在校研究生/博士后和
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费用；管理费指项目
依托单位用于组织项目申报、形式审查、
科研能力培训、结题等各项科研管理支出
的费用。

射频热疗系统 1 45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骨科动力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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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实现

参培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人数
42 45 ≥30人

考核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结业考核

人数
- 321 ≥300人

制作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合格证书

制作数量
- 302 ≥300本

立项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骨科科研立项 9 12 ≥10项

论文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骨科科研论文 27 25 ≥25篇

培训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次数 4次 4次 ≥4次

立项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课题立项数 42 43 ≥20项

采购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设备采购完成

率
100% 100% 100%

培训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质控员培训完成率 100% 100% 100%

结业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结业考核

合格率
- 94.08% ≥86%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武汉地区全科医生
转岗培训技能考核

合格率
- 95.80% ≥86%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合格率
100% 100% ≥86%

完成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完成率
100% 100% ≥86%

科研突破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解决临床/科研难

题
1 1 ≥1项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安装验收合格

率
100% 100% 100%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0%

采购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100% 100% 100%

使用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医疗设备购置资金

使用率
90% 90% ≥9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

率
80% 80% ≥80%

满意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对就诊医院检验

质量放心率
85% 85% ≥90%

质量提升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基层
医疗服务水平质量

提升率
80% 80% ≥80%

上报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质控报告上报率 85.42% 88.89% ≥9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技术培训满意度 85% 85% ≥85%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医疗服务对象满意
度

85% 85% ≥85%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学员满意度

87% 86% ≥86%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年度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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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疾病预防与控
制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报告及
健教，加强适时干预，配备相应物
资，以期降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
发病率，加强人群的疾病防控意识
。放射防护相关监测、检测，放射
人员职业健康体检、个人剂量监测
及培训，配备相应防护物资，以保
障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

商品和服务支出 10

健康武汉和爱
国卫生

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疾病、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高血压疾病、糖
尿病疾病、出生缺陷疾病、儿童青
少年近视、精神卫生疾病、专项防

治组培训

商品和服务支出 20

名称 目标说明

疾病预防与控制
加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报告工作，加强筛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提高广大人群防治疾病
的意识，提高广大人群健康水平。

健康武汉和爱国卫生
针对恶性肿瘤疾病开展专项防治攻坚工作，对疾病防治进修数据采集、清洗、研究，为防治攻坚工
作打好基础。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无 无 无

项目绩效总目标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报告及健教：
10万元

肿瘤专病防治中心研究工作20万元。

3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 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预算31万，2021年预算30万。
2. 当年预算变动情况：预算与2021年相比，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的费用由30万减少至10万，压缩
2/3；新增健康武汉和爱国卫生支出20万。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30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0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项目立项依据

1、根据《武汉市二级以上医院公共卫生工作规范与考核标准》及近年来全市慢病发病率，并结合
医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工作实际情况。
2、根据医院开展的公卫工作：健康教育与促进、公共场所控烟等工作。
3、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实施健康武汉行动的通知》（武政﹝2020﹞12号）《市卫生健康委
关于成立健康武汉行动和“323”攻坚行动领导小组的通知》（武卫通〔2021〕36号）的精神，深
入推进健康武汉行动，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
4、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市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意见》（武政规﹝2018﹞9号）
第四点（加快推进职业病防治体系建设，助推职业卫生升级），增强医院职业健康检查，落实职业
病保障措施，建立档案，加强放射相关职业病管理。

项目实施方案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监测、报告及健教，加强适时干预，配备相应物资，以期降低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发病率，加强人群的疾病防控意识。
2.主要对恶性肿瘤疾病开展专项防治攻坚工作，对疾病防治进修数据采集、清洗、研究，为防治攻
坚工作打好基础。

项目总预算 30 项目当年预算 30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3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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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80%

普及率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90%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实

现

及准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及时率、准确率、完整

率
96%、98%、

98%
96%、98%、

98%
≥96%、≥
98%、≥98%

开展项目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专项疾病防治项目开展

数
- - 1

执行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预算进度 100% 100% 10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率 80% 80% ≥80%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 90% 90% ≥90%

长期绩效目标表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率

传染病防治、慢病防治宣传普及率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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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中医事业发展

预算资金用于科研项目
实施过程中各种耗材使
用、分析检测、参会差
旅、举办学术会议、成
果发表、劳务支出等；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的
框架搭建、筹备工作经

费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33.5
实施过程中实际工作需要支出的项目，按
照有关规定测算。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33.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11.5万元，2021年项目预算11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中医类科研项目由2020年11.5万、2021年11万减少至2022年的3.5万，原因
是只申报已立项的科研项目，用于中医类科研课题经费；另外新增中医药示范单位建设项目，预算
金额30万。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33.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3.5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项目立项依据

为进一步推动我院科学研究的发展，培养医学科学/医药管理科学技术人才，提高我院医学研究领
域的成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医学科研项目和
资金管理的通知》（国卫科教函〔2014〕182号）《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学研究项
目管理办法》（武卫生计生办〔2015〕59号）等文件精神，医学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本单位科研
项目的申报、年度评估、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管理工作。省/市医学科学研究基金经费主要来源于省/
市财政拨款，用于资助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我院科教科遵循科学、公开、公正原则进行项目经费
管理工作。

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已立项的中医类科研项目，同时完成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搭建、筹备工作。

项目总预算 33.5 项目当年预算 33.5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中医事业发展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4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中医事业发展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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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科研突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1项

建设完成率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86%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发表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文章发表 2 2
≥1篇/项

目

出院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中医科出院人

次
290 709 ＞780

门诊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中医年门诊量占比 2.81% 3% ≥3.2%

讲座量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全院中医学术

讲座次数
0 5 5

立项数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省/市级课题立项 6 2 ≥1项

人才培养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中医创新骨干人才

培养人数
0 0 1

及时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经费按时使用率 52.20% 100% ≥90%

科研突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临床/科研难

题
1 1 ≥1项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对中医药服务
满意度

90% 90% ≥90%

满意度 满意度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科研研究人员服务
满意度

87% 86% ≥86%

指标值确定依据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患者对中医药服务满意度

科研研究人员服务满意度

长期绩效目标表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解决临床/科研难题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中医事业发展

科研基金经费用于开展医学领域疾病的临床/基础研究工作，解决临床治疗/机制研究难题，并取得
高质量文章发表等成果。同时以已实施项目为依托和延续，争取再次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市
卫生计生部门、科技部门项目。并通过项目组成员的密切交流和合作，提高相关人员的科研能力，
带动学科科研发展；拟定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完成筹备工作，初步建成中医药示范单位。

无 无 无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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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机构运转维护

主要用于我单位2022年
度日常公用经费, 购买
专用材料, 债务利息支
出, 固定资产折旧、无
形资产摊销、提取医疗
风险金等，更换公务用
车共1辆，药品补偿经
费主要用于医院日常基
本运营能源消耗，根据
医院发展规划申报购置

医疗专用设备。

商品和服务支出 94818.25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根据医院全面预算要求，确保医院正常运
营的各项支出，按照历史数据测算。

14.06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94804.19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116218.94万元，2021年项目预算108877.36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 根据医院发展规划，同时受疫情影响减小2022年预计医院门急诊人
次和出院人次都要较2021年略有增长，用于购买药品和卫生材料的费用也比2021年增加。2022年为
满足临床业务量增大带来的设备和软件新需求，医院新购进医疗设备、临床软件升级维护方面支出
会增加，同时影响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数额增加，但按照经费压减的原则，故总体预算安
排较2021年略降低。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94818.25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4.06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国家
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确定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卫体改发〔2015〕62号）精神，四医院作为武汉市首批试点医院，以破除以药
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以公立
医院管理、运行、补偿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着力体现分级诊疗、社会办医和健康管理等特色工
作；根据国家医疗服务中心建设规划，四医院主要负责区域内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推广适宜
有效的诊疗技术，有助于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培养骨干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加强学术交
流和区域协作，提高区域医疗服务水平认真落实医改任务，积极参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学科
建设、提高医院整体医疗水平，体现医院专科特色，展示医院学术优势，增强科学硏究能力和社会
服务功能的重要措施。医院以重点专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医院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整体提升医
院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推动医疗、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全面发展。

项目实施方案

建立健全良好的医院运营管理体制，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保障公务活动开展、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加大预算管理考核力度，加强医疗服务质量，让病人满意。积极响应公立医院改革政策，以公立
医院管理、运行、补偿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着力体现分级诊疗、社会办医和健康管理等特色工
作。加强特色专科建设、科研能力提升，将专科建设及科研成果积极用于临床、用于患者；紧抓青
年人才培养，提高医疗水平。

项目总预算 94818.25 项目当年预算 94818.25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维护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5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维护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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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均住院天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9.2天

使用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85%

资产负债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45%

满意度测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90分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90%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在职人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院在职人数 - 降低0.65% 提升2.5%

出院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出院人次 - 提升50.42% 提升2%

均住院天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平均住院天数 10.2 9.2 ＜9.2天

急诊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年门急诊人次 - 提升48.48% 提升3.5%

使用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病床使用率 74.50% 84.30% ＞85%

资产负债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资产负债率 44.27% 43.99% ＜45%

集采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药品网上集中采购

率
90% 90% ≥90%

支出比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日常公用经费占比 21.78% 9.58 ≤10%

支出比 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固定资产折旧、无
形资产摊销、提取
医疗风险金占比

5.56% 8.03% ≤9%

满意度测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

意度测评
85分 85分 90分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
高

85% 85% ≥90%

项目采购

品名 数量 金额

CT维保 1 20

病床使用率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机构运转维护

建立健全良好的医院运营管理体制，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保障公务活动开展、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加大预算管理考核力度，加强医疗服务质量，让病人满意。积极响应公立医院改革政策，以公立
医院管理、运行、补偿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着力体现分级诊疗、社会办医和健康管理等特色工
作。

长期绩效目标表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

第三方人员劳务费 1 330

资产负债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平均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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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
活动内容

表述
支出经济
分类

金额 备注

公立医院改革
补助

公立医院改革补助用于
医院日常运营支出，主
要用于水电、气支出。

商品和服务支出 1347.51

政府债务本息 一般债利息支付
债务利息及费用

支出
375.74

设备购置

为保障医院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与保障等
工作，促进医学装备合
理配置、安全与有效的
利用，充分发挥使用效
益，保证医院临床工作
及学科建设健康发展。

资本性支出 1995.82

基本建设 武胜院区综合改造 资本性支出 1300

信息化建设
医院无形资产购置，信

息化系统升级
资本性支出 295.5

  其中：使用上年度财政拨款结转

项目支出明细测算

测算依据及说明

根据政策比例测算。

按地方债利率测算。

医用设备采购依据历年医学装备采购价及
公开招标各医院中标金额（合同金额）、
依照医学装备技术升级与学科使用规划、
付款进度合理选择使用配置。

依据信息化需求程度，信息化工作量，同
时参照市场价格预计。

依据历年房屋改造项目，同时参照市场价
格预计。

1723.2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单位资金 3591.32

项目前两年预算及当年预算变动情况

1.前两年预算安排情况：2020年项目预算1246.08万元，2021年项目预算1723.23万元
2.当年预算变动情况及理由：2022年较前两年增幅主要是：加强医院医疗水平，提高患者就医环
境，加快智慧医院建设，增加设备购置1995.82万元，房屋基本建设1300万元，信息化建设295.5万
元。

项目资金来源

来源项目 金额

合计 5314.57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723.25

  其中：申请当年预算拨款

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医疗卫生机构医学装备管理办法》《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为了保证医疗器械
的安全、有效，保障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医学装备管理部门规范和加强医院学装备管理，保障医
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工作，促进医学装备合理配置、安全与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使
用效益，保证医院临床工作及学科建设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3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确定第三批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及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卫体改发〔2015〕62号）精
神，四医院作为武汉市首批试点医院，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为关键环节，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领
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以公立医院管理、运行、补偿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
着力体现分级诊疗、社会办医和健康管理等特色工作；需要定期支付1.01亿地方债及手续费；根据
国家医疗服务中心建设规划，四医院主要负责区域内疑难危重症的诊断与治疗，推广适宜有效的诊
疗技术，有助于医学发展和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培养骨干人才和学科带头人；加强学术交流和区域
协作，提高区域医疗服务水平认真落实医改任务，积极参与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学科建设、提
高医院整体医疗水平，体现医院专科特色，展示医院学术优势，增强科学硏究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
的重要措施。医院以重点专学科建设为龙头，带动医院相关学科的发展，从而整体提升医院的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推动医疗、科研、教学和管理的全面发展。

项目实施方案

加大科教管理力度，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医院将落实好经费的下拨投入，着力提高科研水平和科
研创新能力，推动医院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重点专学科要根据医学科技和医院发展的需求，明确
方向，重点突破，力争取得标志性科研成果，使学科科研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有较大的提高，根据
医学科学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和医院的实际，对一些科室进行合并整合，合理及时地调整
医院学科设置，通过重点专学科建设，优化科研与临床的更加紧密结合，使科研能力的提高和临床
医疗水平的提高相互推动，进一步形成医疗特色品牌和优势。

项目总预算 5314.57 项目当年预算 5314.57

支出项目类别 本级支出项目

起始年度 2022 终止年度 2022

单位地址 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473号 邮政编码 430033

项目属性 持续性项目

项目主管部门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 项目执行单位 武汉市第四医院

项目负责人 王岚 联系电话 027-68834959

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公开表11-6

申报日期：2021.12月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 项目编码 420100227130030000108

 



 

 — 32 —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值

满意度测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90分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85%

前年 上年
预计当年
实现

采购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设备采购完成

率
100% 100% 100%

采购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信息系统采购完成

率
100% 100% 100%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安装验收合格

率
100% 100% 100%

合格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100% 100%

采购率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100% 100% 100%

使用率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医疗设备购置资金

使用率
90.00% 90.00% ≥90%

知晓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对象项目知晓

率
85.00% 85.00% ≥85%

满意度测评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

意度测评
85分 85分 90分

满意度 效益指标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
高

85.00% 85.00% ≥85%

规范和加强医院学装备管理，保障医院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等工作，促进医学装备合理配
置、安全与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使用效益，保证医院临床工作及学科建设健康发展。

基本建设 完成武胜院区房屋改造，提高患者就医环境。

信息化建设 加快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提升医疗工作效率，提升医疗行为的速度花，精准化。

武胜院区综合改造 1 1300

按时完成一般债利息支付，保持医院完好信用

设备购置

年度绩效目标表

目标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确定依据

第三方医疗服务满意度测评

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

公立医院改革补助

建立健全良好的医院运营管理体制，控制费用，降低成本，保障公务活动开展、提高行政工作效率
。加大预算管理考核力度，加强医疗服务质量，让病人满意。积极响应公立医院改革政策，以公立
医院管理、运行、补偿等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着力体现分级诊疗、社会办医和健康管理等特色工
作。

长期绩效目标表

三级指标 指标值确定依据

政府债务本息

无形资产购置、信息系统升级 9 295.5

项目绩效总目标

名称 目标说明

品名 数量 金额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采购 26 1995.82

项目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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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武汉市第四医院 2022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安排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武汉市第四医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

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事业收入。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2022 年收支总预算 163645.48万元。比 2021年

预算减少 9283.59 万元，下降 5.4%，主要是本年度没有政府性

基金财政拨款，同时业务量较上一年度有一定减少。 

二、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收入预算 163645.48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收入 6845.48万元，占 4.18%；事业收入 156800.00 万元，占

95.82%。       

三、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支出预算 163645.4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2976.59    

万元，占 38.48%；项目支出 100668.89 万元，占 61.5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6845.48 万元。收入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本年收入 6845.48 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 2301.09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3165.19万元、住房保障

支出 1003.46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375.7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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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6845.48 万元。其中：(1)本年预

算 6845.48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 185.76 万元，下降 2.64%，

主要是离退休人员减少；(2)上年结转 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结构情况。 

基本支出 4572.10 万元，占 66.79%，其中：人员经费 4558.28    

万元、公用经费 13.82万元；项目支出 2273.38万元，占 33.21%。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事

业单位离退休(项)32.89 万元，比 2021年预算减少 11.97万元，

下降 26.67%，主要是离休人员减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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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4.93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50.64 万元，增长 3.37%，主要是在职人员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调整。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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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7万元，比 2021年预算

减少 3.06万元，下降 0.43%，主要是在职在编人员人数减少。 

卫生健康支出(类) 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 其他卫生健康

管理事务支出(项)61.57 万元，比 2021年预算增加 61.57万元，

主要是调整项目归集口径，用于援疆援藏、医疗保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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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支出(类) 公立医院(款) 综合医院(项)2521.76 万

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 677.82 万元，下降 21.18%，主要是调

整项目归集口径。 

卫生健康支出(类) 公共卫生(款)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30

万元，与 2021年一致。 

卫生健康支出(类) 中医药(款)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

(项)33.5万元，比 2021年预算增加 22.5万元，增长 204.55%，

主要是加强对中医药的投入。 

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

(项)107.36万元，比 2021年预算减少 8.04万元，下降 6.97%，

主要是在职在编人员人数减少引起。 

卫生健康支出(类)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 其他卫生健康支

出(项)411 万元，比 2021年预算减少 481.85万元，下降 53.97%，

主要是调整项目归集口径。 

住房保障支出 (类 ) 住房改革支出 (款 ) 住房公积金

(项)449.28万元，比 2021年预算减少 2.03万元，下降 0.45%，

主要是在职在编人员人数减少引起。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 提租补贴(项)94.92

万元，比 2021年预算减少 0.89万元，下降 0.93%，主要是在职

在编人员人数减少引起。 

住房保障支出(类) 住房改革支出(款) 购房补贴(项)459.26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减少 13.61 万元，下降 2.88%，主要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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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在编人员人数减少引起。 

债务付息支出(类)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款) 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项)375.74 万元，比 2021 年预算增加

375.74 万元，主要是调整项目归集口径。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安排情况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4572.10 万元，按单位预算

支出经济分类包括： 

(一)工资福利支出 3313.14万元，主要用于：津贴补贴、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住房公积金。 

(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45.14 万元，主要用于：离休费、

医疗费补助、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三)商品和服务支出 13.82万元，主要用于：其他商品和服

务支出。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安排情况 

2022年没有安排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2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项目支出安排情况 

2022年项目支出 100668.89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

年拨款 2273.38万元，单位资金 98395.51万元。具体使用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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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管理事务 61.57 万元，主要用于医疗保健、人才队

伍建设。 

卫生健康能力建设 411万元，主要用于医政医疗、科研培训、

基层卫生健康。 

公共卫生服务 30万元，主要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健康武

汉和爱国卫生。 

中医事业发展 33.5 万元，主要用于中医服务体系建设。 

医疗卫生机构运转维护 94818.25万元，主要用于机构日常

运转维护。 

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和发展 5314.57 万元，主要用于公立医院

改革补助、政府债务本息、设备购置、基本建设、信息化建设。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2年没有机关运行经费。 

(二)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支出合计 4271.32 万元。包括：货物

类 2621.32万元，工程类 1300万元，服务类 350万元。 

(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情况 

2022年没有政府购买服务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情况 

2022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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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占有使用国有资产 260,701.95 万

元，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主要实物资产为：土地(使用面

积)33,016.8平方米，房屋 168,201.64 平方米，车辆 13辆，其

中一般公务用车 6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辆，其他车辆(含特

种专业技术用车)7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含)以上通用设备 28

台(套)，单价 100 万元(含)以上专用设备 132台(套)。2021 年

新增国有资产 52,388.12万元，主要为：基建项目转房屋价值,

通用设备 1084台(套)，车辆 2辆，专用设备 2696台(套)，家具

181 套，信息数据(软件)2 套。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2年，预算支出 163645.48 万元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设置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6个一级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同时，

拟对 2021 年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依法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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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

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单位资金：是指除财政拨款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以外的

资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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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教育收费收入。 

 (四)本单位使用的主要支出功能分类科目(项级)：如：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于养老方面的支出。 

事业单位离退休（项）：反映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经费。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

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反映机关事业单位

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类）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款）：反映卫

生健康、中医等管理方面的支出。 

其他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

他用于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方面的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类）公立医院（款）：反映公立医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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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支出。 

综合医院（项）：反映卫生健康、中医部门所属的城市综合

性医院、独立门诊、教学医院、疗养院和县医院的支出。 

4、卫生健康支出（类）公共卫生（款）：反映公共卫生支

出。 

其他公共卫生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

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中医药（款）：反映中医药方面的

支出。 

中医（民族医）药专项（项）：反映中医（民族医）药方面

的专项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反映行

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

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7、卫生健康支出（类）其他卫生健康支出（款）：反映除

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卫

生健康方面的支出。 

8、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反映行政事



 

 — 41 — 

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住房公积金（项）：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

纳的住房公积金。 

提租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的标准，行政事业单

位向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租金补贴。 

购房补贴（项）：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

合条件职工（含离退休人员）、军队（含武警）向转役复员离退

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9、债务付息支出（类）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付息支出（款）：

反映地方政府用于归还一般债务利息所发生的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付息支出（项）：反映地方政府用于归还

一般债券利息所发生的支出。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纳入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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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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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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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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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