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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岗位经费

二级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岗位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单列支出 项目分类明细 落实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
署的经常性支出2025年申报预算金额

（元）
19,800,000.00 项目总额（元） 72,900,000.00

2024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16,650,000.00 2024年全年支出             19,800,000.00 

2023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16,650,000.00 
2023项目实际使
用金额(元)

            16,65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1、关于核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岗位数的通知（珠机编办
[2014]12号）；
2、中共珠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机构编制
事项的通知（珠机编办[2020]32号）。

项目概述

按中共珠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机构核增公
共卫生服务岗位90个，按公益一类经费标准给予市财政补助。
1、通过全面实施国家结核病防治策略，进一步减少珠海市结核病感染、降低
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结核病疾病负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国民经
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2、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群众精神卫生知识水平，提高公众精神障碍和
心理行为问题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能力，为精神卫生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开展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干预，遏止精神疾病患病率上升趋势，开展
人群心理保健，提高人群心理健康水平。完善精神卫生服务和保障措施，作好
重点精神疾病的医疗和康复。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疾
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建设和完善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机制，建立健
全精神卫生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
3、通过全面实施性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减少珠海市性病流行，规范性病诊
疗，切实降性病疾病负担，保障群众身心健康。通过全面实施麻风病防治工
作，以加强麻风病症状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提高麻风病早期发现率。
4、通过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病诊断工作以期达到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
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总体绩效目标：

按中共珠海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机构核增公
共卫生服务岗位90个，按公益一类经费标准给予市财政补助。
1、通过全面实施国家结核病防治策略，进一步减少珠海市结核病感染、降低
患病和死亡，切实降低结核病疾病负担，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国民经
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2、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群众精神卫生知识水平，提高公众精神障碍和
心理行为问题的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能力，为精神卫生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开展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干预，遏止精神疾病患病率上升趋势，开展
人群心理保健，提高人群心理健康水平。完善精神卫生服务和保障措施，作好
重点精神疾病的医疗和康复。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疾
病防治康复工作模式。建设和完善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机制，建立健
全精神卫生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
3、通过全面实施性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减少珠海市性病流行，规范性病诊
疗，切实降性病疾病负担，保障群众身心健康。通过全面实施麻风病防治工
作，以加强麻风病症状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提高麻风病早期发现率。
4、通过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及职业病诊断工作以期达到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
病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2025年度绩效目标：

1、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90%；2、不存在麻风病患病率大于等
于1/10万县区；3、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95%；4、结核病发病率低
于55/10万；5、市级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6、进一步增强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

2025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病原学阳性肺
结核患者耐药
筛查率（%）

≥90% ≥90%

质量
在册严重精神
病患者管理率

≥95% ≥95%

时效
筛查工作完成
及时率

100% 100%

成本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麻风病患病率 
≥1/10万县区
数

0% 0%

市级 职业病
防治技术支撑
能力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 增强
公共卫生服务
能力

有效增强 有效增强

结核病 发病
率

≤0.055% ≤0.055%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筛查对象满意
度

≥90% ≥9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页码（2）

2025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阶段性

一级项目名称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建设项目运营初期经费

二级项目名称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建设项目运营初期经费

项目起始年度 2022 项目终止年度 2025

初审项目分类 项目分类明细

2025年申报预算金额
（元）

12,976,000.00 项目总额（元） 135,976,000.00

2024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21,600,000.00 2024年全年支出             21,600,000.00 

2023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37,800,000.00 
2023项目实际使
用金额(元)

            37,800,000.0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设立依据：1、广东省综治办电视电话会议讲话通知（密件），通知精神：珠
海、河源、揭阳、云浮要在2016年上半年在现有医院设立精神专区，并在2017
年底前建成一所市级精神病专科医院或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尤其是珠海，作为
经济特区，经济条件较好，更应该及时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要加快推进精神卫
生专业机构，加强精神卫生人才培养，明确了具体建设目标；
2、珠海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纪要》（珠人常纪[2017]5号）；
3、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建设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通知（珠人常[2017]18号）；
4、研究市妇幼保健院和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项目工作会议纪要 [2015]169号；
5、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及市慢性病
防治中心建设议案办理进展情况的报告（珠府案[2018]18号）；
6、关于调整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岗位设置方案的复函（珠人社函[2017]325
号）；
7、关于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项目建设过渡期间招聘计划及增设岗位数量的函(人
社局)（珠卫计函[2017]475号）； 
8、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项通知（珠办会函[2021]105号）；
申报理由：
一是综治维稳需要：在项目建设前，珠海市为广东省21个地市级中唯一一个无
公立精神病收治机构的地级市，多次被省点名批评，给综治维稳带来巨大压力
。广东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助救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关于加强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粤综治〔2016〕1号）文件精神，明
确要求珠海市需在2016年设立精神病住院专区，到2017年底前建成一所市级精
神病专科医院，到2018年底全省县（市、区）至少在一所以上综合性医院或慢
病机构建设有病床的精神专科。中心新院的建立结束了珠海无公立精神病医院
的历史。
二是严重精神患者救治救助的需要：中心新院的开设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精神卫生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综治办等部门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68号）、《珠海
市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实施方案》（珠综治办〔2016〕98号）
等文件精神，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治、预防、保健、康复和项目管理都
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极大的降低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的风险。
三是提升我市精神心理治疗水平的需要：新院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我市
精防力量薄弱的现状，当前以新院为支点成立全市精神心理专科联盟，首次在
珠海开展MECT等治疗方法，建立珠海首家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同时在探索
在全市建立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效针使用方案等。
四是与民政、残联、救助站、福利院等签订协议，对全市精神患者，流浪乞讨
精神患者等进行医疗救治工作，对精神患者实行救助管制，救助救治，帮助患
者回归社会，维护珠海稳定，同时承担全市精神心理残疾评定，征兵体检。
五是满足新院人才培养和储备，确保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新建项目可快速平稳运
作的需要，目前住院收治水平及收治效果都得到大幅提升。
六是补短板保运营需要，运营初期急需大量人才储备及运营资金，确保中心新
建项目可快速平稳运作的需要。



项目概述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是珠海市卫生健康局直属的公
益二类事业单位，为全市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点建设单位，主要承担
全市皮肤性病、精神疾病、结核病、麻风病、职业病的诊疗和防控管治任务。
目前中心现分设南屏主院区（南屏镇和正路166号）、紫荆部、新村部。南屏
主院区规划设置床位800张，目前主要开展精神心理、各类慢性疾病、职业卫
生门诊及住院业务；紫荆部主要开展皮肤病、性病和医学美容业务；新村部主
要开展职业健康体检、驾驶员体检、普通体检、呼吸病、结核病。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项目建设项目是2015年市人大重点议案事项，2018年6
月27日启动项目奠基仪式，2019年12月25日主体工程封顶。项目整体用地面积
43000㎡，总建筑面积88300㎡（其中地上58000㎡，地下30300㎡），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慢病门诊楼、慢病住院楼、医技楼、行政后勤楼和精神科医疗综合
楼，建设项目楼层最高12层。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是2021年珠海市十大民生
实事内容，整体设置床位800床，已于2021年6月份启动搬迁，2021年7月份正
式投用试运营。运营初期急需人才储备及运营资金，确保中心新建项目可快速
平稳运作的需要。

总体绩效目标：

中心主院区启用运行后，将在巩固现有皮肤、医学美容、精神卫生学科特长的
基础上，突出“大专科、小综合”定位，推动“一院一部”统筹发展，进一步
发挥市精神卫生中心专科优势，填补我市职业卫生诊疗空白，致力在“十四五
”期间将中心建成一所高起点、高标准、智慧型的三级专科医疗机构，打造成
为有影响力、示范性的现代新型慢病防治机构（公共卫生医学中心）。

2025年度绩效目标：

市慢病防治中心作为我市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技术指导中心，负责对全市的精
神防治工作进行规划、负责对全市的防治网络进行指导、监测、检查、评估，
对精神病进行摸底调查，对防治队伍的建设进行培训教育，完成上级制定的精
神防治康复任务，多部门协作对精神病人进行康复、监控、教育、干预，以提
高精神病人的治愈率，提高精神病人的工作生活能力，减少社会、家庭压力，
降低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率。 1、建立三级公立专科医院，建立建全我市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2、完善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协调机制；3、以新院作为人
才引进和培养支点，缓解我市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紧缺情况；4、以新院作为抓
手，有效落实严重精神障碍救治管理任务；5、大力提升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
行为问题防治能力；6、普及精神障碍康复工作；7、改善精神卫生工作社会氛
围；8、落实开展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工作。

2025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出院人数 15227 4730
门诊人次 1386700 332556
拟开放床位数 800 700

质量
甲级病案率 ≥95% ≥95%
处方合格率 100% 100%

时效
资金使用率
（%）

100% 100%

成本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改善就医环
境，提高医疗
服务水平（是
/否）

是 是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
度%

≥90% ≥9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页码（3）

2025年度部门预算重点绩效管理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表

预算单位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
项目类别 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 存续状态 经常性
一级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二级项目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项目起始年度 2024 项目终止年度 2099
初审项目分类 项目分类明细
2025年申报预算金额
（元）

1,000,000.00 项目总额（元） 2,900,000.00

2024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1,900,000.00 2024年全年支出              1,900,000.00 

2023年项目预算金额(元)
2023项目实际使
用金额(元)

0

设立依据及申报理由

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
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
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
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二、项目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血压、
糖尿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以及2019年新纳入基本公共卫生的15项重大公共
卫生项目，包括地方病防治工作、职业病防治工作、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工作、人禽流感、SARS 防控项目管理工作、鼠疫防治项目管理工作、国
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管理工作、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管理工作、基
本避孕服务项目管理工作、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工作、国家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管理工作、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标
准跟踪评价项目工作、国家随机监督抽查项目管理工作、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
服务管理工作、人口监测项目工作、卫生健康项目监督管理工作

项目概述

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
内容，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是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
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
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
二、项目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健
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高血压、
糖尿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免费提
供避孕药具、健康素养促进。以及2019年新纳入基本公共卫生的15项重大公共
卫生项目，包括地方病防治工作、职业病防治工作、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工作、人禽流感、SARS 防控项目管理工作、鼠疫防治项目管理工作、国
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管理工作、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项目管理工作、基
本避孕服务项目管理工作、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工作、国家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管理工作、地中海贫血防控项目管理工作、食品安全标
准跟踪评价项目工作、国家随机监督抽查项目管理工作、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
服务管理工作、人口监测项目工作、卫生健康项目监督管理工作。

总体绩效目标：

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2.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职业病防治，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
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同时推进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
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卫生应急等方面工作。



2025年度绩效目标：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0%、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80%、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90%。指导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规范开展肺结核患
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和职业病防治。

2025年度指标名称 实施周期指标值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肺结核患者管
理率

≥90% ≥90%

社区在册居家
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健康管理
率

≥80% ≥80%

职业健康检查
服务覆盖率

≥90% ≥90%

质量
时效
成本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城乡居民公共
卫生差距

较上年缩小 较上年缩小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70% ≥70%

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