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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免费实施出生缺陷筛查项目是 2021 年省、市、县十件民生实

事之一，按照省、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1 年，

全市 2018 年前待结算省级资金-180 万元，2019 年结余 695 万元，

实际下达 780 万元；市财政下达 536.49 万元，共计 2191.49 万元

专项经费，补助全市供方和需方。其中，供方补助省级 84 万元，

市级 13 万元；需方补助省级 1571 万，市级 523.49 万元。全市各

定点服务机构能够按照省、市管理方案要求开展免费筛查工作。

（二）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省级管理方案，联合市财政局印发《梅州市出生缺陷综

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1-2023 年）》，成立梅州市免费出生缺

陷筛查民生实事领导小组，并依据方案推进项目的实施和规范项

目资金的管理。

（三）绩效目标。

为 29492 名符合条件的孕妇提供地中海贫血及其他严重致死

致残单基因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及其他严重致死致残染色体异常，

无脑儿、脑膨出、开放性脊柱裂、胸腹壁缺损内脏外翻、单腔心、

致死性软骨发育不良等严重致死致残性结构畸形的免费产前筛查

与定额补助产前诊断。为 36866 名符合条件的新生儿提供新生儿

遗传代谢病、新生儿听力、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免费筛查与复筛。

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按照《梅州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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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梅市财评〔2022〕5 号），各县（市、区）卫健局、

市妇幼保健院围绕项目服务管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质量管理、

资金管理等各个环节对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三、绩效自评结论

通过自评，绩效自评得分 98.2 分。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不属基建项目，无需立项。

（1）论证决策。

为符合条件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提供筛查干预、健康教育及随

访等服务补助符合广大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健康权益。

（2）目标设置。

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 80%；夫妇产前地贫初筛（血

常规）率达到 95%，孕产妇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率和结构畸

形筛查率达到 80%，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到 98%，新生

儿听力筛查率达到 90%。先天性心脏病、唐氏综合征、耳聋、神

经管缺陷、地中海贫血等严重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制。

（3）保障措施。

一是落实项目补助资金；二是加强培训，提高服务技能和质

量；三是加强项目管理，优化服务流程；四是落实项目督导与质

控；五是进行每月通报。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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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任务总数，全市 2018 年前待结算省级资金-180 万元，2019

年结余 695 万元，2021 年实际下达省级资金 780 万元，市级资金

536.49 万元，共计 2191.49 万元专项补助经费。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省级补助资金全部拨付到位，市级补助资金除五华县外，

其它县（市、区）均拨付到位。

（2）资金分配。

专项资金拨付县级管理机构，按照省、市、县财政需方补助

经费 6∶2∶2 分担原则与各定点机构实际服务补助人数进行机构

间结算和资金分配。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2021 年，全市省级专项经费支出 1508.89 万元，支出率

91.17%；市级专项经费支出 472.93 万元，支出率 88.15%。

（2）支出规范性。

各定点服务机构按要求凭服务数量和清单每月与经费管理机

构结算，结算明细清楚，支出规范。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

全市各级项目管理机构按照《广东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

管理方案（2021-2023 年）》（粤卫妇幼函〔2020〕12 号）和《梅

州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1-2023 年）》（梅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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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函〔2021〕7 号）要求进行项目的实施，对方案解读、工作

流程、技术服务、信息上报和质量控制等进行督导及培训，对所

有符合条件的对象均给予就地减免相关项目；各县（市、区）出

生缺陷干预中心结合当地实际，制订辖区实施方案；各定点服务

机构每月与辖区项目管理机构进行经费结算。

（2）管理情况。按照项目实施方案规范开展督导培训和质控，

每月进行项目进度通报。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提高了群众对出生缺陷的认识以及对筛查的参与率，2021 年

减少了 141 例严重缺陷儿的出生，其中中重度地贫 29 例（包括重

型β地贫 10 例，中间型α地贫 3 例）、唐氏儿等染色体异常 25

例以及六大结构畸形 87 例。重型α地贫对孕产妇身心的影响暂无

明确估算方案，其余中重型地贫儿按每人每年 10 万，存活 50 岁

计算，共需医疗费用 500 万元，唐氏儿等染色体疾病每例生命周

期约 66 万医疗费用，仅这两种疾病的预防就能减少 8150 万元医

疗负担。按 2021 年的省市县三级财政投入 1852.9564 万元计算，

投入产出比为 1:4.4。经过多年的持续开展，有效地提高了妇女

儿童健康水平，取得了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效率性。

定点服务机构对于目标人群符合相应环节阶段的筛查、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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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以直接从符合阶段开始纳入实施，获得该阶段的直接减免和

就地减免，各定点服务机构就地、按例、据实定额减免后，按月

与经费管理机构实行经费结算。便捷惠民的服务流程，减少了群

众来回奔走办理补助的麻烦和耗时费力的烦恼，提高了服务效率。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通过广泛宣传及推动免费项目的实施，出生缺陷防控效果突

出，筛查率大幅提高，产前筛查项目从 2018-2020 年的 60%的补

助率提高到 2021 年的 100%，2021 年共减少了 141 例严重致死致

残出生缺陷儿的出生；报表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并从项目实

施过程当中体现了各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

2.公平性

各筛查与诊断的免费检查项目由符合条件的群众自愿参与、

知情选择，统一按方案的需方补助标准实施补助，服务对象可在

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享受相应的免费筛查项目服务，项目实施过

程中，群众的知晓度和满意度有明显提高。

五、主要绩效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应筛尽筛”的原则，全市分别

为 44265、30930 和 30585 例符合条件的孕妇进行了地中海贫血、

唐氏综合征和严重致死致残结构畸形筛查；为 36578、36419 例符

合条件的新生儿进行了遗传代谢性疾病和听力筛查，完成率均为

100%。

六、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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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财政未将市级补助资金拨付到县级管理机构；大埔县

财政局未及时将市级补助资金拨付到县级管理机构，影响各级医

疗服务机构的经费结算和项目工作正常运转。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保障项目资金的及时拨付和项目实

施的规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