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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城乡医疗救助部分））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是维护困难群众基本医疗保障权益的重要

举措，是一项重大的民心工程。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意见》（国办发

〔2021〕42 号，以下简称《意见》），聚焦大病费用负担，通过强

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进一步夯

实医疗救助托底功能。财政部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用

于本市的城乡医疗救助工作。开展转移支付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的绩效评价工作，直接关系到困难群众落实政策的成效，也是

提高医疗救助工作管理服务水平的重要工作。现就 2022 年度中央

对地方转移支付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形成自评报告

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有三笔，共计

6124 万元：一是根据《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

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1〕158 号）

的精神，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6439 万元。二是根据《财政部 国

家医保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

救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1〕160 号）的精神，下达医疗

救助补助资金 454 万元。三是根据《财政部 国家医保局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部分）

预算的通知》（财社〔2022〕40 号）的精神，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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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769 万元。财政部在 2022 年正式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时，同步

下达了本市绩效目标。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 2022 年度绩效

目标包括：科学确定救助对象范围，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健

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实事求是确定困难群众医疗

保障待遇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有保障，不因罹患重特大

疾病影响基本生活，同时避免过度保障。相应的绩效指标包括数

量、质量、时效、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具体指标详见表 1。 

表 1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部分）区域绩效指标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 
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

规定纳入救助范围 

质量指标 

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

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 
≥70% 

救助对象类型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市域内“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率 不低于上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稳步拓展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知晓率 ≥80%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对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 成效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救助对象对救助工作满意度 ≥85% 

 

（二）本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前已述及，2022 年中央财政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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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共计 6124 万元，本市根据中央财政资金下达文件的要求，结

合各区困难群众人数、救助资金使用情况、绩效考核等因素，采

用因素法对中央资金进行分配并下达至各区（各区资金分配明细

情况详见表 2、表 3、表 4）。 

表 2 2022 年中央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分配表 

（第一批） 

单位：万元 

 

 

 

 

区名称 

困难群众人

数因素 

（40%） 

绩效评价

因素

（20%） 

资金使用情

况因素

（40%） 

预下达金额 

合计 

黄浦 210.60  80.89  159.71  451.20  

徐汇 125.71  80.89  105.59  312.19  

长宁 84.05  80.89  115.33  280.27  

静安 152.91  80.89  132.90  366.70  

普陀 129.55  80.89  100.87  311.31  

虹口 126.76  80.89  84.76  292.41  

杨浦 190.42  80.89  139.83  411.14  

闵行 155.45  80.89  82.71  319.05  

宝山 176.86  80.69  94.58  352.13  

嘉定 61.72  80.89  57.59  200.20  

浦东 480.56  80.89  467.41  1028.86  

金山 111.26  80.89  158.26  350.41  

松江 97.77  78.67  107.49  283.93  

奉贤 119.62  80.89  115.53  316.04  

青浦 110.74  76.87  60.46  248.07  

崇明 241.62  80.89  592.58  915.09  

合计 2575.60  1287.80  2575.60  64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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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2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资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预算分配表 

（第二批） 

单位：万元 

区名称 

困难群众人数

因素 

（40%） 

绩效评价

因素 

（20%） 

资金使用情况

因素 

（40%） 

预下达金额 

合计 

黄浦 13.93 5.70 11.34 30.97  

徐汇 8.47 5.70 3.28 17.45  

长宁 5.79 5.70 6.96 18.45  

静安 10.40 5.70 11.59 27.69  

普陀 8.96 5.70 7.28 21.94  

虹口 8.31 5.70 7.29 21.30  

杨浦 12.46 5.70 8.88 27.04  

闵行 10.74 5.70 1.90 18.34  

宝山 12.39 5.69 8.20 26.28  

嘉定 4.33 5.70 4.28 14.31  

浦东 33.61 5.70 42.69 82.00  

金山 8.71 5.70 11.50 25.91  

松江 6.73 5.59 7.02 19.34  

奉贤 9.12 5.70 8.20 23.02  

青浦 8.63 5.42 3.73 17.78  

崇明 19.02 5.70 37.46 62.18  

合计 181.60 90.80 181.60 454.00  

 

表 4 2022 年中央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预算分配表 

（第三批） 

单位：万元 

区 

应分配资金 此次分配 

困难群众

人数因素

（40%） 

绩效评价

因素

（20%） 

资金使用

情况因素

（40%） 

一般公共

预算（万

元） 

彩票公

益金（万

元） 

一般公

共预算

（万元） 

彩票公

益金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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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 13182 4.0 3945 376.49  25.54  -74.71  -5.43  

徐汇 8105 4.0 2793 270.88  18.37  -41.31  0.92  

长宁 5533 3.9 3342 253.05  17.16  -27.22  -1.29  

静安 9890 4.2 3915 335.24  22.74  -31.46  -4.95  

普陀 8562 4.0 2740 275.20  18.67  -36.11  -3.27  

虹口 7841 3.9 2336 250.48  16.99  -41.93  -4.31  

杨浦 11754 4.3 3533 349.20  23.69  -61.94  -3.35  

闵行 10310 4.2 2346 288.96  19.60  -30.09  1.26  

宝山 11879 4.0 2746 319.51  21.67  -32.62  -4.61  

嘉定 4143 4.3 1624 184.81  12.54  -15.39  -1.77  

浦东 31940 4.3 14370 976.05  66.20  -52.81  -15.80  

金山 8387 4.0 3933 312.31  21.18  -38.10  -4.73  

松江 6432 4.0 2738 246.80  16.74  -37.13  -2.60  

奉贤 8461 3.8 3241 286.87  19.46  -29.17  -3.56  

青浦 8365 3.7 1780 235.52  15.98  -12.55  -1.80  

崇明 17651 4.3 13997 773.63  52.47  -141.46  -9.71  

合计 172435 64.9 69379 5735.00  389.00  -704.00  -65.00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上

海市医疗保障局会同上海市财政局填写了本市《医疗救助补助资

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部分）区域绩效目标表》并向财政部、

国家医疗保障局报备，经国家医保局审批后通过，相关绩效目标

设置情况与财政部当年下达的绩效目标一致。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本市机构改革方案的要求，自 2019 年起，医疗救助职能从

民政部门划转至医保部门。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由市、区财政按 1∶1

比例分担筹资，市级财政部门将市级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纳入市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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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转移支付，由市财政局下达至各区财政局，区级财政部门将

其纳入本区财政预算，2022 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实际收

入总计 68346.67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6124万元、市级资金 62222.67

万元），资金到位及时有效。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本市按照中央财政下达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相关文件的要

求，及时做好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的分配及拨付工作，确保困难群

众医疗救助及时到位，2022 年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项目支出共

计 64062.36 万元，项目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93.7%，其中中央对地

方转移支付的补助资金均按照项目要求使用完毕。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社〔2013〕217 号）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

本市贯彻〈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发〔2014〕

60 号）和等文件精神，本市制定并实施了《上海市城乡医疗救助

资金管理办法》（沪民规〔2017〕2 号）（该文件目前正在修订中），

从项目资金的来源渠道、拨付方式、使用范围、监督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规范，进一步加强了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同

时本市由上海市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办公室牵头相关成员单位和第

三方绩效评估机构，按照《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沪

社救联办〔2020〕4 号）的要求，对全市社会救助工作开展绩效评

价工作，规避资金使用风险。2022 年度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相关程

序进行管理，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配套资金

落实到位，无挪用或违规使用现象。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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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本市实施医疗救助 372.10 万人次，支出医疗救助资

金 64062.36 万元，其中共资助 11.51 万名困难群众参加了基本医

疗保险，涉及金额 7613.44 万元。全年医疗救助工作整体完成情况

较好且与本市年初申报并经国家医保局审批通过的年度绩效目标

一致。 

在制度建设方面，一是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促进多层

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精神，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意见》的具体要求，研究出台《上海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规〔2022〕19 号，以下简称《实施

意见》）。二是配套出台《关于调整门急诊医疗救助年度救助限额

的通知》（沪医保规〔2022〕12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医疗救

助对象相关待遇衔接工作的通知》（沪医保待遇〔2023〕1 号）、《关

于开展本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医疗救助服务提升行动的通知》

（沪医保待遇发〔2023〕4 号）、《关于资助本市困难群众参加本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规〔2023〕2 号）

等文件。 

在经办能力建设方面，市医保局通过加强经办能力建设，有

效提高救助效率：一是在进一步优化医疗救助信息共享平台功能

的同时，加快推进医疗救助信息系统建设，帮助各区以信息化手

段提高救助效率，简化救助申请程序。二是根据《关于优化本市

重点医疗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机制的通知》

要求，不断完善、优化“自动建账+辖区联审+线下指导”相结合的

工作机制，做好不同重点医疗救助对象的分类处置，确保应保尽

保。三是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要求，统计汇总各区医疗救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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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按季度完成《城乡医疗救助基金收支情况表》、《医疗救助

情况表》以及农村低保对象、农村低收入对象数据的调度监测工

作。 

在工作管理方面，市医保局指导各区有序开展医疗救助相关

工作：一是各区在做好共享信息利用和对接的基础上，积极推进

医疗救助“免申即享”。目前，静安、宝山、嘉定、崇明、杨浦和

浦东新区 6 个区已完成了区级“免申即享”系统建设。二是针对审

计发现问题，结合本市社会救助（医疗救助）绩效考核指标，各

区自我加压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建立健全资金绩效管理、财务管

理、内控内审等长效工作机制，及时补齐短板。三是静安、宝山、

崇明、浦东等区根据本市“一件事”改革工作要求，以数字化转型

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推进区内“医疗救助一件事”，减少服务对

象跑动次数，方便困难人员办事。四是徐汇、杨浦、宝山、崇明

等区主动而为，建立医疗救助资金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继续组

织开展医疗救助资金的第三方审计工作，确保资金规范使用。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 1：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 

目标值：符合救助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2022 年度享受城乡医疗救助的贫困城乡居民共计 372.1 万人次，

其中资助参保 11.51 万人、住院救助 17.16 万人次、门诊救助人数

343.43 万人次，救助对象涵盖了本市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

补助的政府特殊救济对象、城乡低保家庭（含散居孤儿、困境儿

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支出型贫困家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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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特困对象目前仍由民政部门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体系统一

管理。 

2.质量指标 

指标 1：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

院救助比例 

目标值：≥70%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本市的重点救助对象包括享受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

救济对象及城乡低保家庭成员。2022 年，本市印发了《关于调整

门急诊医疗救助年度救助限额的通知》（沪医保规﹝2022﹞12 号），

通知明确：享受本市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救济对象，

其住院政策范围内的自负医疗费用给予全额救助；城乡低保家庭

成员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90%比例给予救助；城乡低收入困难家

庭成员住院自负医疗费用按 80%比例给予救助。政策设计上均已

超过 70%。 

指标 2：救助对象类型覆盖率 

目标值：100%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2022 年，本市研究出台《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

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

办规〔2022〕19 号，分类确定了本市医疗救助对象范围，具体包

括以下类别：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即低保对

象）；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即低收入对象）；支出型贫困家

庭成员；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对象，包括享

受本市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救济对象（即特殊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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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以及社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等。与国

家要求相符。 

3.时效指标 

指标 1：市域内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率 

目标值：不低于上年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一是根据《关于在本市开展城乡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沪民救发〔2015〕21 号）等文件要求，本市有 14 个区

建立了“一站式”直接结算平台，主要覆盖辖区内区属一、二级医

疗机构，覆盖地区范围与上年持平。二是根据本市实际情况，各

区积极推进医疗救助“免申即享”，进一步规范、优化相关工作。

目前，静安、宝山、嘉定、崇明、杨浦和浦东新区 6 个区已完成

了区级“免申即享”系统建设。 

4.社会效益指标 

指标 1：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目标值：稳步拓展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实施意见》明确，本市医疗救助对象包

括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城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支出型贫困家

庭成员、经市政府批准的其他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对象，包括享

受本市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特殊救济对象（即特殊救济

对象），以及社会散居孤儿、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等。医疗

救助对象覆盖范围稳步拓展。 

指标 2：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知晓率 

目标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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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根据《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沪社救联办〔2020〕

3 号）及《2022 年上海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等文件要求，市民政局每年组织第三方绩效评估机构对本市的社

会救助工作开展绩效评价，其中一项指标就是政策知晓情况。评

价工作小组按一定比例针对救助对象、基层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

抽样调查其对社会救助政策（含医疗救助政策）的了解程度。其

中，救助对象的政策知晓率达到 85%以上的有 15 个区。 

指标 3：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目标值：明显提高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一是本市积极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应用部署工作，实现全市所有定

点医疗机构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全覆盖，定点药店实现医保电子凭

证“刷码购药”。二是在做好医疗救助共享平台信息利用和对接的

基础上，推进医疗救助信息系统建设，加快落实本市医疗救助“免

申即享”服务工作。三是加快推进居保大病申请受理一网通办工作。

简化救助申请程序，缩短救助报销周期，为困难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优质的医保服务，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显著提高。 

指标 4：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目标值：有效缓解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一是本市积极推进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保险产品（“沪惠保”）的

相关工作，聚焦大额自费医疗费用保障，有效减轻困难群众自费

费用负担。二是本市印发了《关于调整门急诊医疗救助年度救助

限额的通知》，城乡低保家庭成员和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的门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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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年度救助限额从 2500 元调整为 2800 元，有效缓解困难

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三是前已述及，本市建立了重点救助对象参

保自动建账机制，救助对象参保缴费的压力和政策范围内个人费

用负担明显减轻，全年未发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5.可持续影响指标 

指标 1：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目标值：成效明显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为了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本市出台了

《上海市社会救助条例》，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9+1”社会救助体

系，即“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为基础，支出型贫困家庭

生活援助、受灾人员救助和临时救助为补充，医疗救助、教育救

助、就业救助等专项救助相配套，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社会救助

制度体系，对于在政府救助之后，仍然还有困难的群体，通过引

入社会团体与组织参与帮扶，在社区市民综合帮扶基础上，根据

不同困难群体存在的情况开展“个案帮扶、项目帮扶、特定帮扶”

等工作，有效填补政府阶段性救助政策的缝隙。 

指标 2：对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 

目标值：成效明显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上海作为我国率先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的城市，近年来通过不

断完善医疗救助政策以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前已述及，2022 年，

本市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意见》

的具体要求，研究出台本市《实施意见》并配套若干文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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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机制，强

化医疗救助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体系“双体系”的有

效衔接，进一步推动本市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切实减轻困

难群众和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6.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指标 1：救助对象对救助工作满意度 

目标值：≥85% 

该项指标达到了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值，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一是根据《上海市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办法》（沪社救联办〔2020〕

3 号）及《2022 年上海是社会救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

等文件要求，市民政局每年组织第三方绩效评估机构对本市的社

会救助工作开展满意度调查。调查对象样本覆盖 16 个辖区，调查

内容包括审批流程规范性、救助发放及时性、救助标准准确性、

救助形式便捷性以及救助对象生活困难改善情况等方面。2022 年，

全市救助对象平均满意度为 92.02%。二是本市医保服务窗口全面

实行“好差评”监督机制，定期对“好差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总结

经验、查找不足、积极整改。不定期开展现场群众满意度调查，

认真听取办事群众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并完善医保经办服务工

作。2022 年，本市医保政务服务办件满意程度达 93.96%。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医疗救助是一项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最大限度减轻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支出负担的民生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缓解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发挥着兜底作用。通过此次绩效自评，

本市未发现明显偏离绩效目标的现象。 

下一步，本市将积极贯彻落实本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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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推动完善本市医疗救助政策管理体系和相

关工作机制。在全市建立因病致贫预警机制，进一步做好困难群

众保障工作，不断巩固完善本市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及上海市财政局统一要求，将逐步开展

绩效自评信息公开相关工作，推动绩效评价结果等绩效信息公开，

逐步强化绩效自评结果应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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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城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部分）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疗保障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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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7.67 63673.36 93.7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5735.00 5735.00 100% 

      地方资金 62222.67 57938.36 93.11% 

      其他资金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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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

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实现要求分

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

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

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

资金纳入绩效管理。 
无 

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

支出责任。 

无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与中央彩票公益金统筹使用，通过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将

符合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重点救助对象政策

范围内个人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 70%。 

在制度建设方面，出台《关于本市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建立年度救助限额

动态调整机制，自 2023 起将门诊救助的年

度救助限额提高至 2800 元；在经办能力建

设方面，市医保局加快推进医疗救助信息

系统建设、推荐医疗救助“免申即享”工作，

提高救助效率。全年医疗救助工作整体完

成情况较好且与本市年初申报并经国家医

保局审批通过的年度绩效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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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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 

符合救助条件

的对象按规定

纳入救助范围 

372.1 万

人次 
 

质量指

标 

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费

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 
≥70% ≥70%  

救助对象类型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

标 
市域内“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率 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

年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稳步拓展 稳步拓展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知晓率 ≥80% ≥80%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对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救助对象对救助工作满意度 ≥85% 92.02%  

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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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医疗保障局 

地方主管部门 上海市财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资金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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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389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389 389 100% 

      地方资金 0 0 0% 

      其他资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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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

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实现要求

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

金。 
无 

使用规范性 
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

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的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

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有关

资金纳入绩效管理。 
无 

支出责任履职情况 

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按照财政事权和支

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

支出责任。 

无 

总体目

标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支持城乡医疗救助资金，通过实施城乡医疗救助，将符合

条件的对象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

内个人自付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达到 70%。 

在制度建设方面，出台《关于本市健全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及相关配套文件。建立年度救助限额

动态调整机制，自 2023 起将门诊救助的

年度救助限额提高至 2800 元；在经办能

力建设方面，市医保局加快推进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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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建设、推荐医疗救助“免申即享”

工作，提高救助效率。全年医疗救助工作

整体完成情况较好且与本市年初申报并

经国家医保局审批通过的年度绩效目标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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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救助对象人次规模 

符合救助条件

的对象按规定

纳入救助范围 

372.1 万

人次 
 

质量指

标 

重点救助对象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

费用年度限额内住院救助比例 
≥70% ≥70%  

救助对象类型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

标 
市域内“一站式”即时结算覆盖率 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

年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医疗救助对象覆盖范围 稳步拓展 稳步拓展  

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知晓率 ≥80% ≥80%  

困难群众看病就医方便程度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减轻程度 有效缓解 有效缓解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影响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对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作用 成效明显 成效明显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救助对象对救助工作满意度 ≥85% 92.02%  

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