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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1 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

1、贯彻执行国民健康政策及国家卫生健康法律法规，

起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全省卫

生健康政策、规划、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组织实施。统筹

规划全省卫生健康服务资源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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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推进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提出全

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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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组织落实全省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

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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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

4、组织拟订并协调落实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措施，推

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工作。



5、贯彻执行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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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负责

食源性疾病及与食品安全事故有关的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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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制定医疗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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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有关部门实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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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9、指导全省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

科技创新发展。

10、负责全省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等工作。组织指导国际交流合作与援外工作，开展与港澳

台的交流与合作。

11、负责省保健对象的医疗保健工作，负责重要来宾、

重要会议与重大活动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指导全省保健工

作。



12、管理省中医药管理局，指导省计划生育协会的业务

工作。

13、完成省委、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4、职能转变。省卫生健康委应当牢固树立大卫生、大

健康理念，推动实施健康湖南战略，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

促健康、转模式、强基层、重保障为着力点，把以治病为中

心转变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一是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加强预防控

制重大疾病工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健康服务体系。

二是更加注重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推进卫生健康公共

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

倾斜。三是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推进卫生健康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四是协调推进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公立医院改革力度，推进管办分离，

推动卫生健康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

15、有关职责分工

（1）与省发展和改革委的有关职责分工。省卫生健康

委负责开展人口监测预警工作，拟订生育政策，研究提出与

生育相关的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方面的政策建议，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参与制定人口

发展规划和政策，落实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的有关任务。省发

展改革委负责组织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建

立人口预测预报制度，开展重大决策人口影响评估，完善重



大人口政策咨询机制，研究提出全省人口发展战略，拟订人

口发展规划和人口政策，研究提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

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

策建议。

（2）与省民政厅的有关职责分工。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综合协调、督促

指导、组织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年疾病防治、老年人

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省

民政厅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

起草养老服务地方性法规草案、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

救助工作。

（3）与长沙海关的有关职责分工。省卫生健康委负责

传染病总体防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省卫生健康

委与长沙海关建立健全应对口岸传染病疫情和公共卫生事

件合作机制、传染病疫情和公共卫生事件通报交流机制、口

岸输入性疫情通报和协作处理机制。

（4）与省市场监管局的有关职责分工。省卫生健康委

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会同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制定、

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省卫生健康委对通过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

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省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措施。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在监督管理工



作中发现需要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应当及时向省卫生

健康委提出建议。

（5）与省医保局的有关职责分工。省卫生健康委、省

医保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政策衔

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

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6）与省药品监管局的有关职责分工。省药品监管局

会同省卫生健康委建立重大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相互通报机制和联合处置机制。

（二）机构设置。

我委内设 21个处室，包括：办公室、人事处、规划发

展与信息化处、财务处、法规处、体制改革处、疾病预防控

制处、医政医管处、基层卫生处、卫生应急办公室、科技教

育处、综合监督处、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处、食品安全

标准与监测处、老龄健康处、妇幼健康处、职业健康处、人

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宣传处、国际合作处、保健工作办公

室，并按有关规定设置了机关党委和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处。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本部门预算为汇总预算，纳入编制范围的预算单位包括：

1、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本级

2、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系统财务

3、湖南省肿瘤医院

4、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5、湖南省儿童医院

6、湖南省脑科医院

7、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8、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9、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2、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13、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15、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

16、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

17、湖南省临床检验中心

18、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9、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

20、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

21、湖南省医学会办公室

22、湖南省人民医院

23、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中心

24、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医学考试中心

25、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26、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培训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卫

生分校）



27、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健康教育宣传中心

28、湖南省卫生计生委药具管理服务中心

29、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信息统计中心

30、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31、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

32、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33、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34、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35、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办公室

36、湖南省地矿医院

三、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

等单位资金。2021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2505106.64 万元，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87444.94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 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8026.28 万元，上级财

政补助收入 2139 万元，事业收入 2141449.64 万元，事业单

位经营收入 94830.97 万元，其他收入 26112.91 万元，上年

结转结余 145102.9 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 32242.84 万元，

主要是 2021 年将上年结转结余纳入了部门预算。

（二）支出预算：2021 年本部门支出预算 2505106.6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 434.3 万元，教育 17384.07 万

元，科学技术 2212.7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 57682.01 万元，



卫生健康 2390702.21 万元，商业服务业等 6848.81 万元，

住房保障 29842.54 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32242.84 万元，

主要是上年结转结余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1年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156010.84万

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78.3 万元，占 0.24%；教育

支出9381.79万元，占6.01%；科学技术支出2212.7，占1.42%；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407.37 万元，占 4.11%；卫生健康支

出 136093.58 万元，占 87.23%；住房保障支出 1537.1 万元，

占 0.99%。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1 年本部门基本支出预算数

72237.73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

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

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1 年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 83773.11

万元，主要是部门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而发生的支出，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专项业务费、基本

建设支出等，其中：业务工作专项支出 4461.45 万元，主要

用于卫生健康管理事务方面支出；公共卫生专项支出

11824.56 万元，主要用于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服务能力建设

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中医药专项支出 1816.25 万元，主

要用于中医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提升、中医药人才培养等中医



药方面的支出；运行维护经费支出 418.83 万元，主要用于

有关事业运行发展等方面支出；其他事业类发展资金支出

65252.02 万元，主要是上年结转经费中中央下达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及公立医院基本建设等方面支出。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1年部门本级、省卫生计生综

合监督局、省人民医院等 36家行政事业单位的机关运行经

费 1721.4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加 93.23万元，上升 5.73%，

主要是 2021年增人增支和晋级晋档经费。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1年部门本级、省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局、省人民医院等 36家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预

算数为 285.33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75.9 万元，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费 159.4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

公务用车运行费 159.43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50万元。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较 2020年减少 204.05万元，主要是

一方面因为我委进一步减少了公车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

（境）费用，另一方面是我委对招待费进行了严格控制和加

强管理。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1年本单位会议费预算493.9

万元，拟召开 72 场次会议，人数约 1.1 万人，内容主要为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全省应急工作会议等工作会议；培



训费预算 3208.73 万元，拟开展 150 场次培训，人数约 2 万

人，内容主要为基层医疗机构本土化人才免费培养、基层在

岗卫技人员培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处置能力培训及演

练、生物安全培训等业务培训；拟举办赛事活动 1 场，预算

30 万元，内容为全省中医英语口语竞赛；无节庆、晚会、论

坛等方面的预算。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1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685493.72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571003.3 万元；工

程类采购预算 92860.62 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21629.8 万

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本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302 辆，其中，机要

通信用车 2 辆，应急保障用车 35 辆，执法执勤用车 3 辆，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134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128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387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177 台。2021 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24

辆，其中，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0 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

公务用车 14 辆；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21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179 台。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部门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纳入 2021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2505106.64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401005.72 万元，项目

支出 1104100.92 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七、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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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用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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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

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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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杂费等等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