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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项目概述

1.1 项目概况

1.1.1 项目名称

河北某医院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1.1.2 项目法人

1.1.3 项目责任人

1.1.4 项目建设地点

1.1.5 编制单位

1.1.6 项目建设目标

1.1.7 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两部分：

（一）医学装备购置

（二）信息化建设

1.1.8 项目建设周期

1.1.9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万元，其中设备购置及安装费****万元，其他费用

****万元，项目预备费****万元。

项目资金中****万元申请中央财政预算，剩余部分由医院自筹资金解决。

序号 项目 合计 占总投资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1.1 建设投资

1.1.1 工程费用

1.1.1.1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1.1.2 其他费用

1.1.3 预备费用

2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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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提出的背景及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1.2.1 项目建设背景 1.2.2 项目建设必要性

1.3 编制依据

列举所依据的重要依据文件。如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疑难病症诊治能

力提升工程项目遴选方案以及项目相关批复文件等。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

26号）

2、《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67号）

3、《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2号）

4、《“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国发〔2016〕78号）

5、《“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国发〔2016〕77号）

6、《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8、《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发改社会[2016]2439号）

9、《“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10、《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

47号）》

11、《河北省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冀卫发〔2018〕5号）

12、《关于贯彻<“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冀卫发〔2018〕

5号）

13、《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冀政办字

〔2016〕176号）

14、《河北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冀政办字 〔2016〕157号）

15、《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08）

16、《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

17、《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经济评价方法参数》（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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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规划及产业政策。

1.4 主要结论与建议

1.4.1 项目资金安排合理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万元，其中****万元申请中央预算投资，剩余部分由

医院自筹资金解决。项目建设资金安排合理，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项目进度。

1.4.2 项目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设计合理，组织管理措施可靠。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招标采购，本项目实施后的设备布置符合防火、防辐射、环境保护等国家规范、

法规和标准要求。

1.4.3 项目经济效益结论

本项目的财务测算是假设项目运营时，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项目完全运营

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万元；年均支出为****万元，年均收支结余为****

万元。因此，项目经过经济效益测算是可行的。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 备注

1 总投资 万元

2 收入 万元 年均

3 支出 万元 年均

4 收支结余 万元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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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项目社会效益结论

1.4.5 项目风险等级问题

第 2章 项目建设单位概况

2.1 项目建设单位与职能

2.1.1医院概况

2.1.2医院组织机构

2.1.3 法定代表人简介

2.2 项目建设单位现状

2.2.1 医学装备现状

2.2.2 信息化工作现状

2.2.3 基础设施现状

2.3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3.1 区域和医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3.2 诊治能力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2.3.3 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 3章 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

3.1 项目建设背景

3.1.1 政策背景

《关于深入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国卫规划发

〔2018〕22号）

2018年 7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入开展“互

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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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优化诊疗流程，贯通诊前、诊中、诊后各环节，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到 2020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普遍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

智能导医分诊、候诊提醒、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等线上服务，让患者少排队、少跑

腿。

全面推进远程医疗专网建设，实施远程医疗区域中心医院检测设备保障工

程。到 2020年，实现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全国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县级医院，并逐

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

26号）

2018年 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

健康”发展的意见》。《意见》就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提出：

（1）完善“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加快建设基础资源信息数据库，

完善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数据库。大力提升医疗机构信息化应

用水平，二级以上医院要健全医院信息平台功能，整合院内各类系统资源，提升

医院管理效率。三级医院要在 2020年前实现院内医疗服务信息互通共享，有条

件的医院要尽快实现。

（2）推进“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研发基于人工智能的临床诊疗决

策支持系统，开展智能医学影像识别、病理分型和多学科会诊以及多种医疗健康

场景下的智能语音技术应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开展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医疗

健康智能设备的移动医疗示范，实现个人健康实时监测与评估、疾病预警、慢病

筛查、主动干预。加强临床、科研数据整合共享和应用，支持研发医疗健康相关

的人工智能技术、医用机器人、大型医疗设备、应急救援医疗设备、生物三维打

印技术和可穿戴设备等。顺应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趋势，提升医疗健康设备的数

字化、智能化制造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3.1.2 经济背景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好于预期，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

康发展。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改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持续增长，在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一直是重点内容，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 6.9%。其中，第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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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加值 65468亿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334623亿元，增长 6.1%；

第三产业增加值 427032亿元，增长 8.0%。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

重为 7.9%，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51.6%。

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2567亿元，比上年增长 7.4%。其中税收收入

144360亿元，比上年增加 13999亿元，增长 10.7%。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 75187亿元，比上年增长 21.0%。

3.1.3 社会背景

在社会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盛行的背景下，

国民心血管病危险因素显著增加，并呈现在低龄和低收入群体中快速增长趋势及

个体聚集的现象，尤其凸显的是农村居民的心血管病死亡大幅增加和国民血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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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大面积暴露。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7》，中国心血管病(CVD)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

阶段。推算 CVD现患人数 2.9亿，其中脑卒中 1300万，冠心病 1100万，肺心

病 500万，心衰 450万，风心病 250万，先心病 200万，高血压 2.7亿。

2015年 CVD死亡率仍居首位，高于肿瘤及其他疾病。农村 CVD死亡率从

2009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市水平。2015年农村 CVD死亡率为 298.42/10万，

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 144.79/10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 153.63/10万；城市 CVD

死亡率为 264.84/10 万，其中心脏病死亡率为 136.61/10 万，脑血管病死亡率为

128.23/10万。2015年农村、城市 CVD死亡占全部死因的比率分别为 45.01%和

42.61%。每 5例死亡中就有 2例死于 CVD。

根据文献报道河北省心脑血管事件粗发病率为 477.6/10 万，粗死亡率为

218.0/10 万；河北省心脑血管事件城市居民发病率为 582.2/10 万，死亡率为

207.7/10万；农村发病率为 377.0/10万，死亡率为 216.4/10万；河北省心脑血管

事件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加。

心血管病诊疗现状不容乐观，是河北省域内乃至全国的普遍现象。心血管病

诊疗过程中的主要难题有：

1、优质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降低心脑血管病的救治效率

我国各级医疗机构随经济增长有了较好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影响，

难以避免地存在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的现象。省级和市级大型综合性医院主要集

中在中心老城区，布局过于集中。同时，很多医院如今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

占地不足、医疗用房紧张的现象。基础设施局限性将影响大型医疗设备的合理配

置，大型医疗设备布局缺陷将降低医疗救治过程的流畅度。

2、各级医疗机构心脑血管病救治水平不均衡，医疗同质化差

区域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救治能力，尤其是心脑血管疑难病症的救

治能力呈现巨大“鸿沟”，表现为：区域医疗中心拥有优质医疗资源，而基层医

疗机构技术服务能力薄弱，区域医疗中心和基层医疗机构救治水平的不均衡、医

疗同质化差是我国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的“短板”。

3、医疗机构临床科研创新能力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临床研究成为医学科技创新链条的薄弱环节。许多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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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不能及时有效地转化到临床应用。虽然我国有丰

富的临床资源，但临床研究创新能力不足、水平不高，整体发展滞后的问题十分

突出。

3.2 项目建设必要性

3.2.1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河北省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的战略需求

“十三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提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将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国

家相继发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等规划文件，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面

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河北省积极响应国家卫生与健康发展战略，出台了《河北省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实

施意见》、《河北省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

对河北省域内医疗资源提升、“互联网+医疗”建设提出要求。

项目建设是落实《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的重要措施，旨在推动建立

健全适应区域发展水平、体系完整、密切协作的血脑血管病医疗服务体系，提升

区域心脑血管病诊治综合能力。因此，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河北省卫生与健康发

展规划的战略需求。



联系电话：010-82885739 传真：010-82885785
尚普咨询北京总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号海泰大厦 11层 第 9 页

3.2.2 项目建设是提升全省心脑血管病诊治能力、增加人民群众就医

获得感的关键举措

3.2.3 项目建设是完善医学科技创新链条、打造先进的心脑血管病诊

疗中心和科研基地的有效途径

3.2.4 项目建设是提升医院远程医疗业务水平有效支撑

3.3 项目建设目标

第 4章 项目建设需求分析

4.1 医学装备能力提升需求分析

4.1.1 目标分析

4.1.2 差距分析

4.1.3 需求测算

4.2 医院信息化建设需求分析

4.2.1 目标分析

4.2.2 差距分析

4.2.3 需求测算

4.2.3.1 远程医疗云数据中心建设需求

第 5章 项目建设方案

5.1 建设内容

5.1.1 医学装备购置建设内容

5.1.2 信息化建设内容

5.2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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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医学装备购置实施方案

5.2.2 信息化建设实施方案

第 6章 环境影响分析

6.1 编制依据和执行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二级标准

3、中国《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二级标准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5、《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6、《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

7、《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02）

8、《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生物污染控制》（GB/T 25916.1-2010）

9、《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

6.2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防治措施

6.2.1 项目建设期环境保护

由于该项目主要工作内容为医学设备、信息化硬件设备购置及软件系统开

发，不涉及土建工程，所以在项目建设期不会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为防止建设期对环境的影响，应做到排水（生活废水）不得随意外溢倾倒；

不得随意抛弃设备包装材料和其它杂物应堆置在规定的地点；采取各种措施防止

设备安装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6.2.2 项目运营期环境保护

本项目在设计中，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严格按照“三

同时”的原则，使本项目的各项指标达到环保方面的有关要求。

项目排水采用雨、污水分流制。雨水经雨水系统收集后，市政雨水管网。项

目建成后产生的污水经污水格栅池去除固形物沉淀处理，在达到《医疗机构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的相应排放标准限值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于医学设备、空调外机、离心机、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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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噪声。建设单位应选用高效率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基础安装减振垫或阻

尼减振器，从源头控制噪声污染；风机应安装消声器及减振装置，风机与风管采

用软接头连接，以及对风机吊杆设避振器等减振、吸声、隔声的治理措施；水泵

（纯水制备系统的水泵）的进出管道安装可曲挠橡胶接头，通过采取减振、吸声、

隔声的治理措施。

坚持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将固体废物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再利

用，变废为宝，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利用源头控制、处理处置的方法将废物减量，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导则（试行）》（公告 2006年第 11号）、《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2008年 8月 1日施行），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一般固体废物，医疗服务和试剂配制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残留试剂、试

剂包装物、分析产物、分析残液、废凝胶、消耗或破损的实验用品（如玻璃器皿、

移液枪头等）、废样品、废活性炭等。

本项目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每人 0.25kg/d计算）应实行分类袋装化处

理，集中于垃圾箱内，委托环卫部门每日清运。

检测和医疗过程产生的医疗固废，应集中收集，作为医疗固体废物，交专业

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6.3 环境影响综合评价

第 7章 节能节水分析

7.1 节能分析

7.1.1 设计依据

7.1.2 能源消耗分析

7.1.3 节能措施

其他所有设备选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节能型设备，不在国家已公布淘汰的

机电产品之列。电器设备选用新型高效节能型，设计选型中尽可能配置节能性能

好的产品，并采取电容补偿，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损耗。

做好能耗计量，各低压电出线回路均装设有功电度表。

在运营中加强节能宣传教育，制订节能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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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方案，以达到降低能源消耗的目的。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对各类设备、

管道、器具等进行检修，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本项目能源消耗较少，不会对当地能源消费造成影响。通过采取电气节能、

设备节能、管理节能等措施，可有效实现能源的节约利用。

7.2 节水分析

第 8章 劳动安全、卫生防护与消防

8.1 设计依据

8.2 劳动安全卫生

8.2.1 防电

8.2.2 防辐射

8.2.3 废弃物处理

8.2.4 人员设施管理

8.3 消防设施

第 9章 项目组织机构和人员储备

9.1 组织机构

9.1.1诊疗及科研组织机构现状

9.1.2 项目建成后诊疗及科研组织机构设置

9.2 人员储备

9.2.1现有各类人员数量及组成情况

9.2.2 项目建成后需增加的人员数量及要求

为保障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建设，我院将通过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引进、毕业生事业编招聘、非事业编制员工公开招聘等形式，项目建设期内增加

150余名相关专业临床医师、护理、放射、检验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增加 5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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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职科研人员。9.2.3 人员培训方案

第 10章 项目实施进度、招标方案

10.1 实施进度计划

10.2 招标方案

10.2.1 招标原则

10.2.2 招标范围

10.2.3 招标方案

10.2.4 招标基本情况表

第 11章 项目管理和评价指标

11.1 项目管理组织机构

11.1.1 项目管理责任人

11.1.2 项目管理部门及主要职责

11.2 项目考核评价指标

11.2.1 临床诊疗服务能力提升

11.2.2 临床科研创新能力提升

11.2.3 区域协作

11.2.4 辐射带动

第 12章 投资估算和资金来源

12.1 投资估算

12.1.1 估算依据

根据项目建设单位规划，对本项目进行有关的财务预测。在具体操作时遵循

谨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预测期间费用、预测成本报表、预测损益表和预测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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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表做了一定的合并和处理。为了保证预测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对预测数据都

采取了多种途径的测算和验证，从而确保了评价结果的可信度。

本预测中各种数据比例，是通过调查医疗机构的有关资料，并通过分析统计，

制定出的相关比例，具有宏观性和满足统计规律的特点。在本项目的预测中，能

够比较好地、大致地反映项目的收益价值状况，但在项目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

有大量的、次要的不确定因素，甚至有时还会出现重大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都

会影响到该项目的收益，所以，具体实施可能与本预测存在一定的差异是正常的。

主要依据：

1、《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

2、国家和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投资的政策、法规；

3、项目投资相关数据资料；

12.1.2 估算范围

12.1.3 投资估算

12.2 资金来源

第 13章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分析

13.1 社会效益分析

13.1.1 社会影响效果分析

13.1.2 互适性分析

13.1.3 社会效益分析结论

13.2 经济效益分析

13.2.1 评价依据

1、本项目的财务评价是参照 2006年《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

三版）和 2002年颁发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指南》。

2、国家现行财税制度，以及有关规定进行计算与评价。

3、选用参数数据的来源及依据。

4、其他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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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购置的医学设备服务收入。本次财务评价的

参数选取采用保守原则，各项收入由各医学设备年使用次数/时长与收费标准决

定；

2、项目计算期 10年，实际运营期要远大于 10年；

3、分析过程不考虑物价变化因素的影响；

4、项目经营收入、原辅耗材、燃料动力等主要成本数据为现今市场价格（不

含税价）初步估算；

13.2.2 经济效益分析

13.2.3 经济效益结论

本项目的财务测算是假设项目运营时，预计产生的经济效益。项目完全运营

后，年均营业收入可达****万元；年均支出为****万元，年均收支结余为****

万元。因此，项目经过经济效益测算是可行的。

序号 指标 单位 指标 备注

1 总投资 万元

2 收入 万元 年均

3 支出 万元 年均

4 收支结余 万元 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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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章 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14.1 编制依据

14.1.1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14.1.2 地方法规和规划

14.2 风险调查

14.2.1 调查内容

14.2.2 调查范围

14.2.3 调查的方式和方法

14.3 风险识别

14.4 风险估计

14.5 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14.6 落实措施后的风险等级

14.7 风险分析结论

14.7.1 拟建项目主要的风险因素

14.7.2 主要的风险防范、化解措施

14.7.3 拟建项目风险等级

14.7.4 落实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有关建议

第 15章 结论与建议

15.1 结论

15.1.1 项目资金安排合理

15.1.2 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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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项目经济效益结论

15.1.4 项目社会效益结论

15.1.5 项目风险等级问题

15.2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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