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中医药学会事业发展专项 主管部门
江苏省中医药管理

局

项目类型 一次性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省本级

开始时间 2025年 完成时间 2025年

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费忠东86669019

立项必要性

《江苏省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指出，到2025年，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服务功能更加完善，中西医结合防病治病水平显著增强，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明显提升，中医药

特色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中药质量不断提升，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国际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促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 ，中医药振兴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中医药成为全面推进健康江苏建设重要支撑。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按照文件的有关要

求，遵循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结合江苏省中医药文化的特色优势，围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

课题研究、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产学研发展等工作细化落实“八大工程”，为传承和发展中医

药，弘扬中医药文化，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及产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做出努力，为一定程度

上解决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参考 。

实施可行性

江苏作为中医药大省、强省，在全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上占据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江苏中医底

蕴深厚，名家辈出，江苏是国医大师最多，全国重点学科、重点项目最多，服务总量最多的省

份，也是近代中医的集成地和发源地。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汇集了全省中医药科技工作者 ，目前现

有专家会员5500余人，学会目前是省民政厅认定的“5A”级社会组织，连续7年被省科协评为综

合示范学会，是党和政府联系中医药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 ，是发展我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和卫

生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学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在省卫健委、省

中医药管理局、省科协的领导下，为我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学会先后打造出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江苏省中药学术大会”“长三角健康峰会”等多

个高端品牌学术活动；连续十三年组织开展“中医江苏行 健康你我他”“中医药就在你身边

”“岐黄校园行”等品牌科普活动；学会积极开展中医药软课题研究，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依据；学会积极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举荐宣传，承担全省继续教育项目管理工作，重视中医药科

技工作者的再教育、再培训，协调各方面资源为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 、创新创业搭台助

力，努力增强科技工作者的获得感；多年来，在全省13个地市建立首席专家工作站、高级专家会

诊中心，开展基层中医药帮扶工作，为全省中医药事业的均衡发展做出努力。

项目实施内容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事业发展专项是进一步贯彻 《中医药法》，细化落实《关于促进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江苏省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重

要举措，项目涵盖了提高我省中医药学术水平、促进地区间学术交流、强化交流协作平台等内

容，为健康江苏、中医药强省建设贡献力量。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38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0

政府性基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238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 119 238



中长期目标

1.推动学术繁荣，构建多形式的服务平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打造优质精品项目。重点办好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江

苏省中药学术大会”“江苏省中医膏方学术大会”等集会展商一体化的精品活动，为企业发展、

学术交流搭建多方位的交流平台。2.加强中医药区域协作。加强中医药区域协作与交流，积极打

造国家中医妇科、脾胃病等区域诊疗中心；继续推进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集中展示长三角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成果；发挥在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以及防治肿瘤等重大疾病中的优势作用 ，大力

支持在传染病及肿瘤防治中的区域中医诊疗中心合作共建及中医专病专科联盟建设 。3.加强国际

学术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医药

文化海外传播。支持专家会员参与中医药海外学术交流；主动与海外中医药学术机构联系，建立

长远战略合作机制，搭建交流互动平台。4. 组织开展省内专科专病诊疗共识意见制定工作 。依

托学会分支机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临床诊疗特点 ，组织开展省内专病专科诊疗共识

意见，形成诊疗规范，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参考。5.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通过定期开

展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为广大专家会员搭建高层次人才举荐平台，鼓励会员及广大中医药科

技工作者投身中医药事业。推进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与培训，进一步拓展业务能力。6.推进科技创

新。夯实首席专家工作站、高级专家会诊中心、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着

力提升全省心血管病、高血压病、肿瘤、疫病等重大疾病的中医专病专科诊疗水平。7.提升中医

药继续教育管理能力和水平。推进全省中医药学术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流的平台建设，在线下交

流的同时，开展线上学术讲座、继续教育培训等服务模式。8.做好有关软课题研究以及科技工作

者建议有关工作。结合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现况，组织开展相关软课题研究，如流派经验的挖掘

、古籍的整理等；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交流研讨，形成科技工作者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9.推进江苏中医药流派的经验传承与挖掘。积极推进省内中医学术流派，如吴门医派、孟河

医派、龙砂医派、山阳医派、澄江学派等中医学术流派的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积极对接学

术流工作室的学术推广有关项目。10.推进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总结凝练、推广传

播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年度目标

1.推动学术繁荣，构建多形式的服务平台。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打造优质精品项目。重点办好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中西医结合学术大会”“长三角健康峰会（溧水）暨中医药博览会”“江

苏省中药学术大会”“江苏省中医膏方学术大会”等集会展商一体化的精品活动，为企业发展、

学术交流搭建多方位的交流平台。2.加强中医药区域协作。加强中医药区域协作与交流，积极打

造国家中医妇科、脾胃病等区域诊疗中心；继续推进长三角地区交流与合作，集中展示长三角中

医药事业发展的成果；发挥在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以及防治肿瘤等重大疾病中的优势作用 ，大力

支持在传染病及肿瘤防治中的区域中医诊疗中心合作共建及中医专病专科联盟建设 。3.加强国际

学术交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医药

文化海外传播。支持专家会员参与中医药海外学术交流；主动与海外中医药学术机构联系，建立

长远战略合作机制，搭建交流互动平台。4. 组织开展省内专科专病诊疗共识意见制定工作 。依

托学会分支机构，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以及中医药临床诊疗特点 ，组织开展省内专病专科诊疗共识

意见，形成诊疗规范，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参考。5.加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激励。通过定期开

展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为广大专家会员搭建高层次人才举荐平台，鼓励会员及广大中医药科

技工作者投身中医药事业。推进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与培训，进一步拓展业务能力。6.推进科技创

新。夯实首席专家工作站、高级专家会诊中心、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着

力提升全省心血管病、高血压病、肿瘤、疫病等重大疾病的中医专病专科诊疗水平。7.提升中医

药继续教育管理能力和水平。推进全省中医药学术线上、线下一体化交流的平台建设，在线下交

流的同时，开展线上学术讲座、继续教育培训等服务模式。8.做好有关软课题研究以及科技工作

者建议有关工作。结合我省中医药事业发展现况，组织开展相关软课题研究，如流派经验的挖掘

、古籍的整理等；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交流研讨，形成科技工作者建议，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

考。9.推进江苏中医药流派的经验传承与挖掘。积极推进省内中医学术流派，如吴门医派、孟河

医派、龙砂医派、山阳医派、澄江学派等中医学术流派的挖掘、研究、保护和传承，积极对接学

术流派工作室的学术推广有关项目。10.推进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总结凝练、推广

传播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中医药健康巡讲活动场数 ≥10场次 ≥20场次

中医药人才托举工程 ≥2人次 ≥5人次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国性（区域性）会议召开次数 ≥2次 ≥4次

开展中医药文化现场推广活动场数 ≥10场次 ≥20场次

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场数 ≥3场次 ≥6场次

省内会议召开次数 ≥15次 ≥30次

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 ≥10场次 ≥20场次

参加会议人数 ≥2000人 ≥4000人

编辑出版电子《会讯》 ＝2期 ＝4期

质量指标

培训考试通过率 ＝100% ＝100%

中医药文化活动目标完成率 ≥50% ≥100%

会议按期完成率 ≥40% ≥80%

支出进度符合率 ＝100% ＝100%

会议出勤率 ≥90% ≥90%

时效指标 提高完成绩效目标效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对中医药经济发展的影响或提升程度 明显 明显

社会效益
中医药文化活动受益人数 ≥400人次 ≥800人次

继续教育培训人才、中医药健康巡讲 ＝5次 ＝10次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对宣传、普及工作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较高 较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会员满意度，继续教育人员满意度 ≥98% ≥98%

中医药文化活动参与群众满意度 ≥98%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