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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医药学会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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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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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单位 江苏省中医药学会
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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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忠东025-
86669019

立项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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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会会员及继教管理办法
合理合规收取会费收入及继教收入，此项收入用于举办中医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培训、中医
药科普咨询、学会秘书处建设，以及按《章程》规定做好服务会员各项工作，宣传贯彻《中
医药法》和《江苏省中医药条例》，推动我省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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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学会会员及继教管理办法合理合规收取会费收入及
继教收入，此项收入用于举办中医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培训、中医药科普咨询、学会秘书处
建设，以及按《章程》规定做好服务会员各项工作，宣传贯彻《中医药法》和《江苏省中医
药条例》，推动我省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项目实施内容

2024年预计本单位事业收入总额为181.7万元： 其中会费收入84万元（1400人*600元），继
续教育培训收入50万元，会议费收入30万元（500人*600元），省科协“学会服务能力提升
计划”专项补助15万元，利息收入2.7万元。
2024年的工作经费中安排了专项支出181.7万元：1.办公费支出预计为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
购买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办公耗材、证书制作、工作人员餐费等；2.印刷费支出预计
3万元，主要用于单位日常办公和业务资料印刷，《会讯》、《工作汇要》及相关会议材料
印刷等；3.水电费由委托业务单位统一支出；4.邮电费支出预计1.7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办
公用座机电话、宽带费以及邮寄费用支出；5.差旅费支出预计5万元，主要用于单位工作人
员公务出差费用；6.维修（护）费支出预计2万元，主要用于江苏中医药信息网会员库的维
护及网站升级所需要支付的费用；7.会议费支出预计15万元，主要用于学会召开全体理事大
会、常务理事会会议、江苏省中医药发展大会、江苏省中药学术大会等会议相关场地费用、
住宿费用、餐费等支出（500人次*200元）；8.劳务费支出预计10万元，主要用于学会主办
相关学术会议、项目评审、科普咨询、文化普及等业务所需支付的专家讲课费、劳务费、评
审费、咨询费、聘用人员经费等；9.培训费支出预计2万元：主要用于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技

能拓展培训等；10.委托业务费支出预计130万元。学会目前挂靠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长
期委托中心围绕“四服务一加强”，实施“提升服务创新能力计划”，并开展会员服务、秘
书处日常管理和办公维护等。全年预计开展党群活动20场，以提高我省中医药学术水平、推
广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为目标，预计全年组织实施学术活动40场，开展科学普
及、中医药文化推广活动50场，开展继续教育培训及项目管理200余场，做好各类中医药人
才举荐工作；围绕中医药事业发展，组织专家开展建言献策以及政府部门委托的相关工作；
同时按照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要求，委托中心扎实推进学会能力提升计划、“科创江苏”等
相关项目，积极打造科技专家服务团，服务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上述费用预计约130万元。
11.其他商品与服务支出预计为7万元，其中中医药科学技术奖评审以及其他日常调节支出等
。

项目资金
（万元）

收入

全年（程）
预算数

资金总额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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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

支出

半年（程）
计划执行数

全年（程）
预算数

中医药学会事业发展费 90.85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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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期举办中
医药知识竞赛、中医药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项目，提升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基本技能，鼓励会
员及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创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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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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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期举办中
医药知识竞赛、中医药创新创业大赛等竞赛项目，提升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基本技能，鼓励会
员及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创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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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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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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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100%

预算执行率 ＝5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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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出版电子《会讯》 ＝2期 ＝4期

全国性（区域性）会议召开次数 ≥2次 ≥4次

省内会议召开次数 ≥15次 ≥30次

参加会议人数 ≥2000人 ≥5000人

质量指标

支出进度符合率 ＝100% ＝100%

会议按期完成率 ≥40% ≥80%

培训考试通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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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简会议次数，提高会议效率 ≥3次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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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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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代表满意度 ≥98%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