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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建设中的结构化伦理视角 

陈梦群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摘 要：医院文化是医院改革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为医院建设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本文通过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

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建设进行结构化伦理分析,提出如何在新形势下营造和谐融洽的医院文化和进行伦理概念的探索，将伦理内涵渗透和贯

穿到医院文化的各个层次结构中,即通过医护人员良好的伦理素质,精湛的医疗技术、优质的服务，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更加满意的服务。 
关键词：医院文化；伦理；建设 

 

医院文化是医院在长期实践中凝聚起来的文化氛围，价值观念

以及广大员工的认同的医院精神、管理理念和经营行为。医院文化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管理理论，可以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

层面和精神层面来分析探讨。但医院文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在这些

层面的建设中必须以医学伦理为先导，而且必须渗透和贯穿到每一

个层面中，即为患者服务的全过程。 

一、伦理内化是医院文化建设的充分条件 
一方面，医院的价值观表现为“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

医院的服务理念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医院文化建设的目标,也

是医院伦理内化的实质。所以,医院文化建设与医院伦理内化具有一

致性。第一,医院文化与医院伦理两者的内涵相通。它们两者同属于

微观上层建筑的范畴,同是观念性文化,都包容着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精神状态、行为准则、职业道德标准等观念 ,都是以“人

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第二 ,医院文化建设与医院伦

理建设的对象相同。它们都把医院中的“人”作为研究和建设的主

体。第三 ,医院文化建设与医院伦理的目标相容。两者都是为了提

高医院的整体素质,提高医护人员的素质,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为医院建设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另一方面,从概念的属种关系来讲,伦理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文化的外延中本身就包含着伦理这一概念。因此医院伦理是医院文

化建设的内化条件，是医院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医院文化建设

中,任何忽视医院伦理建设的认识和做法,都是片面的,是脱离实际

的。 

二、伦理内化是医院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之所以把伦理内化作为医院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是因为确立

正确的医院价值观必须坚持以医院伦理建设为核心内容和基础工

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医院要发展,要生存,同时又得坚持公益

性与福利性,面对社会,面对患者,要在高超的医疗技术、优良的服务

质量基础上,取得合理的收人,这是医院面临的最大伦理选择。这种

社会环境下，仅仅依靠法律、经济、行政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

辅之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塑造社会主流思想；用舆

论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意识、观念和行为。在医院文化建设中，培

育医院精神、塑造医院形象、提高医护人员素质以及创造浓厚的医

院文化氛围，都应坚持以医院伦理的建设为核心内容和基础工作，

使其对内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对外具有辐射功能，并能使人

与人、个人与医院、医院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合理化、和谐化。 

三、医院文化建设中的结构化伦理视角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医院文化建设在明确医院文化的

各个层面结构的基础上，应从伦理的视角深入探讨“以德治理”、“以

德行医”、“以德服务”、“以德经营”的治院理念，真正凸显医学“以

人为本、为患者谋利益”的本质目的。 

（一）医院文化物质层面的伦理视角 

医院文化的物质层指的是医院的医疗环境和硬件设施。医院一

直以来只被视为单纯供治疗的地方，随着生物实验医学模式向生理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开始发现医院和其它医疗卫生

设施作为全社会医疗保健服务的特定环境，其设计布局、建筑、空

间环境等与众多使用者的关系密不可分，并通过视觉、心理感受等

因素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心理，其出发点和使用状态都存在与社会

准则、价值取向的健康伦理问题，因此“以患者为中心”成为医院

物质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主导理念。 

首先患者需要舒适、便利、安全、宁静的就医环境；医护人员

需要整洁、干净、信息丰富的工作条件。良好的医院环境不但可以

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而且可以提高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设计人性

化的标识、空气保持清新流畅、创造吸引人的公共空间、美化诊断

治疗用房、建成“花园式医院”、“家庭式病房”等，这些人性化诉

求，体现出患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强化，患者的意愿和需求得到更

多的尊重和理解，患者方便了，对医院自然就会增强信赖感。 

其次，医院宣教橱窗也是医院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事实求

是、 科学公正、 廉洁透明” 的进行医学知识普及，医院特色简

介，服务价格、药品价格公示及医院物质层面的宣传，不仅节省患

者认知医院的时间，更多的是扩大医院的社会影响力，体现出医院

深厚的文化伦理底蕴。 

另外，医院的新设备、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一定意义上讲也

是医院物质文化的保证。从实用性一面来说，高端设备技术可以提

高疾病的诊断率、治愈率，提高医院的整体科研、教学水平。但同

时也提醒我们在医院物质文化建设中，应加入更多的人性伦理化思

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以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逐步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切忌为追求经济效益盲目发展“高、

精、尖设备技术”，确保物质与伦理在互动中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 

（二）医院文化行为层面的伦理视角 

医院文化的行为层包含医生、护士、医技人员、医院管理者、

后勤工作者的行为，是医院文化建设的设计者、执行者，体现着医

院的特色品牌、技能质量、综合素质、经济效益等诸多医院价值。 

从医患文化心态出发，良好的精神面貌、文化修养、道德修养

和的医院文化行为对于患者的安全感、亲切感、信任感的培养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培养医护人员选择不同的医院文化行为

时，更要注重其内容的合伦理性、合医学目的性，这就表明了医院

文化行为必须要与医学伦理规范共同反应才能得以真正实践。只有

有助于医学事业发展，有益于医患之间、医护之间、医医之间、医

院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用以规范医护人员行为实践的那些

医院文化行为才可以归属到医学伦理规范之中。因此，医院文化行

为的结果，就是内化为医护人员内心体验和外化为医护人员的医学

伦理实践。 

医院文化行为的伦理反应必然促成良好结果：一方面医德教育

和修养使医院文化行为的取舍性趋于科学化、合理化、规范化，从

而提升医疗质量，提高医院综合管理效益；另一方面，医学伦理原

则规范转化为医院文化行为，合理肯定他们正当的功利意识，充分

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医护人员在医学实践中实现医德整体水平

的提高，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树立医院良好信誉。 

（三）医院文化制度层面的伦理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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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的制度层包括医院的领导体制、医院的组织结构和医

院的管理制度。它是医院价值观、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具体

反映，也是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集中表现。因此，制度本身的伦

理内化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医院而言，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必然包含着“对谁有利”

的价值思考，总是依据认定的价值取向来建立，这种价值取向可以

是合乎伦理的，也可以是不合乎伦理的。要保证医院制度的正当性

和合理性，必须依照医学伦理原则进行设计和安排，使建立的制度

在运行中体现伦理合理性，并产生一定的具有伦理意义的结果。如

果设立制度时不考虑伦理因素的话，那么产生的后果则能会与伦理

要求相背，诱导在这个制度下的某些团体或个人做出不符合医德的

行为,如医院的制度规定没有把医院的经济效益、医护人员的利益和

患者的利益处理好，只是单方规定医护人员的工资及奖金在病人住

院费中提取，于是本无须住院的病人也被要求住院，弃医德于不顾

的行为发生了，这一事件的实质存在制度层面的伦理性问题。在以

为人民健康服务为宗旨的医学领域，制度对个人价值取向和行为选

择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有些制度的制定使伦理规范被架空，看似

是医护人员的个人的医风医德修养(这当然是个能排除的重要因

素)，但实质上隐含着不合医学伦理的制度诱导。因此，指向伦理目

的的制度更合理、更有效，更有力地抑制不良行医的发生。在医院

文化制度建设上，决不能放弃医学职业的伦理性质。 

（四）医院文化精神层面的伦理视角 

医院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以人为本的精神，医院是人格化的

医院，倡导保护个人的权利，主张实现人的价值的伦理观。在新的

社会环境下、在新的医改形势中，不同价值冲突引起医患难题，如

何把握医院文化建设，如何从本质上解决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矛盾，

是当前急需探讨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观照，它诉求

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尊重人的价值，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

因此，挽救生命、服务群众、崇尚科学、甘于奉献构成了医院文化

建设主体的社会性。 

医院文化要和医院的服务所具有的公益性、事业性、常规性、

突发性等特点相适应，加强医院文化精神建设是每个医院管理者必

须重视和面对的现实问题，要求高度弘扬医学人文精神，尊重患者

的生命价值、尊严，选择权和知情权，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塑造

并维护医患之间的平衡、平等的关系，实现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相

结合，良好的医患关系对卫生服务人员和患者都有巨大的作用和影

响，是成功的伦理实践，更是对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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