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3)2020,10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2020年12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印发的国卫
财务发〔2020〕27 号《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
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推进管理模
式和运行方式加快转变，进一步提高医院运营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

1　目前医院面临的困境
1.1面临外部问题
1.1.1患者就医的选择
随着分级诊疗制度的深入推进和完善，很大程度上分流了

患者，使医疗资源相对均衡。但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医疗卫
生机构的医疗技术水平是影响患者就医选择的重要因素，从目
前整个医疗行业来看，仍存大量患者选择大型三甲医院就医，
大医院依然人满为患，门急诊看病难和住院待床问题很普遍。

1.1.2 品、耗材加成的取消
随着公立医院改革深入推进，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基础上，

国家为了进一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在 2020 年又一次取
消耗材加成，并对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下降，使医院医疗收入来
源缩小，收入空间减少，降低医院的运营成本刻不容缓。

1.1.3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随着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医保支付方式由总额预付、单

病种付费向CHS-DRG（China Healthcare Security Diagno-
sis Related Groups）国家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模式转
变。医保付费制度改革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和变革，对于政
府、医保、医院和患者的行为与思维方式都存在影响。特别是对
医院医疗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医保与医院之间的“博
弈”永远持续。

1.2面临内部问题
多元化办医逐渐改变原有的医疗格局，使医疗行业竞争渐趋

白热化，以前的医疗优质医院已不再本地区独占鳌头失去特色，
面临缺乏医疗核心技术的困境。且近年来医院成本居高不下，许
多公立医院出现收不抵支，面临资金压力。

2　运营管理实践
为了进一步更好的促进医院发展，摆脱面临的困境，我院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印发的国卫财务发〔2020〕
27号《关于加强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并结
合我院实际，采取了一系列运营管理手段和方法，来提升医疗质
量内涵，强化运营管理效率。

2.1组织制度建设
2.1.1组织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医院运营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推进管理模
式和运行方式加快转变，降低经济运行压力，补齐内部运营管理
短板和弱项，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医院专门成立运营管理委员
会,委员会主任由院长担任，委员由副院长、副书记、工会主席、
总会计师、总药师、院长助理及相关职能科室主任和医护技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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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家医改取消药品、耗材加成，大型设备检查费用下降降，医院的收入空间进一步压缩，使公立医院发展遇到

瓶颈，规模扩张和粗放式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必须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提高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能力，促进医院高质

量发展。本文将结合我院运营管理方面工作进行探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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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主任及护士长组成。
2.1.2制度建设：医院为了确保运营管理工作行之有效，专

门制定了《**医院运营管理办法(试运行)》，通过制度来指导全
院人员认真实施；对不规范行为进行约束；对院发展短板和弱项
进行激励引导，通过完善管理制度来保障运营目标完成。

2.2优化结构
2.2.1调整业务结构

（1）提高门诊收入占住院收入占比，一是合理安排医院专家
门诊次数，便于提高患者诊断率和治愈率，并增加患者的就诊
量。二是提升门诊治疗水平，使常规等非住院手术患者在门诊就
医治。三是要和医保部门对接，出具相同病种下在门诊手术下比
住院手术费用节约，使其将非住院手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既使
患者收益，也节约医保基金。

（2）提高门诊住院转换比，门诊住院转换比高反应两种情
况，一是医院医疗技术水平高留住患者；二是住院门槛低可能收
治了未达到住院指针的患者。门诊住院转换比低也反应两种情
况，一是确实没有符合住院指针的患者；二是医疗技术水平低未
能留着患者。通过数据的分析就能发现数据背后的因素，因此要
辩证看待此问题，正确对待，通过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新
治疗手段的应用来优化门诊住院转换比。

（3）优化病种结构，业务科室根据运营结果分析持续改进，
优化治疗方案，在医疗质量安全和不增加患者负担的情况下，尽
量减少药品、材料费用，增加治疗、手术等服务收入，提高医疗
有效收入占比。

2.2.2调整收入项目结构
（1）提高服务收入占比，医疗收入项目结构中，药品和卫生

材料收入无效（替厂家打工），检查化验收费项目价格将下调，真
正给医院带来收益是手术收入、治疗收入、护理收入等医疗服务
收入。因此医院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不断提升医院医疗技术
水平。勇于攻克各种临床疑难杂症，使医院医疗技术水平在本地
区及周边区域首屈一指。二是不断提升医疗护理水平。增加患者
就医感受，使患者有“归属感”。三是增加有效治疗手段。要根
据患者及病情需求，开展多种途径治疗手段及新业务新技术，使
患者减少疼痛，有效缩短治愈时间，规避检查、化验、开药等常
规手段。

（2）降低药品卫材收入占比，在确保医疗质量安全的前提
下，按照“五合理”要求，一是做到合理用药，安全用药。二是
在卫生材料选取时必须根据患者病情按需使用，要引导患者转变
理念，不能一味追求进口或价格贵的卫生材料，其实对患来说安
全、合适才是最好的。三是加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提升。在医疗
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以医疗技术水平来替代辅助卫生材料
使用，节约非必要支出。

3　加强内部控制管理
在结构调整的同时，也要加强支出的管理，做到“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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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流”。一是对卫生材料实行闭环管理，采购有计划，使用
有监管，用后有追踪，做到一物一码，从采购入库---- 出库-
--- 计费形成全过程管理。并对不可收费卫生材料实行定量或
定额管理，提高卫生材料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二
是将其加医院合同管理，对价值高、易变价卫生材料重点监
控，随时进行业务对接，确保所有卫材价格始终保持在最低水
平。三是加强采购管理，对国家还未集中采购的卫生材料，医
院要积极与供应商谈判，促使其降低，让利于患者。

4　加强业财融合管理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各业务科室具体运营情况，加快业务

科室主任由医疗业务向经济业务管理涉入，财务人员由财务管
理向医疗业务深入，医院安排运管员不定期到科室进行交流，
通过数据分析将数据背后映射出相关业务的问题反馈给科室，
通过融通和交流，提出优改方法，促使业务科室高效发展。对
复杂问题及时向医院反映，确保解决问题的实效性。

5　加强绩效考核管理
当医院运营目标确定，管理手段明确后，如何将医院整体

目标层层分解确保完成，就成为公立医院运营绩效管理环节中
最重要一环，因此通过绩效杠杆来进行考核、评价，以调动
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促使各项目标任务完成。

5.1制定绩效考核指标
绩效考核指标制定一定要科学、合理、全面、并具有可

操作性、层级清晰、任务明确。具体可以分为 3 各层级，第
一层级为院级核心控制考核指标，该层面指标制定后，由指标
相应归口管理责任科室负责落实，医院按季度对其进行考核评
价，持续改进，直到完成。第二层级为部门核心控制考核指
标：该层级指标由各归口管理科室按照医院对其考核指标要
求，将其分解至各临床业务科室，针对各临床业务科室的业务
特点对其制订考核标准，按月进行考核，确保任务完成。第
三层级为业务科室自行考评指标，该指标由业务科室自行制订
考核指标，以便于任务明确，责任落实到人，“谁超标，谁

受罚；谁完成，谁受奖”
5.2绩效指标考核分析
每月根据院、科两级考核指标要求，结合考核管理办法，

对当月医院运营数据情况进行院、科两级分析，针对做的好的
科室要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并给予绩效奖励。对做的不好的科
室要找原因、找差距，持续改进，逐步逐月缩小差距，并受
到绩效处罚。以绩效作为考核的杠杆来引导全院全员共同参
与、共同努力，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级完成最终实现运
营目标。

5.3取得成效
**医院加强运营管理工作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向好发

展比例来看：一是2020年1季度门诊人次月均突破10万余人次，
同比增幅20.33%；出院人次月均突破5600 余人次，同比增幅
28.69%。二是门次均费用237元，同比降幅12.25%；出院患者次
均费用12300元，同比降幅5.63%。三是手术例数月均超过6300
例次，同比增幅49.3%。四是药占比26%，同比下降0.42%；医疗
服务收入占比26.87%，同比增长0.96%。五是新增新技术新业务
76个，同比增长40.74%。

6　总结
本文基于**医院运营管理实际情况展开分析，面对医院存

在问题与不足时，采取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有效遏制医疗资
源浪费，使患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明显降低。通过制定适宜
的科室能管控办法，深入挖掘公立 医院的发展潜力，提高运
营管理水平运营管理，使医院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安全、有效、方便、 价廉的医疗服务，
进一步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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