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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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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疗机构是当前我国公共卫生组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构成，当出现聚集性传染病以及群体性公共卫生问题时医疗机构承担了主要

的防治职责，对于减少传染病的大面积传播以及保持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从我国实情来看，由于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导致

我国公共卫生组织建设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本文从目前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

工作的问题出发，并提出相关对解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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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an indispensable key component of current public health organizations in China. When there are aggregated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as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medical institutions assume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hich plays a vital role in 

reducing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due to the interwoven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health organization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backward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leve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is relatively low.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olutions and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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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指的是对社会公众群体生命安全造成严

重危害的严重急性传染病疫情或者群体性不明显的一类疾患，同时

还包括一些严重的大面积职业中毒或者食物中毒事件。从近些年公

共卫生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来看，我国一部分公共安全卫生事件的

发生仍然和国家相关卫生体制管理机制不够科学完善有关，当出现

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之后，一旦缺少有效正确的应对措施，将会引起

更加严重的危害和后果，不仅对广大群众正常生活、工作带来影响，

还会直接损害到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和国家直接利益 [1]。对于公共

卫生安全事件的防控工作需要多方参与协同努力，包括相关政策支

持、医疗机构卫生技术发展以及公众主动配合，共同构建起防控巩

公共卫生事件的坚固屏障。

一、医疗机构中公共卫生工作的问题

（一）缺少对医疗机构职责的正确认知

当前，我国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最为突

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相关人员对医疗机构的认知还不够深刻，并未充

分重视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对医疗机构公

共卫生管理工作还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 [2]。从现阶段国内卫生体系

实际情况来看，不管是在制度亦或者人员配置上，相关公共卫生管

理的内容以及政策都还缺少对应的体系及流程，直接影响到构建起

统一协调的公共卫生体系，造成各个地区医疗卫生政策相互独立，

公共卫生挂你水平发展也严重失衡。

（二）疾病控制方法缺乏缺乏科学性

因为国内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时间还并不长，相关工作人员也

缺少足够的培训，导致对疾病控制方法掌握不足，在面对重大传染

病时缺少丰富的经验，所采取的防控方法也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严重影响到疾病防控的效果 [2]。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我国许多

医疗机构对于传染病的隔离、预控制更多的是根据医院诊断结果来

进行，很少对原因进行系统、全面的检查，难以及时发现传染病，

也不能有效的发现传染源采取阻断措施。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了目前

我国医疗机构对于相关人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投入还不足。除此之

外，目前我国疾病卫生控制体系对于疾病预防及其宣传工作的投入

还较少，公众很少接受到关于传染病知识的教育和宣传，也使得大

多数公众对于传染病的重视度较低，不能正确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

公众日常仍然保持着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加自身患上传染病的概

率，也间接的影响到传染病预防及控制工作开展 [3]。

（三）医疗机构和疾控中心缺少有效沟通

尽管近些年我国医疗建设体系得到了进步完善，但从实际医

疗体系建设的结构水平来看，医疗机构和疾病防治机构之间仍然缺

少良好的联系，导致相关工作的开展出现脱节，也导致在面对疾病

防控问题时无法统一协调合作 [4]。通常表现为，医疗机构难以及时

发现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也不足，在疾病检

查和预防知识方面还无法满足公众对实际需要。同时疾控中心对于

相关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在医疗体系方面的业务培训不足。

二、医疗机构中公共卫生工作的优化对策

（一）增强医疗机构责任意识

现阶段，因为国内在公共卫生管理机构设置方面还不完善，

机构分布比较繁琐，所以一直以来医疗机构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

理问题。为此，国内公共卫生系统相关主管部门需要充分发挥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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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对以往忽视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问题重新重视起来，做好

整体规划协调，利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对医疗机构

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和准则做出明确的规定，确保医疗机构能够始终

提供高水平、规范化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提高医疗机构公共卫生

和管理的责任意识 [5]。同时对相关医疗机构及其医疗人员的行为和

操作进行规范，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强化职业素养，并将其纳入到

公共医疗卫生整体管理工作中，做好相关的绩效考核管理。

（二）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医疗机构应该定期和具备较强学术能力的其他医疗机构或者

体系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利用相互之间的深入交流，不断总结自身

在公共卫生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和成果。在交流过程中，也能够

使医疗结构持续提升自身的基础理论水平，构建起良好的理论体

系。同时，医疗机构需要每间隔一段时间在院内开展以公共卫生管

理、医院管理等主题的讲座，组织医疗机构相关人员进行专题学习

培训 [6]。积极借鉴学习其他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成功经

验，不断形成一套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具有针对性的公共卫生管理

体系。鉴于目前仍有较多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不足，因此

医疗机构可以定期选派相关管理人员深入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学习观

摩，了解掌握最新、成功的管理方法，弥补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

提高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管理水平 [7]。

（三）强化人才培训力度

医疗机构需要重视对参与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相关人才的培训，

将在与其他医疗机构交流中获得到新知识、新方法下达至各个工作

人员，使相关工作人员树立起良好的工作意识。尤其需要加强对部

分重点部门相关人员的培训工作，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不断提

高工作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水平。另外，需要注重让医疗机构相

关人员形成良好的卫生理念，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素养，主动为患

者提供优质服务，在医疗机构中打造出安全的环境 [8]。

（四）构建疾病控制交流平台

当前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相关疾病控制和信息交流活动

均建立在信息平台的基础上，能够明显提升工作效率。在信息平台

中进行信息交流具有更快的速度，也提高了信息交流的便捷性。医

疗机构应该构建起多方协同合作的稳定关系，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或者大规模传染病，能够及时通报和采取正确的应对措

施 [9]。同时，需要定期做好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工作，推动医疗

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效率的提升，提高医疗机构对公共卫生管理

工作的重视程度。

（五）政府加大对公共卫生管理的重视和投入

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重

视程度，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大力宣传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帮助社

会更多社会民众了解基础疾病知识，促使大众树立起公共卫生安全

的意识。由于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具有较高的复杂性 ，因

此久而久之也容易将其忽视，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合

理通过法律法规等手段明确医疗机构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责范围，对

医疗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促进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

工作成效的提升，也让公共卫生管理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得到更长

久的发展 [10]。

（六）构建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为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稳定运行，政府部门需要

积极对现有的公共卫生机制进行完善，例如可以构建起相应的公共

卫生系统，根据当前公共卫生管理的现实需求，充分整合资源，积

极统筹资金、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等资源，建设网络平台，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供支持

和保障。同时，营造出良好的公共卫生管理环境，为了提升医疗结

构在面对各种类型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需要指导医

疗机构相关管理层级清晰、职责分明，在中央的统一调度下，由地

方进行分级管理，紧紧围绕相关法律法规、应急机制等，充分利用

好信息整合物资保障机制、医疗救助机制、疾病防控机制等，持续

拓展信息来源渠道，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最大程度发挥出集体

的力量参与到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中来。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医疗行业

也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共卫生管理当前已成为医疗机构的一

项重要职责，关乎到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公共卫生管理也是一项

复杂且庞大的长期工程，医疗机构需要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管理工

作的重要价值，积极与政府部门相配合开展管理工作，提升自身及

相关人员对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健全相关卫生组织

职能，更加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同时，政

府部门应该构建起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明确划分公共卫生管理职

能，推动医疗机构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借鉴成功经验提高管理能

力，最终为大众健康水平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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