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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杨媛媛　肖　蓓　高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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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慢性病也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和身体健康的主要因素。因此，相对于

疾病发的治疗，疾病的预防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公立医院正在积极探索建立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的新型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而且开展健康管理是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是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的必然产物。

本文以公立医院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公立医院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重要意义，其次分析公立医院开展健康

管理服务模式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优化公立医院进行健康管理服务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公立医院进一

步做好健康管理工作，提升自身服务水平，满足广大患者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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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various chronic disea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actors 
threatening people's lives and physical health. Therefore,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disease preven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t present,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ype of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guided by patient needs. Moreover, carrying out health management is a demand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n inevitable product of continuous reform,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in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This article takes public hospita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it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arrying out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in public hospitals.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mode of carrying 
out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in public hospitals. Finally, it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th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provided by public hospitals. I hope to promote public hospitals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health management work, improve their service level, and meet the multi-level and diverse need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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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管理体系主要是对个人或团队的身心健康

状况进行全面的监测、研究、评价 , 并对其进行专门

的保健咨询与指导 , 并且针对其中的身体危害因素实

施有针对性的干预 , 从而推动其从非健康状态向健康

状态的全面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因此在我国

兴起了一种新的健康管理模式——健康管理。健康管

理是一门融合了医学、管理学和信息学的跨学科新兴

领域，其发展离不开医疗服务理论和技术的支持。因

此，公立医院进行健康管理相对于其他机构而言更具

优势，它具备较好的医疗资源和专业的医师团队，能

够为患者提供更多的保障，使他们可以放心地接受优

质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但

是目前国内对于公立医院如何开展健康管理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本文就从这一方面出发来探讨相关问题

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大家带来帮助。

1 公立医院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重要意义

1.1 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与

健康状况日益提高，医学模式向医学 - 社会 - 心理模

式过渡，医院职能随社会发展进步与医学模式的变化

而扩大与延伸。医院功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对疾病

的简单诊断治疗，而是涉及了包括疾病防治在内的整

个人类生命系统全过程的整体干预与保障，其目的就

是要为患者提供全面周到，有针对性的医疗保健服务。

随着国家卫生改革新方案的提出，一些公立综合医院

即将迎来全新的职能定位与分化。在此大环境及改革

背景下，公立综合医院实施健康管理，实现对卫生或

亚健康人群健康及疾病等风险因素的全程监控，防范

及维持，将有助于扩大医院服务领域，充分利用医疗

资源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有助于挖掘医疗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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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潜在需求。所以，公立综合医院实施健康管理是医

院顺应社会发展，医学模式转变，卫生体制改革及市

场竞争等方面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

来的挑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

求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1.2 体现社会公益性的社会职责 

健康管理就是通过体检，评估健康及疾病风险因

素，有针对性地指导，干预并落实个人及人群的整个

过程。对于公立医院而言，由于要实行政府制定的医

疗服务收费统一标准，与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

健康教育有关的项目至今还没有收费标准。当前我国

公立综合医院大多为政府投资兴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

构，在社会公益性卫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受政府

补偿限制，医疗收费成为公立医院运营经费补偿的重

要渠道。公立医院对疾病风险因素进行健康管理与防

控，尽管收费方面并无较大弥补，但是未收费人性化

服务，健康咨询与健康教育具有较大社会效益附加值。

1.3 公立医院应当将健康管理纳入其专业学科体

系之中

健康管理以健康与亚健康人群为服务对象，在服

务内容，运作流程，实施手段上都有别于传统诊断与

治疗疾病。健康管理需要把医学、社会学、生物心理学、

健康管理学、预防医学、运动医学、实验医学、营养学,

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众多专业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有

机地融汇到一起 , 并应用于健康管理和整个诊治过程

中。所以公立综合医院应把健康管理当作一门专业学

科来抓，既要投入所需硬件设备与体检空间，又要更

新健康管理观念，培养与调配专业人才。

2 公立医院开展健康管理存在的问题

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虽然都成立了健康管理中心，

并拥有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和资源，但是他们缺乏系

统的科学规划以及专业化运作的能力，使其不能满足

社会对健康管理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的要求。究其原因，

是由于公立医院仍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因此在实施健

康管理过程中易把重点放在“治”上，忽略了“预防”

问题，造成健康管理本质上的偏差，需要对健康管理

服务模式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公立医院开展健康管理

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健康管理专家团队不健全

对于健康管理而言，不仅涉及医学、预防医学、

运动医学，还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其专业性要

求很高。而这样具备这些知识的专业团队往往难以组

建，所以缺乏人才储备，也就导致目前公立医院健康

管理滞后，并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由于健康管理涉及

更多的还有慢性病方面的经验，但是在健康管理专家

团队中，有慢性病管理经验的人才屈指可数，因而造

成了当前医疗机构对慢性病管理专业人才的匮乏，使

部分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影响了公立医院健康管

理体系和能力建设，从而制约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进程。

2.2 未充分利用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

对于公立医院而言，其医疗资源是非常丰富，科

室建设非常齐全且每个专科都拥有一定数量的优秀医

生及护士为保障医疗服务质量，放射科、检验科等科

室的医疗设备一应俱全，还有其他后勤保障项目也是

非常健全，这些都保证了诊疗质量与效率能够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但是公立医院的健康管

理中心并未将这些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这就造成了

患者在就诊时受到诸多限制，并未将“治未病”的理

念体现出来，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这一目标。所以，致使公立医院优质的资

源没有充分地用在健康管理中，不能做到为居民提供

高质量的健康优质服务。

2.3 专家并未参与制定健康管理方案

健康管理中心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体检

环节，体检的人群包含各个阶段的人群，有青年、中

老年等不同的群体，体检项目包含全身体检、入职体

检、儿童体检等，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需求

进行个性化、多层次体检，然后根据体检情况由专家

为其制定相应的健康管理方案。但是由于公立医院并

没有经验丰富的健康管理专家，导致了大多数的健康

管理方案都是基于医院现有的检查结果而设计的，这

就造成很多问题，比如一些慢性病患者在就医时不能

及时得到有效的指导和帮助；某些疾病一旦出现病情

变化，医生很难做出准确诊断。这些都不利于整个体

系的发展与进步。

2.4 健康管理档案建设不完善

患者的健康管理档案不仅仅是个人简单的资料：

患者及其家庭基本信息，如年龄、性别、职业等基本

信息，还包括患者住院期间的病历及相关用药记录、

体检报告等重要内容，以及其他需要提供给医护人员

参考的有关数据。因此，健康档案管理工作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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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关键。因为健康管理档案的建设对患者今后的治

疗非常重要，不仅可以提高医生诊断水平，而且可以

使患者在就诊时得到更全面的指导和帮助，减少不必

要的就医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同时还有利于促

进医患沟通与交流。但是在部分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档

案建设中，记录的信息非常的简单，根本没有起到应

有的作用，严重影响了健康管理各项活动的开展，不

利于整个工作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会导致很多不良

后果。

3 公立医院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措施

3.1 建立“预防 - 治疗 - 养护”漏斗模式，以实

现医疗资源的前移

人力资源，设备资源，场地资源是公立医院医疗

资源的统称。而公立医院有强大的专家队伍，高精尖

医疗设备，医疗场地完善等优质资源，因此，为了能

够更好进行健康管理服务，公立医院要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将三大资源向前延伸 , 形成了 " 预防——治疗

一养护 " 的漏斗医疗专家服务模式 , 以全面快速掌握

服务对象进入医疗健康管理情况 , 大量的服务对象都

是先从预防环节入手 , 随后再到诊疗环节的 , 就像漏

斗服务那样将需要治疗的病人从中选择出来 , 并根据

患者的实际病情为他们实施医疗救治 , 从而确实增加

了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 , 也提高了服务的及时性 , 连

续性 , 长期性。通过这样的健康管理方式，不仅能够

减少病人就诊次数，减轻就医负担，而且还能让医生

更加方便、快捷地开展各项诊疗工作，以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所以，这是一种非

常理想而有效的措施。

3.2 制定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

健康管理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收集患者的健康

信息，其次是评估健康风险，最后是提供健康服务。

这三个部分构成了健康管理的单循环，在连续地循环

往复，确保健康风险由强转弱，由有到无的发展，并

最终实现健康风险控制和健康状态维护。所以，健康

管理中心专家要根据这个循环自然规律来为每个人定

制最适合自己、最合适的健康状况管理方案。只有制

定具有针对性、层次性及科学性的健康管理方案才能

有效提高医疗质量，从而促进医院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治未病”目标。同时也可以使患

者得到全面而及时的指导和帮助。

3.3 建立规范完整的健康档案管理系统

健康档案作为对健康人群，非健康人群健康危险

因素综合监测，分析，评价，预防，干预等工作的先

决条件，它是一份以健康为主线，贯穿于生命全过程，

涉及多种与健康相关要素的系统化记录文件，规范地

记载着公立医院向服务对象所提供的健康服务，所以

只有公立医院制定了一套规范，一致，完备的个人健

康档案系统才能够保证服务工作的持续与长期。可利

用健康管理信息平台系统，大数据为大健康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持。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健康服务，已

成为现代医院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建

立规范化的健康档案，是医院实施健康管理服务的必

要途径，同时也是提升健康管理服务效率和质量的必

要手段。由此可见，加强对健康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重

视，对于公立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建设具有深远的现

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立医院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公立医院而言，必须充分认识这

一问题的重要性，充分利用公立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

来为健康管理服务，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改进健

康管理服务中存在的不足，并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

以改进，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安全、高效、便捷、放心的健康管理服务。因此，公

立医院应当认识到健康管理服务是一种新技术、新模

式，需要不断探索实践，不断完善其应用功能，进而

推动整个行业向着更高层次迈进，进而更好地为百姓

健康保驾护航，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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