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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网络支付业务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应用实践，针对支付服务及安全问题提出建
议，包括应用与安全同步建设、构建新型防护体系、循序完善标准与信用等方面，促进医院 “互联网 ＋”
创新应用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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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发展 “互联网 ＋医疗健康”是不断跨界融合、

创新探索，构建医疗健康服务业的新市场、新服

务、新生态的过程。预约挂号、排队叫号、报告查

询、在线咨询等是近几年医院采用 “互联网＋”技

术与思维，打破行业数据围墙的最热应用。网络支

付作为新时代标志性的创新应用在医疗健康领域关

注度不断提升，公立医院网络支付业务指导意见明

确要求医院在探索与开展以支付方式创新时，建立

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是关键，且务必守住网络

支付的安全底线［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以 “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为契机，融合 “互联网

＋”思维重塑医疗业务流程与支付服务体验，打造
全新的医疗支付服务品质［２］。

２　网络支付应用实践

２１　医疗Ｏ２Ｏ服务应用流程

医疗领域网络支付应用解决传统窗口支付结算

方式在信息流、业务流、资金流的结合、统一和贯

通等瓶颈症结，聚焦于便捷性和灵活性、支付效率

和管理成本。以智慧支付流程再造、资源整合、服

务创新为出发点，以患者便捷与服务温馨为落脚

点。挖掘分析近年患者人口学、医疗医保医药、

ＤＲＧｓ组数据，选择网络支付运营商，融合 “互联

网＋”思维及网络支付技术，重塑门急诊及病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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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结算业务流程。开展以诊间、自助机、床边、信

用、移动结算为主，窗口结算为辅的新型支付结算

业务［３］，其中门急诊网络支付结算试点省财政电子

票据，面向患者提供自助打印服务。同时设立综合

服务、预约检查、出入院服务、志愿服务中心等配

套性服务工作，延伸Ｏ２Ｏ服务方式，见图１。

图１　医疗Ｏ２Ｏ服务应用

２２　门急诊结算方式变化趋势

线上应用部分最具有创新性与突破性的是费用

支付结算，涉及 “三医”协同与支付运营商兼容，

由传统一对多转为多对多管理关系，实现服务理念

的转变及管理机制的完善。为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医护工作站部署移动支付终端近 ４００
套，自助机近２００台，保留少量人工服务窗口，目
前可满足门急诊日均约１３万人次及１２００张床位
的支付结算工作，近 ３年门急诊支付方式变化趋
势，见图２，新型支付方式保持高增长。在 “智慧

医疗、互联网＋、最多跑一次”三重服务提升叠加
效应下，２０１８年第１季度支付结算方式发生历史性
变化。２０１８年底门急诊网络支付结算率超８０％，单
笔交易平均耗时 ６秒，电子票据自助打印率约
１６％。仅支付结算这一环节，窗口服务、患者流
动、滞留时间、门诊环境、就医体验等方面压力得

到了本质上的释放［４］，网络支付成为 “互联网 ＋医
疗健康”在医院落地的典型应用。

图２　门急诊结算方式变化趋势

３　网络支付服务提升

３１　概述

医疗健康领域网络支付应用的创新实践，需要

技术成熟、流程规范、使用便捷、机制完善及数据

安全的网络支付生态化支撑［５］，有助加速医疗服务

流程的优化创新，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和综合竞

争力。

３２　财务对账常态化

交易结算效率、就医体验大幅提升，财务人力

与管理成本下降是网络支付业务所带来的红利，但

医院财务对账复杂度升级及滞后是新出现的问题。

网络支付引入除传统的医保、银行与现金外的第３

方支付平台，资金流出现 Ｔ＋１模式，即需要更多

财务精力投入到隔日所有交易明细执行对账。常见

“单边交易”即第３方支付平台扣款成功，而医院

信息系统未获取交易成功响应，给医患双方均造成

不便［６］。在网络支付为主导的现状下，医院财务部

门需要适应这种角色的转变，建立合理规范、准确

高效的对账流程及财务管理机制，保障账目准确及

资金安全。

３３　电子票据全面化

电子票据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作为行业机构率先试点效果很好，问

题也突出，患者来源多样，电子票据自助式按需打

印，常见患者票据漏取、票据漏打、报销被拒等现

象需要返院窗口重打传统票据。此外患者对电子票

据疑惑与认可度有限，省内外各级医保机构对电子

票据真伪性鉴定及报销流程调整工作［７］，使得在行

业全面推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完善细化及落实到

位。下一步将继续挖掘电子票据服务潜力，面向患

者提供电子票据ＰＤＦ文档查阅及下载打印服务。

３４　无卡离线未来化

现有网络支付结算框架主体仍是基于医保卡、

市民卡、就诊卡、银行卡等，网络环境稳定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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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接触灵敏性及操作规范性是结算耗时、以及一次

性交易成功率最大的瓶颈因素。门急诊体量大，医

护高度参与，无卡离线支付结算将是新一轮创新应

用的重点。在电子社保卡线上支付结算日趋完善

时，面向患者推送线上账单，实现医保费用及自付

费用线上支付结算［８］。未来全面实行诊后付费及无

卡离线支付结算，可以进一步释放医院时间、空间

及服务方面的压力。

４　网络支付安全建设

４１　概述

交易安全是整个网络支付业务应用更广泛与功

能更强大的催化剂。用户规模大、业务特殊性强、

场景复杂度高是医疗领域网络支付的特性，患者账

户资金、健康数据及隐私信息、医院的医疗数据、

处方信息及财务信息等安全工作面临的挑战更为突

出，需要认真应对。

４２　应用与安全同步建设

网络支付应用日渐广泛，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入侵、攻击和病毒行为正向规模化、复杂化和交叉

化方向发展，“重应用、重推广，轻管理、轻安全”

思维需要从理念上得到纠正，正视患者个人、账户

及医疗信息的安全及隐私性保护问题［９］，提高新形

势下医院 “互联网＋”创新应用的安全防护水平。

４３　构建新型防护体系

医院常被看作数据烟囱、围墙、孤岛，随着

“互联网＋”深入化，互联互通成熟化及医联体服
务联动化，跨界融合、应用交互及数据共享所带来

边界识别力、感知力及防范力也被弱化。对此应加

快探索安全评估方法，分析风险成因、机理和潜在

威胁，从技术与管理角度筑建新的防护体系。

４４　标准与信用循序完善

医疗服务相比于电子商务特异性突出，患者群

体接纳新事物的主动性、安全风险甄别能力建设周

期长。行业标准、管理规范、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

有利于提高数据信息的机密性、完整性、真实性、

不可抵赖性。快速创新的网络支付业务与医疗领域

融合所带来的新服务、新体验、新业态将不断涌

现，支付安全是网络支付在医疗领域发展从量变到

质变飞跃的原动力，是医疗服务Ｏ２Ｏ化拓展的必要
约束，应致力于在医疗支付安全和服务质量间找到

最佳平衡点，让患者享受便捷安全的支付服务。

５　结语

随着 “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发展及医疗领
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行动持续深化，坚持问题、

需求、效果导向，聚焦医疗服务流程，精准发力，精

细化管理，大医院惯有的 “就医通病”将会越来越

少。支付方式创新探索与应用实践是新时代医院建设

发展及运营管理的关键路径，仍需站在持续发展的视

角不断完善和构建成熟、规范、可信的行业网络支付

体系，助力未来医疗及健康服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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