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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公立医院高质量运营的信息化需求，探索公立医院高质量运营管理模型构建，包括全业务链
条优化管理模型、成本精细化运营管理模型、资源优质化配置管理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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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先后历经公费医疗和

劳保医疗保障阶段［１］、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障［２］、建立城镇居民及农村合作医疗保障阶

段［３－４］，目前已逐步形成多元化、高覆盖度的全民

医疗保障体系［５］，公立医院发展形成一定规模［６］。

２００９年国家启动新一轮医改以来，药品耗材零加

成、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医

务人员薪酬改革等 “组套式”举措实施［７－１１］，公

立医院在新医改中面临着原有运营模式的重大变

革，国家系列政策文件都体现出新时期公立医院

高质量运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１２－１３］。在政策推动

下，信息化建设对医院高质量运营发展的支撑作

用越来越强，信息化建设初期电子病历阶段成果

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医院高效管理需求，亟待重新

梳理纵深发展战略，大力推进智慧医院建设［１４］，

重新搭建信息化建设顶层框架、提高效率，以拓

展更大发展空间。

２　公立医院高质量运营中的信息化需求

２１　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现状

我国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目前具有业务复杂多

样、信息化管理需求各异、业务管理之间联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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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等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 ３方面：第一，物
资、设备、后勤管理等基础保障管理体系精细化管

理程度有待加强，缺乏标准化基础数据库；第二，

各保障管理系统信息化水平各异［１５］，面对不同管理

需求难以达成各业务间系统互联互通；第三，医院

综合运营管理缺乏全视角的场景化应用，难以实现

高效管理，无法避免管理盲区。现阶段医院信息化

建设发展亟需打破 “信息孤岛”、消除 “信息烟

囱”［１６］。

２２　医院信息化建设目标

新时期下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是医

院高质量运营的关键点，医院信息化建设需要在

保证前瞻性和系统性认知的前提下，实现科学规

划和顶层设计［１７］。信息化建设要实现高效优化，

提升运营效率和质量，但更需要回归医疗本质，

让患者受益。通过数据分析应用，使数据 “活起

来、用起来”，锁定医院高效运营关键问题、扫除

管理盲区，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构建以大数据为基

础的运营管理体系，建立长效优化机制。具体来

讲，需要在前端设备需求、后端设备采购评估和

购买后应用评估、医疗收入和医保支付、全成本

收益分析和病种病组收益分析、规范诊疗分析和

优化诊疗路径等之间形成联动，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决策提供支撑。

３　公立医院高质量运营管理模型探索

３１　全业务链条优化管理模型

３１１　建立全业务链条的大数据资产　探索建立
“业务需求－评估论证－招标采购－库存管理－维修
保养－应用评估”的全业务链条精细化管理模型，
见图１。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为例，临床科
室根据业务发展规划，提出设备、材料、试剂的业务

需求，医院管理专业委员会结合全面预算管理战略规

划，通过学科发展、卫生经济学规划等多方面论证评

估；招标采购部门按照招标流程，择优采购业内性价

比较高的业务产品；库存部门建立以信息化管理为基

础的实时出入库管理流程，实现物资收、发、存动态

管理以及账、卡、物相符的精细化管理；维修保养部

门建立大型设备维修和保养信息化管理流程和大数据

记录，奠定设备使用和维修评估大数据基础，为评估

维修花销和设备使用效能建立数据基础；建立设备基

础信息与业务产出的大数据互联互通基础，通过评估

大型设备单机效能，了解实际使用与预计产出效能和

效率的达成情况；建立材料和试剂基础库与临床业务

诊疗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大数据分析评估卫生材料

和试剂使用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合理性。基于全业务

链条的大数据资产，充分发挥多环节管理职责，不断

优化业务链条管理，实现 “向管理要效益”的高质

量运营。

图１　全业务链条精细化管理模型

３１２　实现各系统间集成　为支撑上述管理模
式，医院需建立设备、资产、医用耗材管理等信息

化系统，承载设备、材料、试剂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为实现设备管理在临床、管理、财务的有效衔

接，在信息系统建设的同时要构建设备管理系统、

资产管理系统，并与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ＣＳ）以及预算系统、会计系统、成本系统进行有
效集成。医用耗材管理系统则需要覆盖包括准入、

需求、订单、入库、消耗在内的医用耗材全生命周

期并与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ＨＩＳ）、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ＬＩＳ）完成集成，实现医用耗材供应与临床的
有效衔接；同时需与预算系统、会计系统、成本系

统进行集成，实现医用耗材供应与管理的有效衔

接，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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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信息化系统集成

３２　成本精细化运营管理模型

３２１　向成本精细化管理 “要效益”　从公立医
院运营角度看，出现收入 “天花板”是必然趋势，

医院运营管理重点逐渐由关注收入向关注成本转

移，向成本精细化管理 “要效益”是高质量运营管

理的重要体现。公立医院逐步推进成本精细化管理

信息化建设，奠定全成本核算以及项目、病种、病

组成本精细化核算的信息基础。建立以收付实现制

为基础的运营口径成本管理平台，打通业务收入、

医保支付和各角度成本核算的数据屏障，通过结合

医保支付和全成本核算的收益分析、项目成本的项

目收益分析以及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
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Ｇ）的病种和病组收益分析，构建
以卫生经济学为基础、以价值医疗为目标的医疗学

科病种经营 “地貌图”，为医院运营管理统筹、决

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同时建立围绕成本精

细化管理的高质量运营机制，通过成本精算促进临

床、医技、医辅、行政后勤部门加强成本控制，优

化运营，见图３。

图３　以价值医疗为目标的医疗学科病种经营 “地貌图”

３２２　医院成本核算系统建设　医院成本要素包
括人力、药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及其他成本费用

等，因此医院成本核算系统建设首先要实现与各业务

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保证可以规范、及时地采集核

算所需数据。为实现成本精细化运营管理的快速决

策，医院成本核算系统要根据不同成本核算对象建立

不同核算模型，不同成本项目配置不同分摊参数以适

应医院复杂的成本分摊需求。支持按月、季、年核算

科室、诊次、床日、医疗服务项目、ＤＲＧ各对象的
成本。支持按不同分析主题建立数据分析路径，通

过可视化图表为使用者提供基础数据支撑，见图４。

图４　医院成本核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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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资源优质化配置管理模型

３３１　概述　科学、高效的资源配置管理是医院
高质量运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医院核心资

源的人、财、物分布基础数据库和实现数据间的互

联互通，是实现资源配置精细化分析、优化资源调

配的基础，如通过运营平台整合和联通门诊资源配

置、住院床位配置、各学科人力资源配置、设备资

源配置等关键资源基础信息库。

３３２　建立大数据支撑下的资源配置和效率分析
机制　包括院区间、学科间、亚专业间以及同类科
室间的人均和床均效率、效能比对分析，在此基础

上找出运营管理、资源配置存在的关键问题，推动

资源配置管理由粗放式向科学、动态转变。医院通

过大数据分析优化配置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和质

量，基于科学决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医疗服

务流程数据模型、医疗服务流程图以及各流程节点

的效率数据基础，通过对流程效率大数据进行分

析，结合业务实际和资源配备情况，优化流程管理

模型，动态检测流程效率并优化流程管理，见图５。

图５　以大数据为依据的决策优化资源配置

３３３　运营数据平台　作为医院资源优质化配置
的重要信息化支撑工具，运营数据平台以医院各项

资源库为基础，以资源配置模型为驱动，通过输入

管理目标参数计算各项资源配置关系及预期经营指

标数据，辅助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以资源消耗和

资源优化管理为目标的运营管理系统实现结构，见

图６。

图６　以资源消耗和资源优化管理为目标的

运营管理系统实现结构

３４　绩效分配与考核管理模型

３４１　绩效构成　绩效是串联管理目标和政策
导向的关键。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为例，

其新一轮绩效改革依托信息化基础实现绩效大数

据管理和考核。其中绩效分成两部分，一是以长

效发展为目标激励的 “学科发展绩效”，二是体现

劳动量和医疗质量管理、用于短效考评的 “运营

绩效”。

３４２　学科发展绩效　实施年度大数据评估，体
现学科工作风险、学科建设、服务能力、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按照学科层级进行分配和

管理，促进学科管理水平提升，同时体现医务人员

相对固定薪酬的比重。

３４３　运营绩效　建立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
比 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ｃａｌｅ，
ＲＢＲＶＳ）和ＤＲＧ为基础管理工具的客观评价体系，
体现多劳多得和优劳优酬。同时运营绩效与关键绩

效指标 （Ｋｅ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ＫＰＩ）相结合，
通过ＫＰＩ系统落实医院运行效率、医疗质量管理以
及国考指标等重要导向。绩效体系实行全流程信息

化考核和分配并实施动态评估和持续改进，让临床

工作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通过绩效引导管理目

标实现。

３４４　奖金绩效系统与其他系统集成　针对上述
需求，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中重点抓住整体设计、数

据采集与质控、功能灵活可配置、数据展现直观清

晰等关键点。在功能方面，奖金绩效系统可以分为

数据质控、绩效考核和奖金管理系统。其中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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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统承担数据采集与质控功能，绩效考核系统承

担学科发展绩效评价和 ＫＰＩ指标评价功能，奖金管
理系统需要实现奖金方案管理、奖金核算、分配及

发放等功能。同时奖金绩效系统需要与 ＨＩＳ、手术
麻醉系统、ＤＲＧ系统、人力资源系统、会计系统以
及成本系统进行集成，便于采集相关数据后进行绩

效评价及奖金核算工作，见图７。

图７　奖金绩效系统与其他系统集成

４　结语

公立医院高质量运营关系到医院核心竞争力，

信息化建设是医院高质量运营的重要助力，公立医

院需要更多地关注建设各方面的基础大数据资产，

提升运营理念认知度，建立专业运营管理团队，依

据大数据建立分析决策体系。同时应重视具有前瞻

性的信息化顶层设计，除本文所述运营管理模型

外，还需要将流程再造、专病分析等方面融合进入

整体运营管理顶层架构中。如何在统一、系统的顶

层设计下实现各业务平台大数据的互联互通，建立

高效的大数据应用平台，为各维度大数据分析提供

基础支撑是医院管理者应思考的问题。未来公立医

院应逐渐转向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模式，

实现精准运营、精准医疗以及真正以患者为中心的

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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