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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调研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现状$ 提升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水平! 方法

.过程 采用网络问卷调研法$ 对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进行调查$ 使用Y9:D@6% [4>A@5@H:T\>;?和 ^Ŷ^ 进行数

据统计分析! 结果.结论 $#( 家三级医疗机构参与调研$ 覆盖广东省珠三角% 东翼% 西翼和山区! 广东省三

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部分大类建设状况较好$ 但仍有部分项目建设水平较低$ 应加强政策指引$ 加大资源

投入$ 并组建高水平人才团队!

"关键词# !智慧管理( 三级医疗机构( 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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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项目 #项目

编号$ VaXX$$j[0##(%"

!"引言

$#"7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现代

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1 #国办发 &$#"7' %7

号%

-".

! 提出到 $#$# 年要基本形成公立医院运行新

机制和治理机制! 推动各级各类医院管理规范化,

精细化和科学化! 基本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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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 /医院智慧

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1 #国卫办医函

&$#$"' *% 号%! 侧重于提高医院管理精细化, 智

能化水平! 从而指导医疗机构科学, 规范开展智慧

医院建设-$.

" $#$" 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

进行动 #$#$"0$#$& 年%1

-(.

! 明确提出建设电子

病历, 智慧服务, 智慧管理 )三位一体* 的智慧医

院! 完善智慧医院分级评估顶层设计! 并提出到

$#$$ 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智慧管理平均级别力争达

到 $ 级" 智慧医院评价涉及医疗质量, 人财物, 教

学, 后勤等全方位指标! 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持-) '&.

"

为深入了解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

现状! 本文对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进行调研! 收集

其各类智慧管理指标达成情况! 为实现医院高质量

发展提供真实有效的评价依据! 同时分析医疗机构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和医疗资源的投入,

需求情况! 以期为做好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优化整合

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面向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 通过线上调研方式

进行资料收集! 调研时间为 $#$$ 年 ""0"$ 月"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院管理研究所医疗信息化专家参与制定! 问卷共

$( 个问题! 主要包括医疗机构基本信息, 智慧管理

标准, 基础与安全, 主观评价" 广东省共有三级医

疗机构 $&) 家 #根据 $#$" 年 /广东省卫生健康统

计年鉴1%! 参与本次调研的有 $#( 家! 参与率

7212U! 问卷有效率 "##U"

#"#"#%统计学方法!使用 Y9:D@6, [4>A@5@H:T\>;?

和 ^Ŷ^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最大值最

小值归一化方法对智慧管理建设统计数据进行转

换" 采用5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显著性! 采

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数据相关性进行计算分析"

#$%"评分方式

为了更直观地评估智慧管理建设状况! 根据各

医疗机构各类智慧管理项目中所有子项的完成度!

进行加权评分! 得到智慧管理每大类的项目分数+

对各大类项目得分按权重累加! 得到智慧管理所有

大类的全项分数" 项目分数能够反映该类智慧管理

项目的建设水平! 全项分数能够反映所有智慧管理

项目的总体建设水平"

项目分数 `" a已建设项目数 b#\& a

建设中项目数 b#\" a已规划项目数 #"%

全项分数 `

&

#

当前类别子项项目数

所有大类子项项目数
a项目分数 % #$%

最终评分Z

项目分数'项目分数
<46

项目分数
<=\

'项目分数
<46

#(%

其中! 已建设, 建设中, 已规划项目数为当前

智慧管理项目大类对应建设状态的项目数量+ 当前

类别项目数为当前智慧管理项目大类包含的所有项

目数量+ 总项目数为所有智慧管理项目大类包含的

项目数" 之后! 对各大类项目分数和全项分数进行

最大值最小值归一化! 转化为百分制分数! 得到最

终评分! 以此表示各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

水平"

%"结果与分析

收集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的多项数据! 包括医

疗机构拥有的床位资源, 医疗收入, 信息化投入,

信息化部门人数,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水平等" 重点

关注医疗机构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水平! 依据各类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状况! 将项目的完成度划分为$

已建设, 建设中, 已规划, 未规划 ) 种状态"

%$!"基本情况

根据 /广东统计年鉴 $#$$1 省内区域划分! 参

与调研的三级医疗机构来自省内的珠三角地区 #广

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

门, 肇庆%, 东翼 #汕头, 汕尾, 潮州, 揭阳%, 西

翼 #阳江, 湛江, 茂名%, 山区 #韶关, 河源, 梅

州, 清远, 云浮% ) 个地区! 共计 $#( 家! 见表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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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广东省参与调研的三级医疗机构基本情况 )家*

类别 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 全省

医疗机构类型

!!三级甲等 2# 2 2 ")! "$$!

!!非三级甲等 &* & 2 2 *"

信息化累计投入 #万元%

!! n$ ### "* ( ) & (#

!!$ ### l& ### ($ & & * &#

!!& ##" l"# ### )7 " & * %"

!! m"# ### &" & ) $ %$

信息化部门自有人数 #人%

!! n"# )% * 7 "%! 77

!!"# l"2 7" & 2 & 2#

!!

%

$# (" " $ $ (%

%$#"建设状况

分别计算珠三角, 东翼, 西翼, 山区三级医疗

机构各类智慧管理项目分数和全项分数的最终评

分! 取平均值! 得到全省各地区三级医疗机构智慧

管理项目的建设完成度总览数据! 见表 $" 横向对

比发现! 全省及各地区财务资产管理类项目建设完

成度最高! 设备设施管理类项目完成度最低" 智慧

管理项目建设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存在部分短板!

后续应加强信息化建设规划! 有序, 全面推进各类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7.

" 纵向深入分析发现! 各类智

慧管理建设项目地区差异性显著! 见表 (" 其中珠

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整体完成度较

高! 东翼地区较低! 但在医疗护理管理类, 药品耗

材管理类, 财务资产管理类, 安全保障措施项目方

面! 各地区建设完成度均较高"

表#"广东省各地区三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平均分

地区
医疗

护理管理

人力

资源管理
办公管理

教学

科研管理

药品

耗材管理

设备

设施管理

财务

资产管理
运营管理

运行

保障管理

安全

保障措施
全项分数

珠三角 7$1"$ %21"# *"1%% &"1&2 %*1&" ))1%" *$1)* )21%) )*1($ %$1)" %(1#"

东翼! %$1#( )71") %&1(% $71*% %#1(% "71*% 7*1#) ("12" $$1)( &*1*% )%1)&

西翼! 7"12& %"1*& %)1"7 (21"7 %&127 $*1)7 *#1)$ &&12( (#1&% %)1)) &&1**

山区! %#1)( &"1(# &%1&$ ((12" &71(2 $71(2 *(1)* ($1)% (71(# &)1#2 &#1"(

全省! %%1%( &71(& %%12( (*1"( %(1#% $21&* *"1"# )$1)* ()1%& &212& &(1*7

表%"地区分数显著性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名 平均值 标准差 G

是否显著

#Gn#1#&%

医疗护理管理 7#1#*$ $)1$$# #1#2& 否

人力资源管理 %)12$% (&1#(% #1#$) 是

办公管理!! 7%1"(( $71%(( #1##$ 是

教学科研管理 )%1*)7 (*1&$7 #1#$2 是

药品耗材管理 %%1)%% $(1%$# #1")" 否

设备设施管理 (21(*) ((1%(" #1### 是

财务资产管理 *$1"#% $#1$$7 #1*)# 否

运营管理!! )71#$* ($1(#$ #1#"7 是

运行保障管理 )(17") (#17#% #1### 是

全项分数!! &21772 $"1##* #1##$ 是

!!注$ 平均值和标准差为正态性检验中数据分布的均值
!

和标准差
"

"

%$%"原因分析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完成度在各地区间存在显著

差异! 可能是由于各地区医疗资源水平以及对医疗

卫生健康财政投入存在差异-*.

" 根据 /广东统计年

鉴 $#$$1 数据! 结合财政收支, 医疗资源水平等数

据对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完成度

进行相关性分析"

广东省各地区医疗资源水平! 见表 )! 以全项

分数代表各地区智慧管理项目整体建设水平! 计

算皮尔逊相关性! 分析医疗资源水平与智慧管理

项目建设的相关性" 其中平均医院床位与全项分

数相关性最高 #Y;=A5@6 Z#12&%! 其后依次为平均

卫生技术人员数 #Y;=A5@6 Z#177&%, 平均卫生工

作人员数 #Y;=A5@6 Z#177(%, 平均执业 #助理%

医师数 #Y;=A5@6 Z#1%7%" 各地区整体医疗资源水

平与参与调研的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水平相关

性较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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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广东省各地区三级医疗机构医疗资源水平

地区
三级医疗

机构 #家%

平均医院

床位 #张%

医院床位数

#张.万人%

平均卫生

工作人员数 #人%

平均卫生

技术人员数 #人%

平均执业 #助理%

医师数 #人%

珠三角 " ##2! $2( (71%) %2( &7& $"$

东翼! $"# $(2 (#1%" )72 (*% "&(

西翼! $%7 $&2 )(1&& )&* (7" "(#

山区! $7% $() )#1)# &#* )"2 ")%

!!广东省各地区财政数据! 见表 &" 通过皮尔逊相

关性分析各地区财政收支水平与智慧管理项目建设相

关性"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全项分数相关性最高

#Y;=A5@6 Z#1*)%! 其后依次为卫生健康支出 #Y;=AS

5@6 Z#1*(%,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Y;=A5@6 Z

#1*$%" 广东省各地区参与调研的三级医疗机构近 &

年平均信息化投入! 见表 %" 珠三角投入远高于其他

(个地区! 其全项分数也最高" 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地

区卫生健康支出, 信息化投入金额与其参与调研的三

级医疗机构智慧管理建设水平相关性较强"

表'"广东省各地区财政数据 )亿元*

地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卫生支出占收入比例 #U% 卫生支出占支出比例 #U%

珠三角 2 (%%1"7 "$ ($&1)) " $&$1$7 "(1(7 "#1"%

东翼! &#"1#& " *$$1*# $#$1"7 )#1(& ""1#2

西翼! ((#1$" " $%*1$& "%71*% &#1*) "(1$)

山区! (*%1)2 " $721&& "%717$ )(1)# "(1""

表("地区三级医疗机构信息化投入 )参与调研医疗机构*

地区 信息化累计投入 #万元%

近 & 年信息化平均投入

#万元%

平均每家医疗机构信息化累计投入

#万元.家%

平均每家医疗机构近 & 年平均投入

#万元.家%

珠三角 " 7#( &7217* ("% )*)12( "" &"#1%7 $ "(*1)"

东翼! ** #*(1&7 "% (#21)2 % $2"1%* " "%)12%

西翼! "() #)71#) $# $#$12) 7 ))71#% " "$$1(2

山区! "() )()1$2 $% *$#177 & *))127 " "%%1"$

&"讨论与建议

&$!"智慧管理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各类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参与调研的医疗机构均倾向于建设财务资产管理

系统, 办公管理系统, 医疗护理管理系统, 人力资

源管理系统与药品耗材管理项目! 相对忽视教学科

研管理系统, 设备设施管理系统, 运营管理系统与

运行保障管理系统建设" 究其原因! 医疗机构在信

息化发展进程中更倾向于建设与医院临床, 行政业

务紧密相关的项目! 此类项目能直接服务于核心业

务流程! 优先级远超辅助性项目" 而辅助医疗机构

业务的项目因对核心业务的直接贡献相对较小! 建

设优先级较低! 建设成效普遍欠佳"

&"$"#%地区之间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从区域分布来看! 珠三角地区凭借

经济与技术优势! 在医疗机构智慧管理项目建设中

处于领先地位" 这与珠三角地区对信息化建设的持

续投入密切相关! 相比之下! 另 ( 个地区受限于财

政预算, 人才储备等因素! 部分项目存在短板"

&$#"建议

&"#"$%政策驱动智慧管理项目建设!国内医院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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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管理仍在探索阶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 $#$"

年发布 /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

行%1! 对医院智慧管理建设内容予以指导" 在实际

落地过程中! 由于医院管理涉及的 "# 大类角色,

(( 项业务范围极广! 不同地区, 不同规模医院在理

解和执行上存在差异! 尚未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执

行! 有待进一步实践, 反馈与完善" 因此! 应制定

更详细的指导文件! 逐步规范医院智慧管理项目的

建设! 明确评估标准! 促使医疗机构在基于自身业

务需求开展建设的同时! 严格遵循国家指导! 推动

智慧管理项目全面, 均衡发展"

&"#"#%增加智慧管理项目资金与资源投入!财政

收支水平与智慧管理项目建设得分相关性分析显示!

加大对医疗机构的财政和资源投入! 能够显著激发其

开展智慧管理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有研究-2.表明广

东省 )个地区存在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问题! 当前医

疗资源供给水平大于利用水平! 医疗机构没有充分利

用医疗资源" 应通过统筹规划, 区域协同发展, 科学

调配资源!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 医疗机构也

应明确智慧管理项目发展方向! 聚焦重大项目落

地-"".

! 提高智慧管理项目建设效率"

&"#"!%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医院智慧管理项目

建设需要大量高水平信息技术人才! 目前大部分医

疗机构信息化人才配备不足! 缺少熟悉临床业务与

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 医疗机构应加强信息化

人才团队建设! 通过科学管理方式发挥人才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 以更高效率统筹, 推进医疗机构的智

慧管理项目建设"

'"结语

本次调研覆盖广东省约 *#U的三级医疗机构!

调研结果较详细, 真实地展现了广东省三级医疗机构

智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全貌" 调研发现! 大部分三

级医疗机构积极推进智慧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工作! 但

仍面临多重挑战" 受资源投入有限, 资金投入不足以

及专业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 地区间建设水平差异

显著! 机构内部各业务领域的信息化发展也极不均

衡" 在医疗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下! 为紧跟行业变

革趋势! 各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强化智慧医院顶层设

计! 全面提升智慧管理信息化建设水平! 实现医疗

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医疗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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