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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野健康中国冶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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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TCM hospitals assists in "Healthy China" strategy research:
Tak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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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o accelerate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TCM hospitals assists in
"Healthy China" strategy research, which determines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level and rela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sense of security, fulfillment and happines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TCM hospitals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ak links exist in Party construction; hospit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need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ncouraged more.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public TCM hospitals should strengthen the Par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themselves led by high-quality Party construction;
the modern hospit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improve the new efficienc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TCM hospitals should be guided by high-quality medical innovation, thus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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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圈皆在 15 分钟路程内袁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可及

性不断提高[1]遥 同时袁工业化尧城镇化尧人口老龄化尧
疾病谱变化尧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等袁也给维

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遥 健康服务供给

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袁健
康领域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袁需
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和长远

问题[2]遥 为此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野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冶的决策部署遥 党中央尧国务院召开新世纪

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袁发布实施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袁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

方针[3]遥 党的十九大提出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冶袁并纳

入国家整体战略层面统筹谋划部署遥 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明确提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袁将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冶作为新时代卫生健康事

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要求之一袁强调要深化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袁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袁以解决群众看病

就医问题作为卫生健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推
进公立学校卫生事业改革发展[4]遥 2021 年叶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曳提
出院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尧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袁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5]遥 党的二十

大报告再次指出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袁健全

公共卫生体系遥 这就要求提出新的举措袁从党领导

卫生健康发展奋斗征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袁抓住历

史机遇袁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务供给质量与水平[6]遥
2020 年 8 月 18 日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叶关于优化医疗服务价格

形成机制建立科学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指导意见曳冤袁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遥 叶野十
四五 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办法 曳
渊2020要2025冤尧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叶关于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曳叶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的实施意

见曳叶全民健康保障工程曳渊2019要2030 年冤等我国新

时代医改工作总体思路及重大举措相继出台袁其
总体目标是到 2030 年袁使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袁
服务半径小调整袁服务可及性和群众就医感受明显

改善[7]遥
在此背景下袁开展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

野健康中国冶战略研究袁这不仅关乎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水平袁也关乎人民群众安全感尧获得感尧幸福感的

提升成效遥
1 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 公立中医院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袁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袁推动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

向提质增效转变袁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

理转变袁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向更加注重人才

技术要素转变袁为更好提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尧
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尧建设健康

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撑[8]遥 但是袁通过对湖南省几所公

立中医院的调查袁特别是针对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发展过程的跟踪研究发现袁当前公立中医

院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

的问题遥
1.1 公立中医院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当前公立中医院

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同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尧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袁同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尧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要求还不完全适

应袁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院一是抓党建意识不够强袁
野重业务尧轻党建冶的问题还有待更强力度的解决曰二
是党的领导不够有力袁党组织野把握全局尧引领发展尧
促进改革尧维护和谐冶作用发挥不够袁贯彻上级决策

部署不到位曰三是基层党组织建设滞后袁党务工作力

量薄弱袁党组织生活流于形式等遥
1.2 公立中医院管理制度有待健全

只有建立科学尧规范的管理制度袁才能提升公立

中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效能遥 首先袁从现实情况看袁多
数公立中医院都拥有医疗尧教学尧科研等业务系统

和人尧财尧物等资源系统袁但这两种系统的整合程度

不高袁制约着医院运营管理决策效率的提高遥 其次袁
一些公立中医院尚未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袁缺少

刚性预算约束袁医院相关财务信息没有定期公开袁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不够遥医院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袁
难以有效防范财务风险尧业务风险尧法律风险和廉政

风险遥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尧体现岗位职责和知识价

值的薪酬体系还不完善袁难以充分调动全体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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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遥 虽然很多公立中医院都通过信息化手段提

升了管理效能袁但院内整体信息互联互通程度较差袁
信息孤岛仍广泛存在袁已经成为公立中医院的现代

化尧精细化尧科学化治理的短板遥 最后袁当前医联体

内各单位责尧权尧利仍未完全明确袁分级财政导致的

补偿机制不到位袁持续化互利机制尚未形成袁双向转

诊碍于医保尧医药尧价格等瓶颈袁牵头医院人力资源

超负荷运转遥 在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同时袁尚
未能建立患者离院后的随访尧关怀服务体系袁无法让

患者获得贴心的连续性服务体验[9]遥
1.3 公立中医院创新引领发展不够

医学创新是引领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动力袁是提升 14 亿人民健康水平的关键举措遥 当

前袁公立中医院在创新引领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短

板和不足遥 一是高水平创新基地平台尤其是综合性

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数量少袁科技文献信息资料尧生
物样本等资源性和数据性平台建设滞后遥 二是野医
研企冶协同创新不够袁公立中医院与高等院校尧科研

院所尧骨干医药企业和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等联合建立的研发机构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

少袁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广泛形成遥 三是缺乏基础研

究尧应用研究尧产品研发尧临床应用与规范化推广尧成
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等环节的野全链条冶协同创新袁
难以快速满足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等应用需求遥 四

是中医学教育创新发展不足遥 面对新情况提出的新

挑战尧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新任务尧世界医学发展的

新要求袁我国中医学教育还存在人才培养结构亟须

优化尧培养质量亟待提高尧中医药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等问题遥
2 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的策略

国家野十四五冶规划和党的二十大提出了野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冶的战略部署袁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创造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袁是中国

古代医学的智慧结晶袁也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10]遥 公立中医院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冶的要求袁加强公

立医院主体地位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袁为更好地提

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尧防范化解突发公共卫生

风险尧建设健康中国提供有力支撑[11]遥

2.1 以全方位党建工程提升公立中医院高质量

发展

公立中医院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肩负着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神圣使命袁必
须切实加强公立中医院党的建设袁以高质量党建引

领高质量发展袁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遥
近几年来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坚持

将党建引领作为新时代医院统一思想行动的总开

关尧破解发展难题的总钥匙尧守住安全底线的总闸

门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总动力袁坚持和加强党对医院

工作的全面领导袁实施了党建四大工程遥
2.1.1 实施头雁引领工程袁全面提升领导力 一是

抓实领导班子建设遥 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袁构建了党委统一领导尧党政分工合作尧高效协

调运行的工作机制遥二是压实党建工作责任遥建立政

工例会制度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袁组织部门牵头抓

总袁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袁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党建责

任体系和工作格局袁确保医院党建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遥 三是夯实干部队伍根基遥 坚持正派公道使用干

部尧出于公心对待干部尧客观公正评价干部袁牢固树

立野实在尧实干尧实绩冶的用人导向[12]遥
2.1.2 实施固本强基工程袁全面提升战斗力 坚持

野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冶袁实现民心在支部凝聚尧资源

在支部整合尧纪律在支部严守尧问题在支部解决尧服
务在支部拓展遥一是推进党建业务融合曰二是推进基

层党组织示范工程建设曰三是推进党建品牌建设遥
2.1.3 实施理论铸魂工程袁全面提升向心力 坚持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袁切实

做到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袁以行动自觉深化思想

自觉遥 一是筑牢思想引领阵地曰二是坚守意识形态阵

地曰三是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曰四是夯实统战工作阵地遥
2.1.4 实施纪律保障工程袁全面提升凝聚力 坚持

以清廉医院建设为抓手袁将党的建设与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袁切实做到党建赋能管理尧党建

保障安全遥 一是推进清廉医院建设遥 制定叶关于推进

清廉医院建设的实施方案曳叶党风廉政建设考评方

案曳袁全力推进以野党风清正尧院风清朗尧医风清新尧行
风清明冶为主要目标的清廉医院建设遥打造廉政文化

长廊袁开办野岐黄话廉冶公众号袁净化优化医院政治生

态遥开发野干部电子廉政档案暨党风廉政管理系统冶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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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风廉政量化考核标准遥 二是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遥 突出政治监督尧开展专项整治尧强化监督效能遥
三是加强党建工作保障遥 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袁
形成上下贯通尧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袁凝聚形成齐抓

共管的整体合力袁有效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13]遥
2.2 以现代化管理制度保障公立中医院高质量

发展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袁构
建维护公益性尧调动积极性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中医

院运行新机制和决策尧执行尧监督相互协调尧相互制

衡尧相互促进的治理机制袁形成权责清晰尧管理科学尧
治理完善尧运行高效尧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袁实现公立中医院管理规范化尧精细化尧科学化[14]遥
近几年来袁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持续

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革袁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基本形成遥 一是健全运营管理体系遥 整合医疗尧教
学尧科研等业务系统和人尧财尧物等资源系统袁建立医

院运营管理决策支持系统袁以大数据方法建立病种

组合标准体系袁形成疾病严重程度与资源消耗在每

一个病组的量化治疗标准尧药品标准和耗材标准等袁
对医院病例组合指数尧成本产出尧医生绩效等进行监

测评价袁引导医院回归功能定位袁提高了效率尧节约

了费用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15]遥二是加强全面预算

管理遥以医院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目标为依据袁
实行全口径尧全过程尧全员性尧全方位预算管理袁贯穿

预算编制尧审批尧执行尧监控尧调整尧决算尧分析尧考核

等各环节袁从数量尧质量尧实效尧成本尧效益等方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袁强化预算约束袁促进了资源的有效

分配和使用遥 定期公开医院相关财务信息袁主动接

受社会监督[16]遥三是推进绩效考核改革袁突出体现知

识尧技术尧劳务及管理等要素价值袁突出调动各级各

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袁突出投入与产出挂钩袁正确处

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遥 四是推进 DRG 支付方式改

革袁医院已纳入长株潭衡区域统筹推进 DRG 改革第

一批模拟运行医疗机构袁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启

动模拟运行遥五是完善内部控制制度遥以业务管理和

经济管理的重大风险尧重大事件尧重要流程为重点袁
开展风险评估和内部控制评价袁强化内部授权审批

控制尧预算控制尧资产控制尧会计控制尧政府采购控

制尧信息公开控制等袁防范财务风险尧业务风险尧法律

风险和廉政风险[17]遥 强化成本消耗关键环节的流程

管理袁降低万元收入能耗支出遥 推广医院后勤野一站

式冶服务遥
2.3 以高水平医学创新引领公立中医院高质量

发展

高水平公立中医院要在高质量医学创新中做主

体尧起主导尧当主帅[18]袁重点开展以下工作院一是建设

高水平创新基地平台遥加强技术创新中心尧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尧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袁加强科研基础

设施尧科技文献信息资料尧生物样本等资源性和数据

性平台建设遥二是大力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遥
充分发挥高水平公立中医院在需求提出尧研究组织尧
成果转化应用和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遥 定期开展

重要疾病流行病学研究袁加强诊疗规范技术标准研

究袁开展创新药物和重大技术产品联合攻关遥三是高

水平公立中医院要与高等院校尧科研院所尧骨干医药

企业和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袁联合建立研

发机构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袁构建协同创新网

络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袁推动野医研企冶协同创新遥四
是注重野全链条冶协同创新遥 以加快临床诊疗和疾病

防控等应用为导向袁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尧应用研究尧
产品研发尧临床应用与规范化推广尧成果转移转化和

产业化等环节的野全链条冶创新遥 五是加快培育和集

聚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遥 着力培养一批优秀学科带

头人尧首席科学家尧临床研究领军人才尧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领军人才袁加强高水平公立中医院的研究型

医生和专职科研队伍建设[19]遥
近年来袁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入贯

彻落实新时代中医药卫生与健康方针政策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以野传承精华尧守
正创新冶为主线袁推动医院提质增效扩容发展袁医教

研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袁成功完成了 4 件大事院一是

成功入选野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冶项目储备库袁
肝衰竭尧不孕症尧慢性心力衰竭尧中风尧干眼症 5 个优

势病种正按项目申报计划进行相关研究遥 二是成功

获批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曰整合医院优势

资源袁联合九大学科组建中医生殖中心袁开设中医

生殖国际医疗门诊曰全面启动国际安宁疗护病房建

设工作袁建立国际中西医结合安宁疗护系列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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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曰 与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达成战略合作意向遥
三是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获得 A+等次袁位列

第 19 名遥 四是获批湖南省中西医结合紧急医学救

援指导中心尧中医急救湖南省科普基地袁承担全省中

西医结合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设袁中西医结合急救

知识和技能培训袁推动中西医结合急救体系建设遥
3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

公立中医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袁全面推进改革创新袁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公立中医院建设发展之路遥 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袁公立中医院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袁全面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全
力推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袁助力野健康中国冶战略目

标早日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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