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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布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系，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信息披露类 1

• 找差距（重要指标披露中位值和
满分值）

• 医院竞争力披露

• 等级医院评审（数据交叉验证）

• 住培/规培基地（科研教学能力）

• 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 1

• 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医院 1

评审评价类

• 党委书记、院长任免

• 院长及班子薪酬

• 工资总额

干部任免 / 
薪酬绩效类

• 基建、设备、离退休

• 临床重点专科

• 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

• 医保额度调整 - 增量、系数

财政补助 / 
医保额度类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医院管理制度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明确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由医疗质量、运营效率、持续发
展、满意度评价等4个方面的指标构成

国考指标可能被应用与 …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备注：1. 已经开展并取到了阶段性成果
信息来源：案头研究，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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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个国家监测指标中，分数占比较高的指标有4个；
此外，有5个指标直接跟药品管理有关，受到医院领导的高度关注

维度 指标名称 分值 2020满分值

医疗质量 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100 大于45%

医疗质量 出院患者四级手术占比 100 大于45%

持续发展 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
研项目经费 100 大于400万

运营效率 收支结余（医疗盈余率） 50 大于0

维度 指标名称 分值 2020满分值

运营效率
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
耗材、检查检验收入）占医
疗收入比例

30 大于35%

运营效率 门诊次均药费增幅 20 小于6.7%

运营效率 住院次均药费增幅 20 小于6.1%

运营效率 收支结余（医疗盈余率） 50 大于0

医疗质量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 25 小于等于40

“国考”中分数超过50分的指标 … “国考”中直接跟药品管理使用高度相关的指标 …

信息来源：案头研究，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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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内部，不同利益相关方对于考核指标的关注度不同，
医院院长对于医院的运营管理，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最为关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院长 药剂科主任 临床科室主任

医疗质量

功能定位
质量安全
合理用药
服务流程

运营效率

资源效率
收支结构
费用控制
经济管理

持续发展

人员结构
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
信用建设

满意度
患者满意度

医务人员满意度

三级公立医院利益相关方考核指标工作重心 1
痛点高 痛点低

医院院长抓整体的指标，目前的重点
也是难点是医院的资金结构，预算管
理，人员结构，学科发展，也包括医
院发展的投资

药剂科，主要还是关注在合理用药，
还有控费的一些指标，包括抗菌药占
比，VBP药占比等等，但这些因为和
国家其他的政策联动，所以很重要，
工作量也比较大

临床科室主任的业务涉及各个板块，
重点关注临床诊疗（门诊和住院）的
业务指标，学科（包括亚学科）建设，
及其患者和医生的满意度信息来源：2021年一项针对60位院长开展的“国考”指标关注重点与业务难点的市场调研，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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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医院管理需顺应最新政策要求，以国考方案为蓝本，
打造“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

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
“三个转变”

质量效益型
现代医院管理
体系建设

科室管理与学科建设

打造“院间”生态

打造“院外”生态

专科医联体 / 医共体

互联网医院 / 网上药店

D

E

卓越“院内” 管理
A

运营管理

信息化建设

B

C

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资源配置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
技术要素

政策改革

信息来源：桌面研究，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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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患者粘性，提高复诊复治率

提高科室运营管理能力，提升效益

提升医疗技术能力，切实解决患者需求

在科室管理与发展方面，医院在短期内面临平衡临床需求和政策执行，
及其提高科室营收方面的压力

最新出台的政策执行1

提高科室营收2

5.4/7

5.1/7

4.8/7

扩大患者数量5.9/7

增加病床轮转率 /
降低平均住院日5.6/7

开展院外疾病病管理服务4.5/7

提高患者粘性、提供个性
化、精细化疾病管理服务，
提高科室盈利水平

提升政策解读能力（更好从容应对带
量采购与临床满意度之间的平衡）5.4/7

科室主任对于能力需求程度打分

科室主任对于增加营收方式的重要程度打分 科室主任对于能力需求程度打分

增加
科室营收
主要方式

A B C D E

轻松面对
存在挑战

61%

61%的临床主任反馈在整体的理解和执行
方面存在挑战，主要的挑战包括
• VBP政策理解和执行，及其如何平衡患

者个体化用药需求
• DRG/DIP的理解和执行，及其对病房

管理带来的变革和挑战
• 医保药品处方及其预算管理

信息来源：1. 受访科室主任认为的TOP2工作难点；2. 针对30个三甲医院科室主任的调研分析，毕马威分析

学科发展与管理目前工作痛点 1 科主任需要技能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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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科研创新和学科发展来看，国内有了长足进步，
但在资金，人才，平台和保障方面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克服

9

8

6

6

3

中国
美国
英国

瑞士
德国

日本

52

承担不同数量临床研究项目机构占比，% 
(n=1,078)

主要国家 TOP100 生命科学研究机构数量，#

承担不同数量国际研究项目的机构百分比，% 
(n=1,078)

• 投入研发的资金有限
• 缺乏资本多样性
• 赛道集中化

• 缺少全球顶尖人才
• 缺少跨学科/跨领域复合型人才
• 人才评价机制有待完善

• 缺乏支持基础研究的一体化生物学
/ 医疗大数据平台

• 缺乏数字化管理平台来加快临床试
验进程

• 医生和医院的考核机制抑制创新
• 产业合作效率低下，科研成果转化

率低
• 临床研究流程管理与审批

2.0%3.0%

72.0%

12.0%

8.0%

3.0%

81-140

21-40
<=20

41-80

141-200
>200

在科研创新方面，国内研究机构国际排名逐步上升，但与美国还有是很大的差距 1

2019-2020年，中国承担不同数量临床研究项目的机构中，绝大部分机构研究数量在20
个以下，且一半以上机构没有参与过国际研究 2

1.0%
2.0%

55.0%

39.0%

1.0%

2.0% 0
1-20
21-40
41-60
61-80
>80

目前，国内在提高科研创新方面，在资金、人才、
平台及保障体系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深层次挑战

A B C D E

信息来源：1. Nature Index 全球生命科学研究排名；2. RDPAC，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案头研究，毕马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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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趋势：学科集群化和专科中心化

门急诊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康复中心 脑功能科 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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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中心 学术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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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等

脑科应急医疗小组 专科医师培训中心

从医学学科发展趋势看，专科中心化和学科集群化相结合，打造基础宽厚、主干突出、相互支持、彼此加强的学科集群，形成临床技术互补和学术间相
互渗透，并围绕某一共同领域的研究与发展，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临床、研究、教学、转化、产业孵化和量产、使用为一体的综合性实体

实现的四大基础条件

• 医院综合布局，统筹规划

• 联合龙头+优势学科为主体轴心，带动整体
集群学科发展

• 临床专家+研究+管理复合型团队

• 现代化技术手段做支撑

对产业的启示

• 支持主体轴心学科发展

• 支持医学转化和成果孵化

• 提供高价值（例如适宜跨科室使用）创新
药品和器械）

• 营销创新（MDT或全院模式）

专科中心和学科集群示意 1

神经外科 ICU

A B C D E

备注：基于真实医院设置模拟，过往项目经验，毕马威整理分析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7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