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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非营利模式设计公立医院改革 

■ 文／中国人民大学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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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但是对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第三 赵瑞清 蒋小红 摄 

部 门 ，又该 如 何 管理 ? 其 实 不 单 是 医 

院，整个事业单位的改革也是如此 ，只 要多方面地挖掘资源，以各种方法刺激 院应按照真正的非营利性组织模式进行 

不过医院在这个领域当中是一个典型。 增加供给 ，这实际上背离了非营利组织 改造。 

因此，医院改革并非简单地 回归公益 管理的准则。因为这个准则要求有一种 第二，就是改变所有制形式，我们 

性，而是重新构建一个制度的问题。 制度，这个制度在政府的一定支持下， 并没有实现非国有化。如果我们只是用 

让非营利组织不能有营利的压力和动 个财政制度 收支两条线去解决 

公立医院管理有别于企业和 力。否则它所做出的选择肯定是有利于 改革中所有的问题，所起的作用是极其 

行政机关 自身的， 个口J能有利于消费者或其他 有限的。这个问题所反映的是我们对医 
第三方。 疗机构这个特殊的行业如何正确地认 

是不是在公立医院中引进市场机 我们面临 的困境是 ：这些公立 医 识 、定位的问题。医疗事业之所以难以 

制就能解决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实 院该怎么办?有两种走向可以帮助我们 改革，是因为我们事业单位改革滞后 ； 

际上对医院应该实施第三部门的管理。 解决问题 ： 之所以事业单位改革滞后，是因为我们 

第三部 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要保证发 第一，虽然我们 已经贴上 了标签 ， 对第一部门 非营利组织的定性、功 

挥它的公益性，这类医院都有一套有别 规定我们的医院性质是国有医院，是非 能认识不足，或认为这件事情可改可不 

于企业管理的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 营利性医院，但事实上，我们基本没有 改，或认为这个问题通过增加投入就可 

国有医院改革曾经模仿企业改革，当时 按真正非营利的方式来做 ，所以对现有 以解决。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定 

的理由是病床紧张，缺少配套设备，需 的国有医院，或者对现有的非营利性医 的体制、一定 的机制，不仅是对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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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产 出的要 求 ，更是 对这 个行 业能 否 

向前发展、能否与市场环境相衔接、能 

否带来效益 的要 求，它的本质就在 这 

里。而很 多时候 大家都是围绕投入 未 

谈 ，思 路就 是 投入 不 足就 增 加投 入 ，这 

是不科 学 的。当然 投入 是一 个 方面 的问 

题，但绝对不是根本问题。 

公立医院应按照非营利模式 

去改革 

我们 需要重新审视公立 医院的管 

理制 度 、制度 安排 现 在要 不 要改 变 ，如 

何改变?笔者考察了国际上一些国家的 

医院，包括一些市场高度发达国家，像 

美 国 ：也包括一些政府公共支 出相对 

比较多的国家，像英国的国有医院 ；还 

有介于两者 之间的，比如德 国，还有一 

些东欧的转型国家的医院。考察 以后发 

现，这些医院实际上都在进行改革。他 

们改革的是什么?是在所有制不变的 

前提下，对医院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 

革。如转变为完全按照非营利机构进行 

管理，还有一 些国家是将部 分医院转 

制。这是一个 国际趋势。医院和一般的 

国有企业不一样 ，医院提供的服务、产 

品和一般的建设也是不一样的，有很强 

的公益性，而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医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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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地国有国营，因为国有国营效率 

太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才引入非营 

利组织的管理模式。据全球范围内的统 

计，GDP的10％是 由非营利组织创造 

的，虽然 占的份额不大，但却发挥着特 

别重要的作用。政府不能管理 的、市场 

又不能提供的，都可以委托非营利组织 

来管理。医院所提供的服务管理性质更 

适合于按照非营利组织来运作。前几年 

我国出台政策对 医疗机构进行 分类管 

理，但只是贴 了一个标签，完全没有真 

正按照非营利组织模式去运作。 

之所 以这样讲，是 因为非营利组织 

的第一个属性是不以营利为目标。但对 

不营利的理解太表面 了，并没有触及它 

的实质，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实质是说这 

类组织是社会性质的，它的所有经营活 

动向社会公开，所有账 目是透 明的、可 

查的，并非不让非营利组织有盈余。同 

时非营利组织 不是 官办的，是社会化 

的，不是行政化的。我们现在国有医院 

更多的是行政化的。再有就是它的社会 

捐赠，或者是 自愿公益性。换 句话说 ， 

在医院里面，像在美国，捐赠占收入的 

20％，我们 现在有捐赠，却很少。即使 

有一些捐赠 ，也更多地投到 了教育领 

域，而没有投到医院里面来。为什么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值得反思。我们并没 

有按照非营利组织模式进行账 目的公开 

透明，社会上没有这个公信力，因为无 

法确保捐赠的去处，就很少有机构愿意 

捐赠。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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