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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靠行政管理手段对公立医院进行管理，

随着改革的深入，应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积极参与的

外部评价机制，以外部评价为新的管理手段对公立医疗系统

的行业发展、协同合作、功能定位和合理分工进行宏观调控，

以提高医疗系统的整体效益。同时，通过外部评价系统来指

引公立医院内部开展绩效管理，调整和完善内部绩效管理体

系。一是要对公立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关系重新平

衡，矫正过去偏重经济指标的倾向，恢复公立医院的本来面

目 ；二是通过绩效管理探索建立医务人员合理的工资薪酬机

制，形成有参照、可调节、公平合理的薪酬体系，稳定医务人

员的队伍 ；三是通过绩效管理，全面提高公立医院的服务质

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医药领域绩效也应开展绩效管理。主要是把住“准

入”关口，倒逼医药企业开展创新和竞争，促进医药产业良

性发展。在药物、诊疗技术、医疗设备，乃至临床路径，诊疗

规范等方面引入绩效改革，同时要借鉴国际经验，将卫生技

术评价和社会价值评估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型医药准入管

理体系，以此提高我国卫生投入的整体绩效。

第三，在医保领域引入绩效管理。在全民享有医保的

前提下，医保应该把握好基金的“出口关”，建立以绩效为

导向的支付制度和科学的基金运行评价制度，通过创新支

付办法、综合运用支付手段和精细化管理指标探索形成

“医患保”激励相容的医保支付体系，不仅要控制费用的

不合理上涨，而且使服务质量提升和促进健康的宏观目标

得到充分体现。

第四，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应该体现绩效管理的原则。应

该建立由循证医学到社会政策响应的一整套政策传导机制，

对急性传染病的防控，预防接种和健康教育要进行绩效评

估 ；同时，对有变化的疾病谱特别是慢性病的蔓延进行跟踪

评估，通过科学的政策反应机制来适时调整公共卫生干预策

略，特别是慢病防控策略，以此来平衡预防和治疗的关系，

最终实现居民健康水平提升以及国家和社会投入产出的最

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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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革命 ：医改新常态新趋势
文／王虎峰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定

义，其中提出新常态的4个目标之一，即是“发展方式向质量

效率型转变”，可以预见，绩效管理将成为政府“十三五”期

间管理的重要手段，一个新的强力抓手。绩效革命已经来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医疗绩效评价机

制，将医疗行业的绩效评价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提出要研究制定医疗

卫生机构绩效评价的指导性文件，并且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工作中提出要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体

系，与此同时，提出要制定县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办法。从

中央到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绩效考核均

成为公立医院改革和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模块，绩效管理列

入了医改的议事日程。

在医改领域中开展绩效管理是国际趋势，从体制型改革

到混合型改革和管理型改革的发展是医改的周期规律。

笔者2012年统计了从1900年到2010年15个样本国家的

266次医改，在1979年的前80年间，15国约发生了125次医

改，平均每个国家8.3次；而在1980年之后发生了141次医改，

平均每个国家9.4次。总体来看，体制型改革、混合型改革和

管理型改革交替进行。20世纪70年代后的医改以管理型和

混合型为主，单纯的体制型改革较为少见。在体制型改革中，

改革内容出现频率前5位的是 ：医疗险种增减、服务机构性

质和功能改变、宗旨和理念发生变化、筹资来源和渠道变化、

供给方式变革 ；在管理型改革中，出现内容前5位的是管理

和中介机构的建立和调整、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机

构建设和数量的变化、医疗福利包的变更和覆盖人群的变

更。我国2009年新一轮改革是从体制型内容为主开始的，但

是现在开始向混合型改革转变，未来将向管理型改革发展，

因此管理和服务机构的建立和调整，以及围绕效率和服务质

量的提升为主的绩效管理，也必将成为新的趋势，这既是现

实需求，也符合国际医改发展的基本规律。

为适应发展趋势，医改的4个领域都应该实行绩效管

理的改革。

首先，在我国庞大的公立医疗系统建立外部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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