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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我国企业医院转制的社会学评价

王桂秀　方鹏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　要】目的：了解企业医院在转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方法：对省、市卫生行政人员与医院管理人员
进行了半结构访谈。结果：企业医院在转制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资金和人员安置问题。

本文在最后还为企业医院转制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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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的特定
产物。作为企业的组成部分，企业医院曾对我国社

会医疗保健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较好地解决了

企业职工及其亲属看病就医问题，为企业的稳步发

展解除了后顾之忧。然而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今

天，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医

院在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表现出了

种种不适，企业医院面临生存危机。为了解决当前

企业医院转制所面临的问题，本研究对湖北，河南郑

州和湖南长沙三地铁路医院转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

问题进行调查，从而为我国企业医院的顺利转制提

供科学依据。

１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研究对象
依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卫生事业发

展水平，从全国抽取湖北省（武汉）、河南（郑州）和湖

南（长沙）三个省省会作为现场典型调查研究地区。

在此基础上，根据抽样方法和原则，本研究最终抽取

了５家市铁路医院作为调查对象（表１）。

表１　实地调研样本医院基本情况（２００７年）

医院名称 等级 病床数（张）职工总人数（人）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医院 三级甲等 ５６５ ９５７

武汉市汉阳医院 二级甲等 ４２０ ４８１

武汉市武昌医院 二级甲等 ５９６ ５０７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三级甲等 ９００ １４００

长沙市第八医院 二级甲等 ３３８ ５０３

１２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医院转制的总体情况、本

地区企业医院转制前后发生的变化，当前企业医院

生存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企业医院属地化管理

后其资金来源与补偿机制、转制医院人员安置等方

面的基本情况，探索企业医院转制的适宜模式，本研

究对省、市卫生行政人员与医院管理人员进行了半

结构访谈。所谓半结构访谈是指在访谈前事先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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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访谈框架，列出要探讨的重要问题，在访谈中仍然

保持一种开放的方式（事先并不硬性规定语言表述

方式，也不确定提问的顺序），围绕与研究课题密切

相关的问题提问。它的优点是克服了结构式访谈中

过多的束缚，但同时又能兼顾标准化访谈，是社会学

研究中一种常用的访谈。

２结果

２１企业医院转制的总体情况
河南省全省共有４９家医院转制，其中企业医院

２１家转制，主要是煤矿、铁路、油田等企业。转制模
式多样化。郑州企事业办的医院３８家，目前已有４
家企业医院转制，其中铁路系统两家医院移交至郑

州市政府，分别成为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和郑州市

第十人民医院。此外，现有两家医院正在转制过

程中。

长沙市企业医院转制的步伐缓慢，效果不好，长

沙市只有一家铁路医院进行了转制，其他都没有进

行完全转制。但还是有一些改变：其中一种是企业

医院实行了与企业不完全剥离的模式，即企业只负

责其医院在２００２年八部委政策出台以前现有人员
的工资，对２００２年以后医院的软件、硬件等均不再
进行投入；另外一种模式是企业吸引部分社会资金，

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但控股权仍在企业。

湖北省率先在政策上对转制医院有所扶持和倾

斜，为鼓励医院产权制度改革，由时任省长罗清泉亲

自批复，允许湖北地区范围内转制医院定性为非营

利性医院。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政府鼓励多种形式

办医，目前有石化、武车、江车、武钢、长航、商业职工

医院、一冶、大桥局等在内的８家医院进行了转制。

２２企业医院转制后的变化
绝大部分的卫生行政人员和医院管理人员都认

为企业医院在转制后对医院发展有推动作用。企业

医院在脱离了企业这一“母体”后，不得不想方设法

地提高医院自身的竞争实力来增加医院的经济

效益。

但是，转制对企业医院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政

府补贴太少，医院资金不足；转制医院基础差，没有

竞争实力；医院转制后要实行全成本核算，经济压力

较大；骨干人员中坚力量引进困难，人员流动性大；

转制后医院逐利现象不可避免，可能会影响医疗质

量安全；企业医院转制后管理制度的衔接存在问题。

２３企业医院发展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从访谈访谈资料可以发现当前企业转制医院所

面临的主要困难有：（１）资金缺乏。从所调研的几家
医院来看，企业医院在转制后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是经费问题。企业转制医院为了更好地参与市场竞

争，必须要先增加对医院的投资，加强医院的软硬件

建设，这样一来企业转制医院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而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投入少，融资渠道又少，这势必

会制约医院的发展。（２）人员配置问题。人员的合
理配置也是企业转制医院所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

大部分的企业医院经济效益都比较差，相应的与医

院经济效益挂钩的员工待遇自然就不会太好。所以

企业转制医院吸引不到优秀人才，而留在医院的往

往又是那些冗余人员，这就会导致医院发展的恶性

循环。

针对以上问题，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加大对企

业转制医院的投入。政府应适当地给予企业转制医

院补贴，以缓解医院的资金筹集困难问题。加强对

医院的投入还能帮助企业转制医院提高员工的待

遇、引进优秀人才，从而满足企业转制医院发展的

需要。

２４转制医院的人员安置情况
企业转制医院在人员安置方面还存在一些问

题。在本研究所调研的几家医院中，基本上都没有

对原企业医院人员进行清退，大部分员工都继续留

聘。这可能是因为对原企业医院的人员进行清退

会造成员工对医院转制的抵制心理，为了使企业医

院的转制有效地开展，企业转制医院不得不这

么做。

由于企业医院原本是企业的后勤保障机构，不

参与市场竞争，因此员工也缺乏竞争意识，其专业技

术水平也不高。所以应该调整企业转制医院的人员

结构，清退富余人员，引进优秀人才，增强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此外，企业转制医院的员工编制、职称评

定、工资待遇等相关的配套措施也应进一步完善。

２５企业医院转制对职工职业发展的影响
企业医院转制对职工职业发展基本没有什么影

响，只是某些人事方面的规定发生了改变。如长沙

市的企业医院在转制后，职工有了更多培训和对外

交流的机会，收入也有所上升，职称评定方面的机会

也增加了。郑州市的企业医院转制前职称晋升方面

高级以上的由铁道部自己评聘，在转制时由地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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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报省人事厅确认后再转成地方高级职称。

２６企业医院属地化管理的资金来源及补偿机制
武汉市的企业医院在转制后资金来源与补偿机

制同其他市属单位。主要包括离退休人员工资、基

本医疗费用、科研补贴、中医和专科补贴等。其中除

离退休人员工资是按照人头支付外，其他的都是定

额核补，每年核一次。郑州市的企业医院转制后属

于差额预算管理单位，但实际上是按照２００５年底人
员工资的７０％定额核算。

调查发现政府对企业转制医院的投入还不够理

想，这可能与政府领导对企业转制医院的重视程度、

政府自身的财力等多种因素有关。为了使企业转制

医院能更好地发展，政府应加大对其投入。

２７对企业医院转制的经济监管
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企业医院的转制过程中

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监管。主要有两种形式：（１）有
关卫生监管部门委托审计部门对企业转制医院进行

监管，然后报财务部门进行审批。（２）有关卫生监管
部门对企业转制医院进行自行监管。两种形式各有

利弊。第一种形式因为有专业的审计部门参与，所

以对经济的监管工作会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但是

外部的审计部门对医院的情况不如卫生部门了解，

因此可能对工作的把握会较慢。

２８企业医院转制对医院运营的影响
三个地区的卫生行政人员都认为企业医院转制

能促进医院的发展。但还需经进一步做好以下工

作：（１）加大政府对企业转制医院的投入。虽然企业
医院在转制后其经营效益都有了不同程度地提高，

但是与原市属医院相比还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再

加上企业医院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无法在短时间

内解决，因此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转制医院的投

入，帮助企业医院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２）企业转
制医院人员的合理配置。企业医院在转制后由于大

部分的员工留了下来，所以企业转制医院的职工队

伍仍存在结构不合理，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这也

反映了企业医院的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是企

业医院顺利地转制，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也要跟上。

３政策建议

３１政府支持
根据企业医院实际情况，出台企业医院分离的

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指导规范企业医院的分离工作，

积极探索企业医院重组的创新之路；在分离工作中

给予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医院建立完善补偿机制，解

决医疗设备投入问题，支持企业医院寻求不同的路

径、方法，实现“自主经营”的目标。

３２思想重视
改革创新首要的就是思想观念上的创新与突

破。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各级领导与员工

必须在思想上进行根本转变，了解我国卫生事业发

展的客观需要，明确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质，深化

和推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进一步发展。从医院内部

来说，要摒弃“等、靠、要”思想，牢固树立危机意识，

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努力在医疗市场激烈的竞争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３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企业医院由于长期历史原因，与地方卫生部门

办医院在基础设施环境、硬件设备条件、专业技术力

量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距，因此纳入地方卫

生行政管理，参与社会医疗市场竞争后存在先天不

足的弱势。医院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才有充裕的

条件去实现分离的目标。［１］政府部门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需要加大对企业转制医院的经济上和政策

环境上的倾斜与扶持，以利于维护企业医院的稳定，

减少转制对医院和医院员工带来的震荡和冲击。

３４深化人事制度及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的自主经营性权虽然已有明

显增强，但是医院还不是独立法人，因此还没有完全

独立的人事权和分配权。按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观

念，人才是一个组织最重要的资本。因此，企业改制

后，必须对员工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对全体员工实

行“岗位工资＋绩效工资”的工资制度。通过改革，
不仅可以转变员工服务观念，也提高了员工的服务

意识。［２］

３５妥善解决人员安置问题
处理好转制后的职工安置与社会保障问题。妥

善处理医院转制后后职工聘任制和原有国有职工和

集体职工身份的关系。不管是普通职工还是医院管

理层，都要坚决打破铁饭碗，实行职工聘任制。但是

另一方面，也要合理保护原有的国有职工和集体职

工的应有的合法既得利益，以尽量减少改革的摩擦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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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企业医院转制后的走向

４１整体出让
整体出让就是原企业办医院的机构、人员、职

能、资产整体移交，无偿划拨给接收单位（包括各级

省、市、县政府或高等院校等），具体接收单位由原主

体企业和企业医院自主选择，原主体企业拥有最终

决策权。企业不获取任何补偿。

实行整体出让的医院大多是企业医院符合当地

卫生资源规划或者对地方卫生资源形成有力补充

的，医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规模较大、地方政府和

卫生部门愿意接收的。如果当地政府基本具备接受

条件，原主体企业和地方政府双方移交意向达成一

致、清产核资、明确债权债务、人员安置问题无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就可把企业医院移交给政府，纳入地

方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归属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管理。

４２资产重组
在个别地区和个别企业，在满足企业医院内部

改革意愿强烈和有社会资本愿意介入的情况下也鼓

励医院进行资产重组，也就是狭义上的＂产权制度改
革＂。资产重组就是对原企业医院所有权和法人财
产权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的主体或者说社会资本

来源可以是其他有意加入医疗行业的企业、事业单

位或者实力雄厚、技术力量强大的医疗机构，也可以

是个人资本甚至是非政府组织。

在当地医疗资源相对过剩，医疗市场狭小，企业

医院前景不佳，冗员负担沉重，政府承受和调控力

弱，地方政府和原主体关系一般的地区，地方政府一

般不愿意接管企业医院。此种情况下，若主体企业

和医院领导管理意识比较创新、勇于开拓，医院可以

实施彻底的资产重组，广泛吸纳多途径多渠道的社

会资本，将医院一次性地从原主体企业中剥离出来，

变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办医疗机构。

４３先分立再分离
对于企业认为没有必要保留，但政府部门无力

接收，一时将医院全部推向社会又难以生存而且影

响社会稳定的医院，先分立再分离是大多数此类医

院改革的举措。具体来说，采取先由在企业内部报

账单位分立成为经济上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然后

再进行医院内部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逐渐调整成

为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待时机和内外部

条件成熟时，再与企业彻底脱离，纳入地方卫生体制

统一管理。实行独立核算医院的所有权仍暂归原企

业，但是已经变为有偿服务、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

收自支的经营实体。

４４关闭
对不符合区域卫生规划要求，企业无意继续举

办，且技术力量和设备陈旧的医院，可停办或改建成

企业内设卫生所（卫生室、医务室）或门诊部。

总之，企业医院转制是一项涉及面广、程序复杂

的系统工程，是我国医院改革的重点，也是我国卫生

事业发展的关键。解决企业医院转制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需要政府的支持、各部门的重视及配合，只有这

样企业医院的转制之路才会走的更加顺畅，从而更

好地为我国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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