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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综述当前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文献，总结归纳基本理论、框架、研究方法，
分析主要问题，提出规范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议。方法：文献综述法。结果：目前，社区卫

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依据一是“结构—过程—结果”模式或“投入—过程—产出”逻辑框架，

二是国家政策目标或社区卫生发展模式研究报告结果；研究方法主要为 Ｄｅｌｐｈｉ法，部分研究可见对评价指标
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论与建议：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模型逐渐成熟，但是评价指标不够完善，活动指

标中管理活动涉及较少，某些指标体系构建研究步骤不全；建议统一并完善评价指标体系逻辑框架，综合各类

研究方法，理清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主要步骤，建立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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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

价可以了解前期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教训，从而

更好的控制并加强下一步工作，保证既定目标的实

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既是开展社

区卫生服务评价工作的前提，也是进行质量控制的

重要依据。
［１］
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强

社区卫生服务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进

一步规范社区卫生服务、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质量的

关键。目前国内相关文件、社区卫生研究学者及工

作者发表的文章及研究报告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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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做了研究。本文从文献

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信度和效度检验

及主要应用方面进行综述，并提出建立我国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推荐框架及方法。

１研究方法和对象

１．１研究方法

１．１．１文献检索方法

由２位研究者通过ＣＢＭ（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分别以“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指标／评价／测评／

监测”的不同组合为关键词进行中文文献检索。本研

究共检索出已发表文献２４篇，２位研究者同时背对背

浏览这些文章的题目及摘要，共检索出符合标准的文

献２２篇，经过共同筛检，选出 １８篇合格文献。在

ＣＮＫＩ、万方及维普全文数据库中全文下载以上文献。

１．１．２文献筛选标准

第一，研究设计选择以下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

关键人物访谈、专题小组讨论、头脑风暴法、枚举法、

专家法（Ｄｅｌｐｈｉ法）、文献法、问卷法等。第二，文献

已经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或者具有评价指标体

系构建的框架。第三，文献具有指标权重计算方法、

权重赋值方法及数值。

　　１．１．３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标准

第一，具有研究理论基础及理论框架。文献中

的指标体系基于现有文献、文件、报告或者国际通用

的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第二，具有研究设计方法。

运用了关键人物访谈、专题小组讨论、头脑风暴法、

枚举法、专家法（Ｄｅｌｐｈｉ法）、文献法中的一种或者几

种。第三，信度和效度检验。文献对指标体系进行

了信度和效度检验。

１．１．４指标体系评价对象或目标

国家层面、地市、区县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或者机

构本身的评价。

１．１．５指标体系构建等级及应用评价标准

指标体系具有构建等级；是否已经获得应用。

１．２研究对象

根据文献检索筛选出的所有文献、社区卫生服

务发展其他相关文献、已结题研究报告及国家和地

方有关文件。

２结果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有关内

容，目前所发表的文献及报告主要有６类，文献综述

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文献综述结果

文献 理论框架或理论模型 主要研究方法 指标体系内容 指标权重计算 应用情况

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评价指标研

究［２３，４８］

支持（投入）—过程—结果；

投入—服务、管理过程—

效果效益

Ｄｅｌｐｈｉ法
投入、服务内容、服务满意度、效果

效益、服务费用指标

依据 Ｄｅｌｐｈｉ法对
指标体系进行权

重和指标赋值

具有试验和应用

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发展评价［４９］

“起点—过程—结果”二阶

段三层评价模型；

以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目标

为基础的理论框架

文献检索、问卷、访

谈、小组讨论和专家

咨询

背景及改革方向、服务投入、服务

提供、服务产出；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目标框架：政

策体系、服务网络、人才队伍、全

科医疗服务模式的建立

指标值计算方法

在指标解释中有

说明

北京、天津、深圳、广

州、杭州、宁波、成都

等城市做了社区卫

生发展目标评价研

究

社区卫生服务综

合评价指标体

系［１０１１］

社区卫生服务现代化综合

指标

描述性分析性、实验

研究、理论研究等
— — —

社区卫生服务绩

效评价［１２］
投入—过程—产出—效果 未见

机构基本情况、服务提供及结果

调查，机构员工满意度调查，居民

满意度调查，服务质量调查

— —

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评价［１，２，１３］
ＰＢＨＳＯ评分法；
综合评价法

现场调查、Ｄｅｌｐｈｉ法、
数理统计法

硬件指标、软件指标 — —

注：ＰＢＨＳＯ：“Ｐ”代表“政策”，“Ｂ”代表“基础建设”，“Ｈ”代表“人力”，“Ｓ”代表“服务”，“Ｏ”代表“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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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理论基础及框架
目前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主要是采用“支持—过

程—效果”和“投入—服务—效益”的评价模式。
［１４］
也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正处在初级阶

段，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目标模式，对转型期的社区卫生

服务发展的评价，需要从起点、过程和结果进行二阶段

三层面的评价。
［９］
陈瑞安等人在其开展的杭州地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应用研究中，

认为上述评价模式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上部分指标略欠

操作性，且部分指标不能很好的反映社区卫生服务的

内涵，因此他们采用ＰＢＨＳＯ评分法（Ｐ代表政策，Ｂ代
表基础建设，Ｈ代表人力，Ｓ代表服务，Ｏ代表产出），
制定出了“政策支持—网络建设—人力资源—服务功

能”的框架，并用其对杭州１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
行模拟评价研究。

［１］ＰＢＨＳＯ评分法也符合支持—过程
—效果逻辑框架，因为政策、基础建设及人力资源是服

务开展的支持条件，服务提供则是活动的主要部分，产

出与活动结果相承接。
［１５］

２．２研究方法
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过程中，多采

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文献检索显示，确定

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现场

调查、叠代法、综合指数法、ＴＯＰＳＩＳ法、Ｄｅｌｐｈｉ法、
ＣＰＤ法、数理统计法，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 Ｄｅｌｐｈｉ
法。建立初步评价指标体系之后，在试点机构进行

预评估，根据评价方案的实施效果来调整指标体系

中的某些指标及其权重值。考虑到我国各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郭清等人在给各指标赋予相

应权重的同时将其与所在城市级别相结合，将全国

划分为三级城市，一级城市是指直辖市、省会城市、

计划单列市（如深圳、厦门、大连、宁波等）；二级城市

指地级市；三级城市指县级市。而之前的此类研究

并未按不同城市级别划分相应地赋予不同权重。
［６］

２．３主要内容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评价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社区卫生服务宏观发展评价，另一类是社

区卫生服务社区层面评价。
［１４］
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评

价主要内容集中于社区卫生发展政策环境、改革方

向、投入、服务和管理过程，以及产出和结果。社区

卫生服务社区层面评价内容主要是投入、服务和产

出，具体表现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情况、服务提

供及结果、机构员工和居民满意度、服务质量等。

２．４信度和效度检验
研究显示，对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

对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做了信

度和效度检验，对指标体系的效度检验主要体现在内

容和结构两方面，
［１６］
对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的结构效度检验具体做法是针对三级指标中的二级

指标进行结构效度检验；
［１７］
目前，对指标体系的信度

检验均采用了克朗巴赫（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法。

２．５应用情况
研究发现，社区卫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框

架不尽一致，应用情况也各不相同。国家层面的研

究，在研究过程中即选择试点进行指标筛选、指标体

系构建和应用，而区域性或者针对机构的研究在实

际工作中的应用较少。

３讨论

３．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及内容
对卫生服务绩效的评价，澳大利亚和英国均采

用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为主要内容的逻辑框

架。
［１８］
文献研究结果显示，当前社区卫生服务评价应

用最多的、完整的逻辑框架模型包括：投入／背景（ｉｎ
ｐｕｔ／ｃｏｎｔｅｘｔ），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产出（ｏｕｔｐｕｔ），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１５］

根据逻辑框架模型理论，社区卫生服务评价中，

投入（背景）指标主要包括政策背景、人口、地理环

境、人力资源、财政及设备设施（包括房屋）投入。过

程指标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提供和管理活动，服务提

供即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提供；管理活动

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管理、机构管理、绩效

考核等内容。产出指标包括服务提供数量和质量指

标，例如高血压及糖尿病管理人次数、健康教育次数

及频率、日均门急诊人次等。结果指标一般分为短

期、中期和长期结果。其中短期结果指标主要包括

短期服务质量（如高血压及糖尿病规范管理率、计划

免疫接种率等）及健康改善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社区

居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政府相关部门等各利益

相关者及利益相关集团满意度）；中长期结果包括各

类社区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降低，疾病负担减轻、

期望寿命提高、孕产妇死亡率及婴幼儿死亡率降低

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社区卫生服务评价体系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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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长期指标较少，主要是因为这些指标需要的时

间较久，难以在评价时限内获取。

３．２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步骤及方法
文献显示，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

有以下过程：第一，确定评价逻辑框架。第二，建立

原始指标库。根据研究内容进行文献研究，收集当

前社区卫生服务评价的文献，并通过专家研讨对指

标进行论证和扩充。第三，筛选指标。第四，确定各

类指标评价权重。一般采用 Ｄｅｌｐｈｉ法对各级指标进
行权重赋值。第五，信度、效度及区分度检验。第

五，指标体系的应用。指标体系在应用过程中可以

根据应用情况进行及时调整，循环以上步骤直到指

标体系符合应用目的。
［１８２２］

３．３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需注意的问题
首先，社区卫生服务评价内容应该与我国社区

卫生服务内容及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阶段紧密结合，

根据不同阶段社区卫生发展水平进行内容调整。
［２３］

其次，社区卫生评价主要采用的逻辑框架法，需要完

善和健全的过程和结果指标。针对既往研究中过程

指标中缺乏管理过程活动部分，对社区卫生服务过

程评价缺乏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现场和专家跟

踪评价环节，结果评价中缺乏长期效果评价指标，如

婴儿死亡率、疾病负担评价指标等问题，建议在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中加入上述评价部分，将社区卫生服

务的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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