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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评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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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及医院评审工作的开展，如何对医疗机构进行有
效评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对医院评审工作的概念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对国际评审工作的历史、

评审主体、评审目的、实现方式和绩效评价等方面进行归纳；最后，总结各国医院评审工作中的经验，并结合我

国以往医院评审的情况，从建立多元化的评审主体、提高医院认识高度、设计以患者为中心、公益性为导向的

评审标准、分类施行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评审方式、探索对评审工作本身的绩效评价等五个方面提出对于我

国医院评审工作的相关启示。

【关键词】医院评审；国际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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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于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阶段，公

立医院改革和医院评审工作已逐步展开。我国评审

要求首先由医院按评审标准进行自评，再由卫生行

政部门负责领导，组织专家对受评医院进行书面评

价、医疗信息统计评价、现场评价和社会评价等方面

的综合评审，最终确定等级的过程。然而，关于医院评

审方式和过程仍然有所讨论。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才更

有公众说服力，更适应我国医院特点，值得思考。国际

上医院评审经验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参考。本文搜

集了国际医院评审工作的相关方式和方法，试图通过

对部分国家评审工作经验进行阐述和总结，为我国下

一步更好地开展医院评审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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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医院评审概述

１１定义

评审是为确定主题事项达到规定目标的适宜

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所进行的活动。然而，对医院进

行评审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客观准确定义医院评

审并非易事。因此，各国尝试对医院评审进行准确

定义。美国医疗机构联合委员会国际部（Ｊｏｉｎｔ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ＣＩ）认为，医院评审是一个非政

府性的评价过程，通过对不同医院的整体和各部门

进行评价，以确定受评医院是否能够达到医疗质量

和安全要求的标准。
［１］
法国国家医疗评审与评价协

会（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ＥＳ）对评审的定义是：评审是由独立于医疗机构

之外的专业人员对医疗机构进行的评价过程。
［２］
而

我国卫生部印发的《医院评审暂行办法》认为，医院

评审是指根据医疗机构基本标准和医院评审标准，

开展自我评价，持续改进医院工作，并接受卫生行政

部门对其规划级别的功能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

以确定医院等级的过程。
［３］
综上，医院评审可以概括

为医院评审主体按既定标准和原则对受评医院进行

评价以确定等级的过程。

１２发展历史

美国的医院评审始于２０世纪上半叶，是世界上

最早开展医院评审的国家。１９１７年美国外科医师学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ＡＣＳ）出版了医院

的最低标准。早期的医院评审工作相对简单，评价

标准仅有一页纸，评审主体也相对单一。１９５１年，医

院评审委员会（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ＪＣＡＨ）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始用独立的

方法对医院进行评审，其评价范围也扩大至整个医

疗卫生评价领域，如医疗服务及福利机构等。从此

以后，标志着医院评审工作步入了不断系统、完善和

科学化的道路。

１９６５年开始的医疗保险与 ＪＣＡＨ的评审项目使

得评审工作和医院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１９８７年，

ＪＣＡＨ更名为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Ｊｏｉｎｔ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ＣＡＨＯ）和全国质量控制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ＮＣＱＡ），并设立国际部（ＪＣＩ）

对其他国家进行评审。
［４］
在此之后，各国也在借鉴

ＪＣＡＨ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陆续开始了医院评审

工作，这时期的特点是医院评审工作有了多元的评

审主体和丰富完善的评价标准。如法国的医院评审

是以１９９６年一项改革为标志。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起，荷兰民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获取

最优的医疗服务成为共识；１９９６年，各项评审标准已

经制定完毕；１９９７年，ＰＡＣＥ基金会与大学医院学会、

综合医院协会和医师协会展开合作并对１９所医院

进行了评审评价；１９９８年，由 ＰＡＣＥ基金会、大学医

院学会、荷兰综合医院协会和医疗专家协会共同组

建，成立了荷兰医院评审协会（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ｆｏｒ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ＮＩＡＺ），正式开展评

审工作。
［５６］
在亚洲，日本的第三方评价最初是１９７６

年对日本医学会下属的医院委员会进行评价
［７］；

１９８７年，医院功能评价研讨委员会制定了后续的评

价细则《医院功能评价手册》；１９８９年，正式出版了

《医院功能评价手册》；之后，日本医疗机构质量评审

委员会在１９９５年成立并在１９９７年开始医院评审工

作。１９９７年，泰国公共卫生部下设的卫生系统研究

所（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ＳＲＩ）开展了一

项研究计划，标志泰国医院评审工作的开始。
［８］

２医院评审的国际经验

随着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于如何衡量医疗质量往往会有如下疑惑：患者如何

可以确定获得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医院管理者如何

确定自己医院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医护人员如

何知道并且证明自己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又如

何知道高质量医疗服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９］
而好

的医疗质量更是很难界定，往往是见仁见智。

Ｄｏｎａｂｅｄｉａｎ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医疗质量的评

价会引发关于卫生保健本质的大讨论。通过讨论

和评审将有助于医疗技术的发展，进而可以提高医

疗服务效率。
［１０１１］

因此，各国基于自身国情，开展了

医院评审工作，经过总结，本文梳理出了部分国家

在评审主体、目的、方式和绩效等方面的做法和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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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评审主体

各国评审主体主要以独立的第三方非营利组织

为主。医院评价通常可以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

价，从评审主体角度，医院自评主体当然是其本身，

而外部评价主体包括同行业、医疗服务使用者、第三

方机构、政府等。第三方评价因其有中立性和客观

性的特点而通常被认为是较为理想的评审主体。所

以，第三方评价可以站在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以

外的角度进行评审。

荷兰通过探讨医疗机构的评价问题，自发形成

了两种全国性的评审体系。第一种的评审主体是由

政府、患者代表、保险公司、专家代表和医院构成；另

一种是仅由医务工作者构成，没有其他群体参与；美

国的评审主体主要有三方，代表政府的卫生财政管

理局（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ＣＦＡ）和

医疗保健质量研究中心（Ａ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ＨＲＱ），代表医疗服务供方和医

疗工作者的 ＪＣＡＨＯ，以及代表消费者的责任基金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ＣＴ）和国家医疗

质量检测报告论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ｕｍ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１２］法国评审工

作是由国家医疗评审与评价协会进行，其性质为独

立的由公共医疗组织和医疗机构资助的政府机构。

泰国则是由类似于我国卫生部所属事业单位法人性

质的医院质量改进与认证研究所（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ＨＡ）进行评

审工作。
［８］

２２评审目的和实现方式

通过比较分析，各国的评审目的基本是通过提

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服务，使居民获得良好的医疗

服务。不同国家采取的方式略有差异。

２２１美国

美国 ＪＣＩ的目的是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合作并

通过评价医疗组织和鼓舞医务工作者提供最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来持续的为公众提高和改善医疗保

健，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在医院里所有人都可以享受

到最安全、优质和最有价值的医疗服务。首先，具

体实施过程中，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有经验的外科专

家、护士、管理者、公共政策专家等指导修订评审标

准。同时包括医疗保险机构和公众代表等政府医

疗服务供需方都参与到评审活动中，其中 ＪＣＡＨＯ

中公众代表数能占到近五分之一。第二，各部门合

作协调使评审更具权威性。政府、保险机构和评审

机构相互合作使医疗机构的评审与财政补偿和医疗

保险相结合，没有进行评审的医院将得不到有关补

偿和政策。从而使客观上自愿申请的评审具有强制

性和权威性。
［１３］

２２２法国

法国国家医疗评审与评价协会评审的目的是使

所有公立和私立医院进行强制性评审以确保医疗机

构可以为患者提供安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１４］，实现

方式是通过自我评价、现场评价和评审报告，使医疗

机构整体水平得到提升。独立的公共医疗组织和医

疗机构资助的政府机构 ＡＮＡＥＳ每五年为所有的医

疗机构强制进行一次评审，其性质是由政府部门主

导第三方组织资助。在对医疗机构调查过程中，评

审专家必须按时向 ＡＮＡＥＳ总部报告不符合评审标

准的医疗机构名单并向其提交调查报告，同时报告

被送到相应区域行政部门。公众可以从其网站上下

载结果，以展现评审的公开性。区域的行政部门可

以根据本报告来调整医院的预算和投入，即通过行

政权利使受评医院投入不断提高。

２２３荷兰

荷兰医院评审协会的目的是致力于医疗质量的

提高，而质量控制的根本目的是使医院医疗质量通

过有效评价达到金字塔的最高级———全面质量管理

（图１）。评审主要是参考 ＮＩＡＺ制定的３５条标准和

整体评价体系，对医院的各部门和功能进行评审。

评审方式有如下特点：首先，ＮＩＡＺ尽力避免政府干

预，不依赖于政府，而是通过对医院进行评审直接对

医疗质量、社会公众、患者、消费者组织和保险公司

负责。其次，评审工作自愿申请。但是社会舆论会

促使所有的医院参与评审。第三，进行评审访谈的

专家来自于医疗系统（包括院长、质控科主任等），

ＮＩＡＺ通过同行访谈并主导医院参与形成自己的评

价范围。第四，ＮＩＡＺ标准（图２）由各会员医院共同

发展完善。通过过程评价到同行评议的方式，３５条

评价标准可以对所有典型的医院部门和功能进行评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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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医院的质量改进和质量保证体系必须满足整体

标准质量体系标准。部门的标准则侧重于操作的设

备、物资供应和知识技能的应用。在评审访谈期间，

所有的标准都可以对部门管理进行过程评价。另

外，所有的标准要满足 ＰＤＣＡ（ｐｌａｎｄｏｃｈｅｃｋａｃｔ）

循环。
［１５］

图１　ＮＩＡＺ范围

图２　ＮＩＡＺ标准的构成

２３评审的绩效评价

医院评审的初衷是通过医院评价，提高医疗机

构的医疗质量和服务，改善就医环境，使患者可以得

到更好的服务。而通过检索文献，对于评审工作本

身的评价研究还不多，当前关于评审对患者满意度

影响的研究也较少。各国对于医院评审本身的评价

还未形成常态。大部分研究认为医院医疗质量在评

审过后有了一定程度提高，而站在患者角度，可能并

没有感到明显变化，因此也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评

审工作都达到了预期效果或者说其作用得到了普遍

验证。

日本的医院评审在工作的同时更多的是发现不

足，尽管接受评价的医院数量逐年增长达到每年６００

家医疗机构，但是最终评审合格的不足３０％，另外医

疗机构的实际情况与医疗服务的结构和过程评价相

差甚远。
［１６］ＭｉｃｈｉｋａｚｕＯｎｏ认为今后日本医院评审研

究应当从患者和患者满意度出发对医院评价方法进

行研究。德国的 Ｓａｃｋ等通过对７３所医院和３７０００

名患者的调查后发现经过评审的医院和未经过评审

的医院，患者满意度并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因而

认为医院评审只是全面质量管理的一个步骤，并不

是达到患者所期待状况的关键因素。
［１７］
从医务工作

者角度出发，Ｊａｒｄａｌｉ等通过对护士的调查发现她们普

遍认为在经历过评审之后医疗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同时也提出要想确认评审工作真正在实践中带来的

益处还要对基于患者的有关指标进行研究。
［１８］Ａｕｒａｓ

也指出当前评审工作收集的患者体验的指标并不完

善，怎样的或什么程度的患者体验指标还没有确定，

而患者体验和感受往往才是对医疗质量评价最直接

的标杆。
［１９］

３对我国医院评审的启示

卫生部２０１１年下发的三级医院评审标准标志

着第二轮的医院评审工作正式开始，在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公立医院改革和医院评审

工作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借鉴国外医院

评审工作的经验，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评审主体、医

院认识、评审标准、评审方式和评审的绩效评价等方

面得到如下启示。

３１建立多元化的评审主体

评审主体的选择关系到整个评审工作的可信度

和说服力，过去我国的评审工作存在评审主体单一的

现象，主要采取的是上级检查下级的方式，导致评审结

果遭到了一定质疑和挑战。而国际经验来看，医院评

审是在一个统一体系框架下开展，医院评审主体由各

领域利益相关者组成，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同

行、医疗保险机构、行业协会和患者等。基于我国国

情，评审过程中一方面要明确政府责任，需要组织评

审工作并提供政策法律法规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拓

展评审主体，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如同行与行

业协会可以对技术性指标进行评价并对医院颁发许

可证，保险机构可以通过评审来与医院签订合同，对

医药费用起到控制作用，患者可以从服务态度和质

量直接反映评审效果，评审还可以使医务工作者的

质量意识得到提高。作为最终结果，医院可以更好

的为患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医疗服务。因此，下一

步评审主体的组成应当尽量弱化行政色彩，让更多

的利益相关方和第三方机构有更多话语权。

１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５Ｎｏ１２

３２提高医院对评审工作的认识高度

认识的层次不同决定工作的落脚点有差异。上

一轮评审过程中，一部分医院以评审为借口盲目争

等上级、扩张、上设备仪器甚至举债建设。这一方面

造成了卫生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破坏了区域卫生

规划，一定程度扰乱了医疗市场。其中一部分有制

度不完善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医院没有深刻领会

评审的意义和内涵。国际上对评审工作的目的基本

已达成共识即通过提高医院的医疗质量和服务，使

群众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应当提高医院对评审工作的认识，通过宣传和引

导使其认识到医院评审是评价、监督、保障和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是我国医疗质量保障和持

续改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公立医院改

革政策措施的重要手段。
［２０］

３３设计以患者为中心、公益性为导向的评审标准

评审标准具有十分显著的导向作用，上一轮评

审过程中医院的盲目扩张、买仪器、添设备等，更多

的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以患者为中心和公益性为导

向做得不够。评审标准设计的不尽合理是一个原

因，但不同角度对于标准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如Ｇｕｎｊｉ

指出医疗服务提供者认为医疗技术是评价医院的主

要方面，而患者则认为医患关系是重点
［６］。现阶段

我国公立医院也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和医患关

系紧张等问题。因此，要在评审标准设计过程中加

强顶层设计，构建宏观框架，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

从患者的角度出发设计评审标准，如患者满意度、患

者家属满意度以及他们的建议等。以解决好群众最

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为目的，Ａｕｒａｓ的研究也

指出患者的感受才是评价医院最直接的标杆。
［１９］
因

此，要以引导实际评审工作并服务于医改大局为目

的，设计以患者为中心、公益性为导向的评审标准。

３４分类施行、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评审方式

我国的医院评审工作一般由卫生行政部门通过

行政手段如下发文件等强制各医院做好准备接受评

审，从医院的角度出发，其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真

正要达到评审目的，却需要来自医院本身的强大动

力。在国外多数国家，医院评审是以自愿申请的方

式开展，主要基于医院整体水平差别不大基础上辅

以相应政策和奖惩措施，各医院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申请评审。因此，立足于我国国情，是否可以设想一

下进行分类施行、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评审方式，用

政策和制度使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医院从被动接受

评审到主动申请过渡。如此，医院才能形成持续改

进的过程和内在能动性。如可以在西部或医疗卫生

机构基础相对落后的地区施行强制评审，重点加强

结构评审，并配合以奖惩措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

在短时间内提高医院设施水平，促使当地政府加大

卫生投入，保证医院基本建设。而在东部或相对发

达地区可以施行自愿申请制，鼓励评审，用政策和措

施进行调节，着重对结果和患者满意度方面进行评

审，若评定结果优异可以进行奖励。因为东部地区

经济水平较高，医院建设较为完善，群众意见较大的

方面在于医疗服务质量和费用。通过自愿申请，充

分发挥医院的能动性，不断自我提升，可以迫使医院

实现全面质量管理。

３５探索对评审工作本身的绩效评价

对于国际上各个国家医院评审所得到的绩效方

面，现有的研究还未达成共识。而这恰恰是评审是

否需要、评审有效与否的关键证据。在我国医院评

审工作刚刚起步，对于医院评审的绩效评价更是相

对空白。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避免在下一

步工作中走弯路。德国的Ｓａｃｋ等的研究认为患者对

于接受过ＪＣＩ评审的医院和没接受评审的医院的感

受并不明显
［１７］，Ｊａｒｄａｌｉ等通过对护士的调查发现她

们普遍认为在经历过评审之后医疗质量有了较大提

高
［１８］，Ａｕｒａｓ也指出当前评审工作收集的患者体验的

指标并不完善，怎样的或什么程度的患者体验指标

还没有确定，而患者体验和感受往往才是对医疗质

量评价最直接的标杆
［１９］。因此，对于医院评审的绩

效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认，这启示我们一方面

在下一步医院评审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同时有相应的

评价反馈机制，另一方面需要跟进此方面的课题研

究，弥补领域空白，更好的开展医院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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