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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我国县级医院绩效与财政补偿策略
———基于４省１３１个医院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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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县级医院的绩效与资源投入，为政府财政投入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在４省抽取１３１
个县级医院，用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数据包络分析评价比较医院的经济投入、经济社会绩效

及财政补助的作用。结果：绝大多数医院总收支平衡或有结余，业务亏损的医院只占２５２％；规模大的医院人
员效率未见降低，但固定资产效率下降；医院得到政府补偿量与医院规模没有关系，富裕县医院得到明显多的

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没有起到减少病人医疗费用的作用。结论：县级医院投入越高、产出越高，政府补助缺乏

计划性及合理性，今后应根据医院服务量、效率、技术质量、费用控制程度等公益性指标进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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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医疗服务需求相应
增加，但仍难以承担城市大型医院高额的医疗费用。

县级医院作为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龙

头，在承担农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其他社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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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

卫生改革的重点也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

医院，使在城市大型医院就医的部分农村病人回流

到县级医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１］
国务

院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指出，要建

立以公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体系，把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服务效率

和社会满意度等作为主要量化考核指标，考核结果

与院长任免、奖惩和医院财政补助、医院总体工资水

平等挂钩。
［２］
因此，对县级医院进行经济与社会绩效

研究，对于从公益性角度提出政府对县级医院的补

偿和发展策略非常重要。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根据课题设计，本研究原计划抽取６个省（东、

中、西部各２个省）进行调查，但由于时间和原始资
料可得性等因素，本文只对山东、辽宁、湖南、陕西

１３１所县级医院的资料进行分析。由于调查时间不
同，山东和湖南为２０１０年数据，辽宁和陕西为２０１１

年数据。对资料进行了逻辑检查，对不合理数据进

行了电话问询及修改。本研究主要是确定县级医院

效率类型及其决定因素，探讨政府补偿策略，并不是

推测全国县级医院投入产出指标均值及分布；尽管样

本医院分布省份较少，但涵盖了不同规模、经济水平、

地理和竞争环境（距离大城市远近、县城在县域中位

置、周围是否有较大医院等），其数量已经满足回归分

析、数据包络分析的要求。

１２研究方法
资料处理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不同指标间

相关分析，根据综合效率分析类型进行的方差分析、ｔ

检验，针对医院运行成本即业务支出的决定因素进

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院效率分析采用数据包

络分析ＣＣＲ模型，因为医院是多项投入和产出，适合
用此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原则

是它们之间有相关关系和逻辑关系。

１３指标界定
绩效：绩效是社会期望的产出和效率，希望医院

以尽量少的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治疗更多的病

人，提高医疗质量，控制病人的费用。

工作当量：由于各个医院门诊和住院服务量差

距较大，对于总服务量的对比采用工作当量，即根据

卫生部规定１个住院床日相当于３个诊疗人次计算

出医院总的诊疗人次。

经济发展水平：农民人均收入７０００元以上界定

为较富裕县，５５００～７０００元为中等，５５００元以下为

较贫困县。

医疗质量指数：由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数、急诊抢

救成功率指数、住院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指数、住院病

人手术比例指数、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指数、住院死亡

率指数合成。如某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数＝（某

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最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最高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最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该指标越小说明医疗质量越好，如某院住院死亡率指

数＝（最高住院死亡率 －某医院住院死亡率）／（最高

住院死亡率－最低住院死亡率）。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涉及病人多，给以２倍权重，２倍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

数加其他５个质量指数除以７得到医疗质量指数。

病人费用控制指数：由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

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出院病人平均医药费用、药品收

入占业务收入比重合成，各指标等同权重，方法同上。

以往医院绩效分析很少考虑医院服务质量和病

人费用控制，从医院公益性角度和政府经济补偿策

略出发，进行医院绩效评价需要加入这两个指标。

２结果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总的来看，１３１所样本医院规模比全国平均规模

大。其中，１１５所医院总收支有少量盈余，１６所医院存

在赤字（占１２２％）；３３所业务收支亏损，占２５２％。

医院收支量明显大于全国县级医院统计结果，但次均

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与全国差距较小（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年样本医院与全国县级医院收支、
费用比较（均值）

指　　标 样本医院 全国县属 全国县级市属

总收入（万元） １２３９３ ４５５７５ ６５８３８
　其中：业务收入（万元） １１６６７ ４０９３１ ６０８０６
总支出（万元） １１７０３ ４２７９４ ６２４５９
　其中：业务支出（万元） １１４２５ ４１４６０ ６１０１４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元） １４５ １０９８ １２６８
出院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元） ３４４９ ２９７８６ ４３８１１

来源：全国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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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医院资源及投入产出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２，医院各项指标的均数都略大于中位数，说明数据

分布为轻度正偏态；医院规模、业务量等跨度比

较大。

表２　样本医院主要统计指标

指　标 均　数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在职职工（人） 　６４６５ 　５９７ １６３５ １２７

医师数（人） ２１０５ １９０ ５８２ ３１

实有床位数（张） ５３１６ ４８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０

总收入（万元） １２３９３ １０２０３ ５２２７８ ９００

总支出（万元） １１７０３ ９３５３ ４７１５２ ９０８

业务收入（万元） １１６６７ ９６４３ ５１１４４ ８０５

业务支出（万元） １１４２５ ９１５７ ４７１５２ ９００

财政补助（万元） ５５０ ２０４ ９２８０ ０

诊疗人次（万人） ２４４ ２０８ １２３５ ２８

出院人数（万人） ２２ ２０ ７７ ０２

２２县级医院规模与绩效的关系

医院总支出、在职职工数、实有床位数、固定资

产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医院规模，从表３看出，县级

医院产出基本上与规模正相关，即随着医院规模的

不断扩张，其产出相应增长。

但在职职工数与人均产出（人均工作当量）不显

著相关，说明总体上职工多的医院人均产出没有降

低，增加人员可以增加服务量。医院实有床位数与

人均产出有明显正相关，说明床位多的医院人均产

出也较高。医院实有床位数与病床使用率不显著相

关，说明床位多的医院病床使用率没有下降也没有

上升。

在职职工数与次均诊疗费用不显著相关，与每

床日收费水平、出院病人费用明显正相关，说明较大

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没有增加，而出院病人

费用增加，可能与收住较多重病患者有关。

随固定资产增加，万元固定资产工作量产出快

速下降，固定资产与万元固定资产工作当量明显负

相关；固定资产与人均工作量正相关，随着固定资产

的增多，人均工作量有所上升，但万元固定资产产出

效率下降很快。

在职职工数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有相关性（ｒ＝

０２４５，Ｐ＜００５），但与其他质量指标的相关性没有

统计学意义。

表３　医院规模指标与医院绩效指标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规模指标 绩效指标 相关系数

总支出 总诊疗人次 ０８４１

总支出 出院人次 ０８２５

总支出 工作当量 ０９１９

总支出 住院病人占床日数 ０８８３

在职职工数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０４５

在职职工数 次均诊疗费用 ０１６１

在职职工数 出院病人费用 ０４３８

在职职工数 每床日收费水平 ０４２１

实有床位数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３６７

实有床位数 病床使用率 ０１２４

固定资产 万元固定资产工作当量 ０４４

固定资产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３７２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２３县级医院财政补偿与绩效的关系

富裕地区县级医院平均财政补助水平高于中等

和贫困地区（表４）。富裕、中等和贫困地区县级医院

财政补助分别占其总支出的 ６６１％、４３９％和

４７６％；占其业务支出的６８５％、４４５％和４８８％。

所有样本县级医院的财政补助中基本支出补助占

５４５５％，项目补助占４５４５％，有１１家医院没有政

府补助。

表４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县级医院财政补偿比较

经济水平 医院数量 财政补助均数（万元） Ｆ值 Ｐ值

富　裕 ４３ １１４６

中　等 ５６ ４４８ ２９４６ ００５２

贫　困 ３２ 　４４９

　　政府补偿多的医院没出现病人费用随之下降的

现象。政府补偿量与医院人均工作量、医疗质量指

数不显著相关，政府补偿与医院规模也不显著相关

（表５）。

表５　政府补助量与医院绩效和规模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绩效指标 相关系数 Ｐ值

出院病人次均费用 ００６５ ０４６０

门急诊次均费用 ００４１ ０５９２

每床日平均费用 ０１１６ ０４０２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０８７ ０３２５

医疗质量指数 ０１２９ ０４３４

在职职工数 ００７７ ０３８４

实有床位数 ００２７ ０７６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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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级医院绩效比较

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次均诊疗费用没有

相关性，但与出院病人次均费用的相关性有统计学

意义，富裕地区出院病人平均费用更高；富裕地区平

均住院日高于中等和贫困地区；但不同经济水平地

区的医疗质量各项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６）。

表６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县级医院病人费用、效率与
质量的均值比较

指标 富裕 中等 贫困 Ｆ值 Ｐ值

次均诊疗费用（元） １６９ １４６ １３５ ６６１４ ０００２

出院病人次均费用（元） ５００３ ３４９０ ３０２４ ３５５９５ ＜０００１

平均床日费用（元） ５８６ ４８５ ４４２ １５０２７ ＜０００１

平均住院日（天） ８６ ７２ ６９ １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

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０５ ０４０８

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０ ０９５６ １１１６ ０３３２

急重患者抢救成功率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５ ０９００ １５０５ ０２２７

住院病人手术率 ０２３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５ ０８５７ ０４２８

住院病人死亡率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４１２ ０６６３

２５县级医院综合效率评价

用数据包络分析ＣＣＲ模型对医院综合效率进行

分析，选择投入产出指标见表７。

表７　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描述

指标类型 指标 均数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投入指标 在职职工数 ６４６５ ５９７ １６３５ １２７

实有床位数 ５３１６ ４８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０

医师数 ２１０５ １９０ ５８２ ３１

医疗支出（万元） ６５２５１ ５５３２４２１４７４６ ５３６６

药品支出（万元） ４７９７０ ３８０５０２５４１４４ ３５３７

流动资产（万元） ５５０６７ ４２８２６２０８０１６ ３４８０

固定资产（万元） １２７３２８１０４７０６５５７３３１ ７７２５

产出指标 总诊疗人次数

（万人次）

２４４ ２０８ １２３５ ２８

出院人数（万人次） ２２ ２０ ７７ ０２
医疗收入（万元） ６２７９５ ５５７１３２３２０１０ ３２１２
药品收入（万元） ５６０３６ ４５６２８２７９４３６ ４１６５
医疗质量指数 ０９３１３ ０９３１０ ０９９０２ ０８１６２
病人费用控制指数 ０５２２２ ０５３２２ ０７９２５ ０２１９５

　　根据数据包络分析数据模型，处在各项产出效

率前沿的医院为高效医院；低效医院根据它们投入

和产出在所有医院投入产出指标中的位置，分为规

模效益递增医院和规模效益递减医院，后者增加投

入比前者有更小的产出增加。结果显示高效医院５１

所，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１６所，低效规模效率递

减医院６４所。通过各类医院单项效率对比分析（表
８），可以发现：高效医院每床占用固定资产最少，低

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占用最多；出院者平均费用高

效医院最少，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最多；药品占业

务收入比重高效医院最低，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

最多；人均工作当量高效医院最多，但差别不显著；

医疗质量高效医院最高，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最

低；高效医院费用控制最好，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

院最差；人均业务收入高效医院最低，低效规模效

率递增医院最高，但差别无显著性。总的来看，高

效医院投入资源少产出多，应该给予较多财政补

偿；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投入资源多产出相对较

少，应该控制固定资产投入；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

院投入中等，产出经济效益多，需要控制病人费用，

提高医疗质量。高效医院、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

和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分

别是１０３０１万元、１１４６１万元和１４８３２万元，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表８　数据包络分析各类医院效率指标比较

指　　标 效率类型 医院数 均值 Ｆ值 Ｐ值

每床位占用固定资产

（万元）

高　　效 ５１ １７７８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９８５
低效递减 ６４ ２１５２
合　　计 １３１ １９８０

３２１４ ００４４

出院者平均费用（元） 高　　效 ５１ ２９０９
低效递增 １６ ４０６１
低效递减 ６４ ３７６８
合　　计 １３１ ３４４９

１２４５７ ００００

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

比重（％）
高　　效 ５１ ４３３９
低效递增 １６ ４９５５
低效递减 ６４ ４７４３
合　　计 １３１ ４６０２

７４５９ ０００１

人均工作当量 高　　效 ５１ １２２１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１４０
低效递减 ６４ １０９１
合　　计 １３１ １１４８

１９７３ ０１４３

医疗质量指数 高　　效 ５１ ０９４０
低效递增 １６ ０８９７
低效递减 ６４ ０９３３
合　　计 １３１ ０９３１

１０３９７＜０００１

费用控制指数 高　　效 ５１ ０５９０
低效递增 １６ ０４６６
低效递减 ６４ ０４８３
合　　计 １３１ ０５２２

１６００６＜０００１

人均业务收入（万元） 高　　效 ５１ １６２８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９５４
低效递减 ６４ １７３９
合　　计 １３１ １７２２

１８１１ ０１６８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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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县级医院投入与产出基本呈正向关系

医院总支出与服务产出密切相关，业务支出与

诊疗人次、出院人次、工作当量显著正相关。规模大

的医院人均产出效率没有降低，但固定资产产出效

率下降，原因可能是大型医疗设备较多，房屋建筑面

积大或造价高，但业务产出量的增加没有固定资产

增加的快。

３２政府财政补助水平与县级医院规模及绩效无关，

但富裕地区财政补助水平相对较高

财政补偿应以医院业务需要为基础，但贫困地

区的县级医院即使规模大补偿也不多，财政补偿与

医疗服务量及服务效率无关，说明财政补偿缺乏计

划性与合理性。相关研究主张以医院绩效为基础进

行补偿。
［３５］
富裕地区财政补助较多，但医疗费用反

而显著上涨，并且明显高于中等和贫困地区，可能的

原因有：一是富裕地区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较高；二是

医院收费价格相对较高或诱导需求多；三是医院技

术水平高，吸引了较多重症疑难病人。三种因素各

占多大比重很难确定，特别是病人需求高与医生诱

导需求，在病人经济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医生提议用

较贵药物或多检查，病人容易遵从。

３３低效县级医院所占比重较大

数据包络分析高效医院５１所，只占３８３％。低

效规模效益递减型医院较多，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
［６］
低效医院每职工医疗服务量较低，其中低效规

模效率递增医院规模较小，但收费水平较高，经济产

出效率尚可；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规模较大，固定

资产多，医疗服务量效率及经济产出效率不高。通

过对一个效率相对较低医院的访谈发现，低效医院

较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附近有规模较大的高

水平医院竞争，医院在就诊人次、住院人数的增加方

面潜力较小；二是医院要创品牌保持竞争力，开展微

创医疗、高难度手术较多，医院投入大，手术收入也

较多，但从就诊人次、住院病人数方面看效率不高。

另外，医院效率低还存在管理问题，如冗员过多，学

历低、技能低者较多，通过清除冗员可以提高效率。

３４根据绩效水平对县级医院进行财政补偿

首先，对医院的财政补偿要综合考虑医疗服务

量、人均服务产出和固定资产的产出效率，还要考虑

不同医院的业务收支差距、医疗及药品收入的差距

等。对效率高的医院在保证其业务正常运转的同时

给予财政奖励；对效率低下的医院，即使其存在亏损

也不能完全补偿，而是先按改革要求进行整改，比如

要控制固定资产产出效率较低医院固定资产的购

置，对平均职工服务量较小的医院分析其是否存在

冗员过多、社会效率产出激励不强、医疗质量低、服

务态度差等问题，要求进行相应整改。

其次，财政补偿要与医药费用控制和成本节约

相结合。成本节约体现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如万元

固定资产产出、万元业务支出产出等。病人费用控

制体现在每诊疗人次费用、出院者平均费用、单病

种费用等方面。病人费用控制较好的医院，业务收

入相对较少，职工工资福利较低，因此，财政上应该

给予较多的补偿；对病人费用控制不好的医院，要

利用财政补偿这一杠杆要求医院自身加强费用

控制。
［７］

最后，通过完善财政补偿政策提高医疗质量。

医疗质量高的医院应得到较多的补偿，鼓励县级医

院提高医疗质量才能更有效的吸引病人，但当前医

院对医疗质量指标的统计不全面、不合理，如缺乏单

病种ＩＣＤ编码病人死亡率、治愈率等，质量指标应该

包括月内再入院率、医疗过程临床正规路径符合率、

医院技术组合指标等。医疗质量与医院规模、经济

环境等没有明显关系有两个原因：一是质量数据可

靠性差，有的医院为提高声誉而造假，有些将死亡的

住院病人按自动出院处理，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可以

通过修改病历提高；二是指标不科学，比如三级医院

比二级医院技术水平高，但病人死亡率也高，原因是

收住危重疑难病人多。县级医院技术力量强的收住

危重疑难病人也多，但病人死亡率相对较高。县级

医院要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减少病人县外转

出率，就必须提高医疗质量，提高对常见病危重病人

的诊治能力
［８９］，同时要完善医疗质量指标体系，加

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数据质量。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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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ａｘｗ／

ｐｌｄｈｄ／２０１２０４／５４５０８ｈｔｍ

［９］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卫生厅关于实施县级公立医院能力

提升工程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ｄｗｓ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１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１５２１０４７９

６８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编辑　刘　博）

·信息动态·

致谢２０１２年度审稿专家

　　为提高学术质量，本刊一直坚持双盲审稿制度，对稿件进行同行评议，感谢以下专家２０１２年度的审稿支
持（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　鹰　蔡江南　曹建文　巢健茜　陈　娟　陈博文　陈家应　陈晓阳　陈英耀　陈迎春

陈颖健 陈永法 成　刚 程　薇 程景民 程晓明 仇雨临 董燕敏 封　进 高广颖

龚时薇 龚向光 关丽征 郭永松 郭有德 郝晓宁 何文炯 洪宝林 胡　明 胡红濮

胡琳琳 胡敏予 黄悦勤 江启成 蒋学华 蒋中一 匡　莉 李　鲁 李超平 李国红

李宁秀 李士雪 李卫平 梁　鸿 凌　莉 刘　宝 刘国祥 刘晓云 刘亚平 卢祖洵

吕　军 吕国营 罗　力 罗卫芳 马占新 毛　瑛 毛正中 钱东福 邱　琼 任　苒

阮云洲 尚　琪 邵　蓉 沈　晓 石　光 史录文 宋华琳 孙　静 孙　强 孙　玮

孙利华 陶红兵 王　芳 王　健（男） 王　健（女） 王桂英 王红妹 王小合

王晓莉 王增珍 王志锋 魏　建 吴华章 吴群红 项　莉 谢　斌 徐　飚 徐　鹏

徐巍巍 徐勇勇 薛　迪 严　非 杨　莉 杨　平 杨　团 杨金侠 杨肖光 杨印生

姚　岚 尹爱田 应晓华 于德华 于风华 于培明 俞　卫 俞立平 俞文兰 袁长海

袁庆禄 袁兆康 詹思延 张　宏 张　勘 张　亮 张　宁 张彩霞 张东峰 张光鹏

张开金 张林秀 张奇林 张拓红 张新平 张崖冰 张毓辉 张再生 章　平 赵　忠

赵德余 郑　红 朱　坤 朱铭来 左根永

６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