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８

·专题研究·

医疗集团改革实施效果研究
———以江苏省某市为例

陈　瑶　代　涛　马晓静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目的：以江苏省某市为例，分析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中构建医疗集团的改革效果。方法：收集该市
两个医疗集团内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改革前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
果：实体整合医疗集团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控制和人力资源发展的程度均优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前者

医院提供服务占集团内总服务量的比例增长较慢，医院医生更愿意向社区转诊患者；两个医疗集团医疗费用

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结论：实体整合的医疗集团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于

促进分级诊疗有重要作用，但集团内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全统一，与国际上一体化整合做法相比仍有差距；建

议实体整合的医疗集团应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应加强契约关系；给予当地居民选择

的权利，促进医疗集团之间的有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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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集团是指以一家或少数医院为核心，其他
医疗卫生机构或相关机构为外围，通过产权、资金或

契约等方式联结的健康服务组织联合体。［１］按照联

结方式，可分为实体整合和虚拟整合。实体整合是

指服务提供者以资产和所有权整合为基础，形成一

个独立法人机构，对机构内资源统一管理和调配；虚

拟整合是指以技术和管理等卫生系统要素为纽带，

服务提供者通过签订契约组建集团，在没有共同持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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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和所有权下分享资源。［２］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以来，我国医疗集团经历了萌芽、兴起、迅速发展等

阶段，改革的动因多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规模扩张；

新一轮医改启动后，为了促进分级诊疗和控制医院

单体扩张，大多数公立医院试点城市开展了由政府

主导的医疗集团改革。比较和分析不同类型医疗集

团的实施效果将有利于厘清影响医疗服务体系整体

效率和产出的主要因素，明晰促进医疗卫生服务连

续性和综合性的有效措施。

既往研究主要从定性角度分析医疗集团的形成

动因、联结纽带类型、组织架构和存在问题等［３４］，除

对上海市１０家托管整合的公立医院进行成本分析的

研究外［５］，从实证角度分析以资产为纽带整合的医疗

集团改革效果的研究较少。学者们的主要观点是医疗

集团须涉及产权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才能保证良好

运行；以技术为纽带的松散联合可以开展一些有效

的合作，但因为并未变动其原有的组织体系和运作

机制，对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等宏观政策缺乏积极

性［６］，这些结论与国外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论证

的结果基本相符［７８］，但在国内缺少实证支撑。

江苏省某市在完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提

高对医疗卫生机构谈判能力的背景下，于２００９年底

以资产和技术为纽带，在市区组建了实体整合和虚

拟整合的两大医疗集团，均以三级甲等医院为核心，

纳入二级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满足

了市区大部分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实体

整合的医疗集团通过成立独立的法人实体将市属

二、三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整合。集团

设有理事会履行办医职责；集团院长为集团法人代

表，负责集团的经营管理事务［９］；集团成立临床诊疗

中心，托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在人员、药品采购、

后勤服务、信息系统上实现统一管理。虚拟整合医

疗集团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通过签订契约组建集

团，形成多法人的聚合体，在没有共同持有资产所有

权下分享资源，机构之间没有财务责任。但两个医

疗集团在服务提供和支付制度上具有共同特征，即

有各自明确的服务区域和人群，均提供综合的医疗

卫生服务，实行混合支付方式并受医保机构转诊指

标的约束（表１）。

本研究以这两个医疗集团作为研究对象，比较

分析其实施效果，结合当地医改经验和特点，以期为

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提供参考。

表１　两个医疗集团的异同之处

维度 内容 实体整合医疗集团 虚拟整合医疗集团

服务提供 服务人群 固定 固定

服务类型 提供综合服务 提供综合服务

转诊机制 医保设有医院下转

患者比例的指标

医保设有医院下转

患者比例的指标

治理机制 治理结构 独立法人实体，有理

事会和监事会

多个机构的松散集合

社会参与 较强 较弱

多部门合作 较强 较弱

组织管理 资源整合 成立诊疗中心 无

人力资源 在人员调配上实现

统一管理

管理相对独立

信息共享 较好 无

筹资支付 支付方式 混合支付方式 混合支付方式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检索相关文献和政策文件，梳理新医改以来江

苏省某市进行公立医院改革以及医保制度改革的相

关政策。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两个医疗集团组建前后

（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１年）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资源配置和

提供服务的数量、效率及费用等情况，并对集团医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进行个人

访谈。

１２研究方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按照

改革前后对两个不同医疗集团的效果进行对比分

析。比较维度包括资源配置、服务数量、效率、费用

和对转诊情况的认知（表２）。

表２　医疗集团分析框架

维度 效果

资源配置 床位数

卫生技术人员

服务数量 诊疗人次

出院人次

服务效率 医生日均诊疗人次数

平均住院日

医疗费用 次均门诊费用

次均住院费用

对转诊的认知 三级医院医生人员对转诊的认知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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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结果

２１资源配置

改革后，实体整合医疗集团三级和二级医院的

床位数变化不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数增长

１２０５％，均低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以及全国增长水

平。虚拟整合医疗集团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床位数分别增长２１０５％、２７２７％

和 １００００％，除三级医院外，高于全国增长水平

（表３）。

表３　不同医疗集团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量变化（张）

医疗集团 机构级别 改革前 改革后 增长率（％）

实体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７１５ 　１７１９ ０２３

二级医院 ６６５ ６６５ ０００

社区　　 ２４９ ２７９ １２０５

虚拟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９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１０５

二级医院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７２７

社区　　 ２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全国　　 三级医院 ９４６３３６ １２２３５８４ ２９３０

二级医院 １５０７９１８ １７１０１３５ １３４１

社区　　 １３１２５９ １８７１３２ ４２５７

　　在卫生技术人员方面，改革后实体整合医疗集

团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年均增长３３３０％和

３４２７％，高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和全国增长水平，

尤其是护士的增长速度较快；医护比更接近１∶２的标

准。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医师和护士年均增长

１５１９％和２２６％，与全国相比，护士增长速度较慢，

改革后医护比有所升高（表４）。

表４　不同医疗集团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变化（人）

医疗集团 卫生技术人员 改革前 改革后
增长率

（％）

实体整合 执业（助理）医师 　９４０ 　１２５３ ３３３０

注册护士 １３１３ １７６３ ３４２７

医护比 ０７２ ０７１ －

虚拟整合 执业（助理）医师 ２４６２ ２８３６ １５１９

注册护士 ２２１０ ２２６０ ２２６

医护比 １１１ １２５ －

全国　　 执业（助理）医师 １９３８６０４ ２０２５１４２ ４４６

注册护士 １６２５６４４ １９５１３３４ ２００３

医护比 １１９ １０４ －

２２服务数量
在门急诊服务方面，改革后两个集团三级医院

的门急诊服务构成均有所下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提供服务的占比略有提高。而同一时期全国三级医

院门急诊服务量的占比增长了１６个百分点。在住
院服务方面，改革后实体整合医疗集团三级医院出

院人次数占比增长了１３２个百分点，低于虚拟整合
医疗集团和全国三级医院的增长水平，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增长了０３７个百分点，高于虚拟整合医疗集
团，与全国总体增长水平相当（表５）。

２３服务效率
改革后，实体整合医疗集团各级医疗卫生机构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的变化趋势与全国医院的总体水

平一致，均有所降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的平均住院日降低，医院的平均住院日均

有所增加。两集团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师日均担

负诊疗人次均有所提高，实体整合医疗集团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尤为明显（表６）。

表５　不同医疗集团门急诊和住院服务数量构成（％）

医疗集团 机构级别
门急诊人次 出院人次数

改革前 改革后 构成比变化 改革前 改革后 构成比变化

实体整合 三级医院 ５４３４ ５３００ －１３４ ７１７６ ７３０７ １３２

二级医院 １２９７ １２２８ －０６９ ２２５０ ２０８２ －１６８

社区　　 ３２６９ ３３８３ １１４ ５７４ ６１１ ０３７

虚拟整合 三级医院 ５８０６ ５６８９ －１１７ ４５１８ ５１０４ ５８７

二级医院 ２９０３ ２９９４ ０９１ ３４７０ ３１３０ －３４０

社区　　 １２９０ １３１７ ０２７ ２０１２ １７６６ －２４７

全国　　 三级医院 ３７８１ ３９４２ １６０ ３５７２ ３８９９ ３２７

二级医院 ４８７３ ４３５４ －５１９ ６２０６ ５８４０ －３６６

社区　　 １３４５ １７０４ ３５９ ２２２ ２６１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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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医疗集团各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

医疗集团 机构级别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天）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次）

改革前 改革后 住院日变化 改革前 改革后 诊疗人次变化

实体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２０８ １１７２ －０３６ ６５０ ６７３ ０２３
二级医院 ８４９ ８１５ －０３４ ５９１ ６２４ ０３３
社区　　 １０４１ ９７２ －０６９ １１９１ １４２８ ２３７

虚拟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０４１ １２１１ １７０ ６７５ ７０９ ０３４
二级医院 ９６８ ９８８ ０２０ ５７４ ６０８ ０３４
社区　　 ９００ ６９７ －２０３ １１５４ １２０４ ０５０

全国　　 三级医院 １２７０ １２００ －０７０
６５０ ６９０ ０４０

二级医院 ９４０ ９３０ －０１０
社区　　 ６８０ ９１０ ２３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０

注：卫生统计年鉴中只有医院的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没有按照不同级别医院分别统计。

表７　不同医疗集团各级医疗机构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元）

医疗集团 机构级别
次均门诊费用 次均住院费用

改革前 改革后 增长率（％） 改革前 改革后 增长率（％）

实体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４３１０ １４７３７ ２９８ ８３２６８１ ９３９６１７ １２８４
二级医院 １１６１４ １１９９１ ３２５ ４０２３３９ ４５９６９６ １４２６
社区　　 ９５９４ ７４５８ －２２２６ ２３９１９１ ２３８８１３ －０１６

虚拟整合 三级医院 １３７４２ １４２０８ ３３９ ９３８９９２ １０７２６８６ １４２４
二级医院 １３５７６ １４６２２ ７７０ ５１５７９０ ６０６３４７ １７５６
社区　　 １１８３７ ８７５６ －２６０３ ２６０６０６ ２３３８９７ －１０２５

全国　　 三级医院 ２０３７０ ２３１８０ １３７９ ９７５３００ １０９３５９０ １２１３
二级医院 １２８００ １４７６０ １５３１ ３９７３８０ ４５６４２０ １４８６
社区　　 ８４００ ８１５０ －２９８ ２３１７４０ ２３１５１０ －０１０

２４医疗费用
两医疗集团中医院的次均门诊费用在改革后有

所增长，但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次均门诊费用与全国相比下降明显。在次均住

院费用方面，两个集团中医院增长明显，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则有所降低，变化趋势和幅度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差不大（表７）。

２５对转诊的认知
分析医生对转诊的认知发现，实体整合医疗集

团被调查三级医院的医生中有６８６３％会主动转诊
病人回社区，而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只有３８７１％。虚
拟整合医疗集团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认为：“从

现阶段来说，下转病人还是属于行政干预手段。一

个就是医保政策对于医院有下转率的要求。再一个

就是压床病人，他们本身就不想要的，他们也会往下

转。如果有些病人还有一些可以治疗的手段的话，

他们不会往下转的。”在没有进行下转的原因中，实

体整合医疗集团４０００％的医生反映是患者家属不
同意，３３３３％认为社区药品和设备不足，２６６７％认

为社区技术不高；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医生主要认为

是社区药品和设备不足（表８）。在访谈中，实体整合
医疗集团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提到：“病人不愿

意下转的原因有二个：一是不放心，二是医院优质护

理好，３０元吃的很好，护理的也很好，在家请保姆每
个月都要２０００多块钱，所以有好多长期休养的病人
占着病房。”

表８　不同医疗集团三级医院医生对转诊的认知（％）

指标 实体整合医疗集团 虚拟整合医疗集团

主动转诊患者回社区 ６８６３ ３８７１
不进行转诊的原因

　　患者家属不同意 ４０００ ２１０５
　　社区药品和设备不足 ３３３３ ５８６０
　　社区技术不够 ２６６７ ２０３５

３讨论

３１实体整合的医疗集团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
对两个医疗集团的改革效果比较发现，实体整

合医疗集团中医院规模的扩张程度较低，人力资源

增长迅速；医院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数量占比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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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趋势有所减缓，三级医院的医生下转患者的意识

增强，服务提供效率提高。总体上，实体整合医疗集

团成立后内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资源配置的变化趋

势优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实体

整合医疗集团是独立的法人实体，拥有管理集团内

人员、药品和设备等大部分资源的权利，统筹能力更

强；同时还整合了各医院部分重复建设的功能和科

室，医院之间协作加强，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

间转诊机制更通畅。从交易理论分析，实体整合医

疗集团组织内部的协调成本低于各医疗卫生机构在

市场上分散的交易费用，即改革后紧密的整合形态

使组织内部卫生资源更好地流动，集团成员获得的

利益大于独立在医疗市场竞争中获得的利益。这是

实体整合医疗集团得以形成并发展的根本原因。但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实体整合医疗集团内的医院

均是市属医院，与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内的省属医院、

部队医院相比，不受管理体制限制，有整合的优势；

另一方面虽然虚拟整合医疗集团属于松散的整合，

但依然可以进行一些较浅层面的合作，取得部分效

果，并拥有形式灵活的特点。

３２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对于分级诊疗有促进作用
改革后两个医疗集团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

服务所占的比例提高，医院提供服务占比降低或增

长趋势放缓，并且在费用控制上都取得了比较明显

的效果，这与当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与

发展有密切关系。２０１１年该市已基本实现城乡统
筹，在市区覆盖了９７％以上的居民，医保收入及其支
付方式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行为有显著影响。一方

面，医保部门对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混合支付方式，多

维度控制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医保部门给医院按病

种设定下转患者的比例，如未达到比例将扣减支付

金额，对于社区接收的医院下转患者，治疗费用单独

结算，不列入总额预付范围，通过支付方式引导患者

分流。此外，该市卫生局同时负责管理医保资金和

服务提供体系，能形成良好的联动机制，在统筹卫生

体系的筹资、支付、服务提供和监管等方面更具优

势，有利于服务提供体系的改革和形成分级诊疗。

３３医疗集团内激励约束机制并未完全统一，与国际
上一体化整合做法尚有差距

该市医疗集团化改革不同于以往医院以扩大市

场份额为动力的改革，在医疗体系的组织管理、机制

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国内其它

地区提供了借鉴。但与国际上一体化的整合模式相

比，这种改革实践仍带有较强的政府主导性，卫生部

门、医保部门和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目标

和动力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影响各机构行为的激励

约束机制并不完全相同，机构间缺乏共同的利益机

制。而发达国家的医疗机构间分工明确，医疗资源

整合的改革无论是由政府还是由医保部门发起，其

目标都是为了提高当地居民健康水平、节约整体的

医疗资源和成本，政府、医保部门和各医疗机构的改

革方向和动力具有高度一致性，改革理念、政策、机

制和资源能够相互匹配，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机制。

机构之间的利益机制不相协调，使医疗集团整合实

践与国际上一体化整合模式相比还有一定差距。［１０］

４建议

４１整合筹资与支付制度，使实体整合的各机构之间
形成利益共享的分配制度

改革实体整合医疗集团内各医疗卫生机构独立

核算的财务和分配制度，将各机构财政投入和医保

基金集中到集团层面，由财政部门和医保部门根据

辖区居民健康情况整体拨付到集团，再由集团院长

根据集团整体运行效率以及各机构绩效进行统一分

配，将各个诊疗中心和后勤中心的收入视为集团各

机构的共有收入，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分配制度，从而

进一步提高实体整合医疗集团的整体服务效率。

４２加强契约关系，发挥虚拟整合形式灵活的特点
虚拟整合医疗集团要进一步实体整合需要有管

理体制、治理机制等方面的条件，当这些条件不符

合，但又需要进行管理、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时，应在集团内加强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充分利用

虚拟整合不受限于地域和体制的特点。契约内容涵

盖的范围广泛，既可包括医院与基层机构垂直整合

方面的托管协议和双向转诊流程，也包括不同类型

医院水平整合方面的技术合作协议等。但在协议中

也应注重合作各方的互惠互利。

４３给予居民选择的权利，促进医疗集团之间的有序
竞争

为避免医疗集团形成新的垄断组织，应通过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赋予当地居民签约不同集团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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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居民的选择影响医保资金的流向，给予医疗集

团外部的经济制约，确保以居民健康为目标提供服

务，并引导不同医疗集团之间合理有序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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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柳叶刀》杂志：慢性病防控面临新的机遇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７日，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４个成员国

的卫生部长共同签署了慢性病防控全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该计划为实现联合国防控慢性病的

政治宣言提供了实施方案。近日，该计划又为各国

提供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选择，包括：通过国际合作

和倡议，将慢性病防控提上议事日程；通过增强各国

领导、治理和多部门合作的能力，以提升各国对慢性

病防控的反应性；通过健康促进等措施，减少慢性病

的社会决定因素；通过以病人为中心的初级卫生保

健和全民健康覆盖，以加强卫生体系应对慢性病防

控的能力；促进和支持国家层面的关于慢性病防控

的高质量的研究；对慢性病防控的进程和效果进行

监管。

然而，该计划的有效实施，依然面临一些挑战：

危险因素的确定需要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缺乏足

够的卫生人力资源和资金支持；卫生体系仍然较为

薄弱。

（来源：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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