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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对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病种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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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Ｓ市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关注病种在２０１９年７月实施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后医疗服
务质量的变化情况。方法：收集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２１年６月Ｓ市公立二、三级医院的职工保险参保患者住院病案
首页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比较改革前后首批ＤＩＰ付费试点医院（干预组）和非ＤＩＰ付费试点医院（对照组）的４
个典型诊断和２个典型手术操作的住院天数、院内死亡率、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变化情况。结果：试点医院相比
非试点医院，改革后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关注的典型诊断和手术操作的住院天数分别上升０２２８天、下降
０５６８天，但均无统计学意义。典型诊断和典型手术操作的院内死亡率分别下降０５个百分点（Ｐ＝００４７）、１１
个百分点（Ｐ＝００００）；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分别下降２０个百分点（Ｐ＝００１７）、４９个百分点（Ｐ＝００１４）。
结论：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后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关注病种的住院天数变化方向不一致；院内死亡率和
再入院率提示的服务质量改善。按病种付费改革中需密切监测多病种、多维度的服务质量变化。

【关键词】支付方式改革；按病种分值付费；医疗服务质量；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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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为规范医疗服务供方行为、控制不合理的医疗卫
生支出，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

实行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

式。［１］除了试点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按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Ｇ）付费之外，我国也
探索开展了基于疾病诊断和治疗方式分组的按病种分

值（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ａｃｋｅｔ，ＤＩＰ）付费。
按病种付费是标尺竞争理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

典型应用。［２］ＤＲＧ组或 ＤＩＰ组作为同质化的定价单
元，其权重（分值）基于区域内各医疗机构的平均费

用测算，人为引入了服务供方之间的竞争，预期可控

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导致的不合理费用，

提高服务效率。［３］然而，标尺竞争理论在实际应用中

也可能造成一些负面结果，最常见的就是由于真正

的医疗服务质量不容易度量，因而供方可能通过减

少必要的服务来控制成本，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４］

因此，关注按病种付费改革对服务质量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

本研究拟以 Ｓ市典型病种为例，分析其在 ＤＩＰ
付费改革后医疗服务质量的变化情况。Ｓ市是 ＤＩＰ
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其 ＤＩＰ付费改革工作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启动，首批试点包括２家三级医院和２个区的二
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试点人群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参保住院患者。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本研究选取 Ｓ市公立二、三级医院的职工医保

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 Ｓ市职工医保住
院患者的病案首页。研究已获得复旦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ＩＲＢ＃２０２０ＴＹＳＱ
０３２０）。

在研究病种的选择上，本研究基于《国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２０１９版）》［５］中的“单病
种质量控制”，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三级医院评审

标准（２０２０版）》［６］和《单病种质量监测信息项（２０２０
年版）》［７］中的单病种（术种），纳入了４个典型诊断和
２个典型手术操作，分别为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脑梗死、肺炎；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髋关节置换术，

具体病种定义见表１。这些也同样为国际上普遍关注

的定义明确、诊断清晰、编码相对准确的常见病种。［８］

表１　典型病种的定义

诊断／手术操作名称
主要诊断

ＩＣＤ１０编码
主要手术操作

ＩＣＤ９ＣＭ３编码

典型诊断

　急性心肌梗死 Ｉ２１

　心力衰竭 Ｉ１１０，Ｉ１３０，Ｉ１３２，
Ｉ５０

　脑梗死 Ｉ６３０～Ｉ６３９
　肺炎 Ｊ１３～Ｊ１６，Ｊ１８
典型手术操作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３６１
　髋关节置换术 ００７，８１５１～８１５３

注：ＩＣＤ１０指《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１０次修订
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ｅｎｔｈ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ＣＤ
１０）；ＩＣＤ９ＣＭ３指国际疾病分类第 ９版临床修订本第 ３卷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９ｔｈ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Ｄ９ＣＭ３）。

１２结局指标
在服务质量的衡量上，本研究选取住院天数、院

内死亡、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３个指标。其中，住院天
数和院内死亡均是《单病种质量监测信息项（２０２０年
版）》和《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２０１９
版）》针对单病种／术种所关注的指标。３０天内再入
院情况对于单病种质量也有重要意义，美国医疗保

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ｒｅ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ＭＳ）专门针对急性心肌梗死、髋
关节置换术等 ７个病种开展了降低再入院率项目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ＨＲＲＰ），
并对表现不佳的医院进行扣罚。［９１０］住院天数为出院

日期和入院日期之间间隔的连续变量；院内死亡和

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均为０～１变量，前者通过病案首
页“离院方式”为“死亡”进行界定，后者指同一患者下

一次入院日期和前一次出院日期间隔小于３０天。

１３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ＩＤ）法分析ＤＩＰ付费改革对医疗服务质量的影响。
以２０１９年７月首批启动ＤＩＰ付费试点的２家三级公
立综合医院（平均核准床位数１４１９张）和２个区的
１１家二级公立医院（５家综合医院、３家中医医院、３
家专科医院；平均核准床位数３７２张）的职工医保住
院患者为干预组；以研究期间未开展按病种付费试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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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８家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平均核准床位数１２６８
张）和５个区的１９家公立二级医院（１３家综合医院、
５家中医医院、１家专科医院；平均核准床位数 ４３９
张）的职工医保住院患者为对照组。改革前时段为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６月；改革后时段为２０１９年７
月—２０２１年６月。干预组医院在改革前、对照组医
院在研究期间，实施的为机构总额预算下的按项目

付费。ＤＩＤ模型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在个体层面分
析，具体模型如下：

Ｙｉｈｔ＝α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β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ｏｓｔ＋γＸｉｈｔ＋Ｈｈ
＋τｔ＋εｉｈｔ 式 （１）
其中，Ｙｉｈｔ为医院 ｈ的患者 ｉ在时间 ｔ的结果变

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为 ＤＩＰ试点（取值 １）或非试点医院
（取值 ０）的哑变量，Ｐｏｓｔ为 ＤＩＰ付费改革前（取值
０）、后（取值１）的哑变量，两者交互项的系数 β是研
究所关注的主效应。Ｘｉｈｔ为一系列个体层面的控制变
量，包括性别、年龄组、主要诊断、反映患者严重程度

的Ｃｈａｒｌｓｏｎ合并症指数（Ｃｈａｒｌｓｏｎ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ＣＣＩ）［１１］等（表２）；Ｈｈ为医院固定效应；τｔ为患者出院
年月的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ｈｔ是误差项，稳健标准误聚类
在医院—年月层面。

表２　双重差分模型纳入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含义

性别 ０～１变量１＝男；０＝女

年龄 哑变量 １＝年龄＜３０；２＝３０≤年龄 ＜４０；３＝４０≤年
龄＜５０；４＝５０≤年龄 ＜６０；５＝６０≤年龄 ＜
７０；６＝７０≤年龄＜８０；７＝８０≤年龄 ＜９０；８＝
年龄≥９０

主要诊断 哑变量 典型诊断：取ＩＣＤ１０小数点后１位
典型手术操作：取ＩＣＤ１０前３位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合并
症指数（ＣＣＩ）

哑变量 １：ＣＣＩ＝０；２：ＣＣＩ＝１；３：ＣＣＩ＝２；４：ＣＣＩ≥３

　　试点前的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将式 （１）中交互项
中的Ｐｏｓｔ哑变量替换为研究时段内的一系列年月哑
变量实现。ＤＩＰ改革前各年月中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９５％置信区间跨过０）则表示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Ｓｔａｔａ／ＭＰ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纳入对象人群基本特征及服务质量现况
ＤＩＰ试点实施前后试点医院和非试点医院典型

病种的患者特征见表 ３。典型诊断的患者平均年龄
略低于典型手术操作，两者均在７０岁左右。典型诊
断的男性占比约６０％，典型手术操作的男性患者占
比约３５％。ＣＣＩ在典型诊断中远高于典型手术操
作，改革后在干预组和对照组中均上升。ＣＣＩ的增长
一方面可能和疾病谱的自然变化趋势有关（例如合

并肿瘤的患者将获得较高的ＣＣＩ赋值），另一方面也
可能提示病案首页质量的不断完善。在医院等级分

布上，三级医院典型诊断的例数约占３０％～４０％；典
型手术操作的例数约占８０％。

表３展示了３个服务质量指标在试点医院和非
试点医院改革前后的情况。在典型诊断中，试点医

院的住院天数改革后有所上升，非试点医院略有下

降。院内死亡率在试点医院和非试点医院均下降，

但试点医院降幅更大。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在试点
医院和非试点医院均有所上升，但试点医院升幅更

小。在典型手术操作中，改革后住院天数在试点医

院和非试点医院均有所下降，试点医院降幅更大。

院内死亡率和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均在试点医院
下降，非试点医院上升。

表３　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前后研究人群基本特征及服务质量现况

ＤＩＰ试点前（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６月） ＤＩＰ试点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２１年６月）

ＤＩＰ试点医院
（１３家）

非ＤＩＰ试点医院
（２７家）

ＤＩＰ试点医院
（１３家）

非ＤＩＰ试点医院
（２７家）

典型诊断（４个）
患者特征

　出院患者例数 ３１９０５ ５６８５６ ２８２７２ ５８３８９
　年龄／岁，均值（标准差） ６８９２（１４６２） ７０３９（１４４０） ６８２１（１６８１） ７０３３（１５６２）
　男性例数（占比／％） １８４８７（５７９４） ２９８９６（５２５８） １７５８２（６２１９） ３３３８８（５７１８）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合并症指数，均值（标准差） １２２（１２９） １３３（１３６） １５０（１４２） １５６（１４５）

　医院等级分布ａ，例数（占比／％）
　　三级医院（１０家） １３１２８（４１１５） １７０２０（２９９４） １１８６３（４１９６） １９５９５（３３５６）
　　二级医院（３０家） １８７７７（５８８５） ３９８３６（７００６） １６４０９（５８０４） ３８７９４（６６４４）
服务质量指标，均值（标准差）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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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前后研究人群基本特征及服务质量现况

ＤＩＰ试点前（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９年６月） ＤＩＰ试点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０２１年６月）

ＤＩＰ试点医院
（１３家）

非ＤＩＰ试点医院
（２７家）

ＤＩＰ试点医院
（１３家）

非ＤＩＰ试点医院
（２７家）

　住院天数（天） １０３８（７１３） １１９７（８９１） １０７７（８９５） １１８４（１０８６）

　院内死亡率（％） ３７４（１８９７） ３０５（１７２０） ２６７（１６１２） ２９４（１６８９）

　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 ２２６２（４１８４） ２４８０（４３１９） ２３４９（４２４０） ２７３２（４４５６）

典型手术操作（２个）

患者特征

　出院患者例数 １９８６ ２４１５ １８０４ ２６８５

　年龄／岁，均值（标准差） ７２０９（１３０６） ７２８４（１２０９） ７２８６（１２６４） ７２１０（１３７３）

　男性例数（占比／％） ７６４（３８４７） ８２４（３４１２） ６６４（３６８１） ９２９（３４６０）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合并症指数，均值（标准差） ０４４（０７９） ０３３（０６９） ０５７（０９２） ０４８（０８６）

　医院等级分布ａ，例数（占比／％）

　　三级医院（１０家） １６２５（８１８２） ２０３４（８４２２） １４４２（７９９３） ２２４１（８３４６）

　　二级医院（３０家） ３６１（１８１８） ３８１（１５７８） ３６２（２００７） ４４４（１６５４）

服务质量指标，均值（标准差）

　住院天数（天） １３９３（６５２） １３１８（７７９） １２２８（１０４５） １２８４（９８６）

　院内死亡率（％） １０６（１０２３） ０３３（５７５） ０３９（６２２） ０７４（８６０）

　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 ２３５６（４２４５） ２３１１（４２１６） １９１２（３９３４） ２３５８（４２４５）

注：ａ医院等级指医保结算等级

２２ＤＩＰ付费改革对典型病种服务质量的影响
Ｓ市ＤＩＰ付费改革对典型病种服务质量影响的

ＤＩＤ分析结果见表 ４。各质量指标在各病种中均通
过了平行趋势检验，表明使用 ＤＩＤ模型的前提条件
成立。

对于住院天数（列１），ＤＩＰ试点医院中的患者相
较于非试点医院中的患者，典型诊断上升了 ０２２８
天、典型手术操作下降了０５６８天，但均无统计学意
义。具体到各病种，除了脑梗死和肺炎的变化方向

为上升趋势外，其余均为下降；但多数病种的变化无

统计学意义，仅肺炎的住院天数显著上升了 ０３７９
天（Ｐ＝００３３），髋关节置换术的住院天数显著下降
了０６６３天（Ｐ＝００２２）。

对于院内死亡率（列３），典型诊断和典型手术操
作分别下降了０５个百分点（Ｐ＝００４７）、１１个百

分点（Ｐ＝００００）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到各病
种，除了心力衰竭和肺炎变化方向为上升外，其他均

为下降；其中，脑梗死、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髋关

节置换术的院内死亡率分别下降了 ０５个百分点
（Ｐ＝００３３）、８３个百分点（Ｐ＝０００３）、０８个百分
点（Ｐ＝０００１），且具有统计学意义。

对于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列５），典型诊断和
典型手术操作分别下降了 ２０个百分点（Ｐ＝
００１７）、４９个百分点（Ｐ＝００１４）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到各病种，除心力衰竭变化方向为上升，其

余均为下降。其中，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旁路移

植术和髋关节置换术的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率分别
显著下降了４６个百分点（Ｐ＝００００）、１４７个百分
点（Ｐ＝００３０）、４８个百分点（Ｐ＝００１４）。

表４　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对典型病种服务质量影响的双重差分结果

住院天数 院内死亡 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

主模型（１） 稳健性检验（２） 主模型（３） 稳健性检验（４） 主模型（５） 稳健性检验（６）

典型诊断合计

　系数 ０２２８ ０２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６

　标准误 （０１５８）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Ｐ值 ０１５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样本量 １７５４１１ １６１８７４ １７５４２０ １６１８８３ １７５４２２ １６１８８５

急性心肌梗死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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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Ｓ市按病种分值付费改革对典型病种服务质量影响的双重差分结果

住院天数 院内死亡 ３０天内全因再入院

主模型（１） 稳健性检验（２） 主模型（３） 稳健性检验（４） 主模型（５） 稳健性检验（６）

　系数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５１

　标准误 （０２２１） （０２２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

　Ｐ值 ０６３３ ０９８８ ０２８８ ０３７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样本量 １５４５８ １４１９７ １５４５８ １４１９７ １５４５８ １４１９７

心力衰竭

　系数 －０３６１ －０５４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标准误 （０３１６） （０３２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Ｐ值 ０２５３ ００９８ ０８４２ ０９２１ ０１０９ ０１３９

　样本量 １３，２６２ １２０７４ １３２６３ １２０７５ １３２６３ １２０７５

脑梗死

　系数 ０４２７ ０５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标准误 （０２５９） （０２９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Ｐ值 ００９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７５５ ０４６３

　样本量 ９５，３９４ ８８５１２ ９５４０２ ８８５２０ ９５４０２ ８８５２０

肺炎

　系数 ０３７９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标准误 （０１７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Ｐ值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４ ０８６６ ０８５９ ０６４２ ０２４６

　样本量 ５１２９７ ４７０９１ ５１２９７ ４７０９１ ５１２９９ ４７０９３

典型手术操作合计

　系数 －０５６８ －０５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标准误 （０２９７） （０３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２）

　Ｐ值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样本量 ８８８９ ８２７７ ８８９０ ８２７８ ８８９０ ８２７８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

　系数 －３３６６ －１６３０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４ －０１４７ －０１７５

　标准误 （２１９７） （２１４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２）

　Ｐ值 ０１２７ ０４４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６

　样本量 ７４５ ６８４ ７４５ ６８４ ７４５ ６８４

髋关节置换术

　系数 －０６６３ －０６９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标准误 （０２８８）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Ｐ值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样本量 ８１４４ ７５９３ ８１４５ ７５９４ ８１４５ ７５９４

２３ＤＩＰ付费改革对典型病种服务质量影响的稳健
性检验

考虑到 ２０１９年底至 ２０２０年初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研究在稳健

性检验中去除了受到潜在影响最大的 ２０１９年 １２
月—２０２０年３月共 ４个月的样本数据，重新运用
ＤＩＤ模型进行分析，并和主模型结果进行比较
（表４）。可见，各结局变量在各病种中的 ＤＩＤ模型
结果显著性及方向均未发生改变，提示研究结果稳

健性较好。

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Ｓ市ＤＩＰ付费改革后典型病种的住院天数变化
方向不一致

本研究关注Ｓ市２０１９年７月实施首批ＤＩＰ付费
试点后，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密切关注的典型病

种的服务质量变化情况。研究发现，试点医院患者

相较于非试点医院，改革后典型诊断的住院天数上

升、典型手术操作的住院天数下降，但变化均无统计

学意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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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病种付费改革后住院天数的变化在国内外研

究中也存在不一致。有系统综述显示，国际上按病

种付费改革后，住院天数多为显著下降。［１２］国内一些

研究表明住院天数在 ＤＲＧ付费［１３］或 ＤＩＰ付费改
革［１４］后均无显著变化。住院天数本身的含义也较为

广泛，其降低可能表示效率提高；也可能提示患者提

前出院、未得到充分治疗；但过高也可能是患者住院

期间发生了并发症等，导致住院天数延长。［１５］本研究

中所选病种的住院天数未发生整体性的降低，表明Ｓ
市ＤＩＰ试点医院可能暂未出现为了节省成本而让患
者提前出院的情况。

３２Ｓ市ＤＩＰ改革后典型病种的院内死亡率、再入院
率均显著下降

本研究发现，Ｓ市 ＤＩＰ付费改革后，试点医院患
者相较于非试点医院，国家层面关注的典型诊断和

手术操作的院内死亡率在改革后均显著下降，表明

服务质量有所改善。该结果提示，Ｓ市尚未出现以
往按病种付费改革中所担心的服务质量下降的

情况。

院内死亡情况是国际上评价服务质量的重要指

标之一［１６］，而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例

如，有研究显示瑞士在实施 ＤＲＧ改革之后，肺炎、急
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病种的院内死亡率显著下

降［１７］。而波兰的卒中患者［１８］、我国北京［１９］和广东

省中山市［２０］ＤＲＧ改革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院内
死亡率均无显著变化。再入院率也是国际普遍使用

的服务质量指标［２１］，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也存在不

一致。按病种付费改革后，瑞士５个病种的患者［１７］

相关数据表明再入院率显著上升；而我国台湾地区

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２２］、波兰的卒中患

者［１８］、北京［１９］和广东省中山市［２０］的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等研究则表明再入院率无显著变化。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反映了按病种付费改革背

景、政策和实施的差异，也可能和选取的病种、各研

究对指标的定义不同有关。例如，以往研究中对再

入院天数的界定多为 ３０天，但也有研究定义为 ４２
天、９０天等。

３３按病种付费改革中需密切监测多病种、多维度的
服务质量变化

本研究发现，不同病种在 ＤＩＰ付费改革后的服
务质量变化情况存在差异。以往研究也表明，当选

取不同的病种开展研究，得到的改革效果存在差异，

甚至会截然相反，这也和病种本身的特点有关。因

此，试点医院也需严密监测本院常见病种、重点病种

等在支付方式改革后的服务质量变化情况，以防总

体服务质量的情况掩盖了单个病种的变化。

同时，本研究发现，不同质量指标的变化在改革

中呈现不同的现象，各病种的住院天数虽然变化方

向不一，而院内死亡率和再入院率则多为下降。该

现象提示，此类研究可选取多维度的质量指标，从多

个角度反映服务质量的变化规律及其差异。

此外，本研究结果在外推时也需保持谨慎。Ｓ市
实施的为机构总额预算下的 ＤＩＰ付费，且支付方式
改革在近３年内为逐步试点推行而非短期内全面铺
开，因而试点医疗机构可能尚未完全感受到 ＤＩＰ付
费改革带来的激励改变。医保部门需要长期密切关

注试点全面铺开、力度加大之后的服务质量变化，保

证患者的健康权益。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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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ａｙｍ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ｐｉｌｏ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ｃａｒｅ ［Ｊ］．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２４３：１１２５９０

［２０］ＹｕａｎＳ，ＬｉｕＷ，ＷｅｉＦ，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ａｙ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ｓ（ＤＲＧｓ）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ｄｇｅｔ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ｓ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ｒａｎ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４８（２）：２３８２４６

［２１］ＡｓｈｔｏｎＣＭ，ＷｒａｙＮＰ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ａｒｌｙｒｅ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ｅ

［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６，４３（１１）：

１５３３１５４１

［２２］ＣｈｅｎｇＳＨ，ＣｈｅｎＣＣ，ＴｓａｉＳＬ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ｆＤＲＧ

ｂａｓｅｄ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Ｊ］．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２，１０７（２

３）：２０２２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１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２３０２１７］

（编辑　刘博）

０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