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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建议

要严格监控现金预算执行情况，确保

预算执行的真实性和合规性，根据预

算控制各项资金流入和流出的金额和

时间，对于年初未下达预算和超出预

算范围的业务和投资活动，必须履行

审批程序，由院长办公会集中讨论通

过方可执行；最后，要定期完成对预

算执行情况的分析，至少应包含月度、

季度和年度分析，根据预算执行率和

执行差异金额，及时找出差异的原因，

制定应对策略，推动现金预算的有效

执行。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医院的结

余质量、债权债务的结构变化等，既

要保证医院应收款项的资金回流，又

要提高医院闲置资金的使用价值。

（三）建立现金流量预算考核体系

公立医院必须建立与自身实际情

况相适应的现金流量预算考核体系，

选取对现金流量和医院管理具有针对

性和代表性的指标来对预算的运行效

果进行评价。预算考核是预算管理事

后控制的重要手段，是一项动态的评

价活动，能够使医院管理者对现金流

量预算实施的整体效益进行考评，同

时与绩效评价相挂钩，使预算发挥约

束和奖惩的双重作用。科学的预算考

核体系可以有效地推动公立医院管理

手段的转变，提高医院管理者的抗风

险意识和能力。预算考核的效果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考核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决定的，因此一定要保证其科学合理、

公开透明，考核指标既要有定量指标，

也要有定性指标，定量指标还要包括

为提高公立医院现金流量预算管

理水平，发挥现金流量预算对现金资

源分配与整合的作用，笔者建议如下：

（一）形成现金流量预算编制制度

公立医院将现金流量预算引入全

面预算管理，必须先要构建一套完善

的现金流量预算编制制度，使预算编

制流程规范化，为预算执行、核销以

及考核奠定基础。医院要对自身的战

略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充分考虑医院

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规划，制定出未来

期间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现金流

量预算编制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确定目

标、自下而上精细编制、逐级核查、协

调平衡的方法，根据合理的编制依据

实现业务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

三条预算路径的同步编制，确保现金

流量预算体系的完整性。同时，还应

配备现金流的调控机制，及时发现预

算编制中存在的偏差，对预算指标过

低或过高的情况相应做出调整。

（二）健全现金流量预算执行控制

机制

公立医院应健全现金流量预算执

行的控制机制来确保预算执行力的充

分发挥，提高预算管理的严肃性，保

证其管理控制作用的实现。首先，医

院要根据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原则，设

置合理的由预算执行至预算核销的控

制构架，将预算指标层层分解，落实

到各环节、各科室以及各岗位，明确

个人岗位职责，每项流程都应形成控

制点，确定责任人；其次，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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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标和修正指标等，不仅要分析

预算数和执行数的差异，还要将当期

执行数和往年同期执行数、医疗行业

标准数等相对比。医院管理者要通过

绩效考核全面评价和总结各科室的预

算编制是否准确、执行是否合理、调

整和追加是否合规等内容，以此来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也为以后年度的

预算编制及安排提供重要依据。

（四）完善现金流量预算管理信息

化建设

目前，我国公立医院的信息化

建设水平仍然普遍偏低，管理信息

系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电子病历系

统、HIS系统、预约挂号系统、医保信

息系统等方面，而对于包括预算、成

本、绩效等在内的财务管理方面，信

息系统应用则相对落后。由于大型公

立医院产生现金流的活动繁多，所面

对的来自政府、患者等多方面的挑战

也不断增大，其迫切地需要运用科学

化、精细化的管理系统来实现对现金

流量预算的统计追踪和综合分析，例

如对在预算期限内未流入的应收款项

进行风险预警。在公立医院的管理环

境中，完善信息化建设可以加强各科

室之间的协调能力，优化医院的管理

流程，最大效率地利用医院的各项资

源，是现金流量预算管理工作的必备

条件。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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