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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报表报送等具体工作。

（二）管理型智能财务

管理型智能财务主要是在自动化

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弱人工智能的

相关技术而实现的，主要体现为以预

算、成本、绩效等为核心的财务管理

环节，构成了智能财务系统的中间层

级。在具体应用场景上，主要涉及预

算监控与分析、成本核算控制、绩效

评价与标准制等具体工作。

（三）决策支持型智能财务

决策支持型智能财务主要是在管

理型智能财务的基础上，增强了人工

智能的“智能”程度而实现的，构成了

智能财务系统的最高层级。在具体的

应用场景上，主要体现为基于非结构

化数据的决策支持。在核算型智能财

务和管理型智能财务的基础上，公立

医院利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等技术建立具有学习能力的智能

财务决策支持系统。财务人员能够通

过人机对话子系统访问智能财务系统

数据，输入需要解决的具体财务问题

获得决策方案，并查看系统对数据各

维度的分析结果，通过 BI、VR、3D 渲

染、多维展示等可视化技术，以动态

或静态图像、图表等形式呈现数据处

理结果，直观生动地为医院的经营管

理决策提供依据，辅助财务人员做出

决策。

二、公立医院智能财务体系建

设的障碍性因素

（一）思维认知方面 ：智能财务概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

办发 [2021]18 号）提出“推动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第五代移动

通信（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

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公立医院从传统

医疗走向智慧医疗。作为公立医院运

营管理的一大核心内容，财务管理迫

切需要借助数字化和智能化手段实现

与运营环境的匹配。数字经济时代，人

工智能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推动公立医

院财务管理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应运而生。

一、公立医院智能财务的类型

公立医院智能财务通过将人工智

能和财务管理深度融合，实现创新性

的财务管理，提升在财务核算、过程管

理和决策规划三个方面的实际应用能

力，推动财务人员转型，提升公立医院

运营管理水平。根据算法复杂程度与

财务管理工作复杂程度的对应关系，

本文将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划分为核算

型智能财务、管理型智能财务以及决

策支持型智能财务三类。

（一）核算型智能财务

核算型智能财务主要是基于自动

化技术而实现的，以 RPA 为代表的自

动化技术适用于业务量大、规则明确

以及附加值低的事项，这在财务管理

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核算业务，构成了

智能财务系统的底层逻辑。在具体应

用场景上，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核算型

智能财务能够实现智能审核、自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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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较为模糊

随着管理会计发展和财务转型理

念的不断渗透，公立医院财务人员开

始意识到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弊端，

并逐步建立起了以数据为核心的财务

管理理念，但其对于智能财务的理解

仍然存在误区。究其原因，主要是公

立医院领导层对于智能财务建设的认

知程度不够深入，缺乏对于财务人员

的系统培训和学习，使其对于智能财

务的相关了解不够深入，由此产生了

错误的认知。

（二）数据贯通方面 ：业财融合通

道尚未打通

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建设的核心是

基于数据和流程贯通实现财务管理与

医疗业务的融合。从公立医院数据管

理的现状来看，自会计信息化产生并

发展以来，财务部门一旦有管理需求，

就会通过财务信息系统建设或财务软

件应用的方式予以实现，但由于各软

件公司很少会在系统建设或软件应用

之前对公立医院整体的业务流程进行

梳理并优化，导致在系统开发过程中

财务管理流程并未向前端业务延伸，

仍然局限于财务系统自身的建设，财

务与业务脱节的现象始终没有得到实

质性改变。大数据背景下，尽管公立

医院拥有大量的数据信息，但是对这

些信息缺乏有效治理，数据标准不统

一、数据分类不一致等问题的存在使

得数据质量不高，进而形成了大量的

数据冗余，难以基于数据开展有效决

策，由此成为制约公立医院智能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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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关键性因素。

（三）系统建设方面 ：系统建设缺

少统筹规划

从公立医院的系统建设情况来

看，一方面，公立医院财务信息系统

建设缺少顶层设计和全局规划，前瞻

性不足。由于财务信息系统的建设往

往是基于现实需求而提出的，即以解

决现实问题为核心的“打补丁式”系统

建设模式，忽视了整体系统的建设规

划以及新建系统与既有系统所采用的

标准、规范是否相同、是否兼容等问

题，这种点对点的单向联接方式缺乏

系统性和有效衔接性，造成会计核算、

HRP、OA、HIS 及网银等系统之间的

整合程度不高，各个系统之间无法实

现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进而产生“信

息孤岛”问题。

（四）人员结构方面 ：财务人员结

构待完善

整体而言，公立医院财务人员以

核算型为主，管理型和战略型较少。

智能财务体系建设目标之一就是通过

数字技术来解决会计核算的基础性、

重复性、低附加值问题，但目前来看，

大部分财务人员缺乏对于数字技术的

学习，这就导致其对于数字技术的应

用能力不足。加之高层次财务人员的

缺乏，大量的财务规划、分析、决策等

工作需要由少数的财务人员来分担完

成，在信息技术利用程度不足的情况

下，容易导致数据分析深度和广度不

足，难以满足对于医疗业务决策支持

的需求。

三、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建设的

对策建议

（一）思维转型 ：战略支持是智能

财务建设的前提

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建设是一项

“一把手工程”，因此，公立医院领导

层要转变固有思维方式，提高对财务

工作的重视程度，增加对智能财务建

设和发展的资金投入，并将其作为一

项发展战略纳入公立医院智慧医疗建

设规划中。在智能财务战略规划的具

体方案上，公立医院管理层首先应对

标《医院智慧管理分级评估标准体系

（试行）》，评估所在医院智慧管理目前

达到的智能程度，并基于智慧医院建

设的整体战略规划从短期、中期以及

长期分别制定与财务管理现状相匹配

的智能财务体系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建设方案分

阶段实施。

（二）建设落地 ：基于数据治理的

系统优化是智能财务建设的核心

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建设的核心是

实现基于数据治理的智能财务系统建

设。首先，公立医院领导层应该从总

体和长远的战略发展角度出发，统筹

规划财务信息化建设，立足全局做好

智能财务系统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

布局，构建“核算型智能财务 + 管理

型智能财务 + 决策支持型智能财务”

的布局。其次，公立医院财务部门应

对现有财务系统以及业务系统的勾稽

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实现数据和流程

的贯通。并在此基础上，了解现有数

字技术在财务工作中的可应用领域，

分析该类技术的应用对提升财务部门

工作效率的实际成效，并结合具体工

作的特征重新梳理业务流程，摒弃传

统工作情境下的流程模式，根据实际

业务需求借助数字技术，搭建以智能

化系统为载体的新型财务应用场景，

实现财务信息系统与 OA、人事、科

研、教育、物流、药品、合同等业务系

统的无缝对接，整合审批流、物流、资

金流、信息流（赵昕昱等，2020），实现

HRP（Hospital Resource Planning）系统

的整合和优化，促进财务向前端业务

以及后端决策的延伸，使管理会计能

够在预算、成本和绩效方面发挥管理

控制和辅助决策的作用。再次，公立

医院财务部门应该在医疗业务部门、

信息部门等的配合和协同作用下，共

同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确保数据标准

的统一，实现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最后，公立医院应建立问责考核制度，

将智能财务体系建立的推进情况作为

专项纳入年终的绩效考核，保障体系

的顺利运作和高效管理（陈财柳等，

2020）。

（三）人员转型 ：人才建设是智能

财务建设的重要保障

首先，基于公立医院智能财务建

设的目标，财务部门应该按照“核算

型财务 + 管理型财务 + 战略型财务”

的布局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以匹配

财务精细化管理的人员配置要求。其

次，公立医院应加大对于财务人员的

培训和考核力度，加强对于智能财务

的系统性学习，不断提升公立医院财

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最后，公立医院

应建立财务转型的人才培养通道，出

台与智能财务体系建设相配套的人才

培养政策，促进公立医院财务人员的

积极转型。
（作者单位 ：三亚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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