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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管理部门、基层预算单元的组织

架构。预算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审议

预算管理相关制度、政策、程序，审

议年度预算草案及预算调整方案，定

期听取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报告，解决

预算管理中的重大问题。预算管理办

公室可设在财务部，成员为关键职能

部门负责人，负责医院预算管理制度

拟定、预算编制准备工作，对业务单

元编制的预算进行指导，并审核汇总

成医院总预算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并分析考

核，对各预算单元的绩效产出情况进

行评价。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对医院各

个方面进行组织论证，建立项目库，

下发预算指标。基层预算单元是医院

的基层预算编制机构，负责本单元的

收入、支出、资本等预算编制工作，

应当定期对本部预算绩效情况进行

总结。

2. 组建预算专项小组。可通过公

开人才选拔，根据工作需求构建预

算专项小组。同时完善管理制度，制

定预算专项小组成员考核管理办法，

明确管理职责，建立工作机制。针对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由

专项小组进行审核合并 ；专项小组

无法解决的问题，召开预算管理委员

会会议落实解决，并将处理结果反馈

给各专项小组和职能部门。

三、明确预算绩效管理考评内

容及方法

在预算管理框架搭建完成后，应

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公立医

院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卫财务发

[2020]27号），指出全面预算管理和业务

流程管理是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的核心。

全面预算管理的有效推动落实，与医院

各管理层面都密不可分，笔者认为应当

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全面预算工作。

一、做好全面预算的顶层设计

工作

编制好医院的全面预算，与医院

的整体发展及顶层设计密切相关。医

院主要负责人应该根据医院整体发展

战略，结合当前的“十四五”规划及医

院发展蓝图，确定医教研方面重点支

持的领域和方向，把有效的资金用到

最有可能支持医院长远发展和发挥效

能的领域，使全面预算与绩效管理齐

头并进，为医院“十四五”规划的实现

提供有力的经费保障。同时，要把医

院的公益性放在首位，为国家分忧，

为社会担责，处理好医院公益性和效

益性的关系。医院要形成预算管理文

化，通过开展全面预算管理，建立预

算绩效一体化工作模式，通过多上多

下、各科室联动的形式，让全体员工

参与到医院管理中，保证医院预算工

作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预算管理框架

1. 建立预算管理的组织机构。应

明确组织管理框架及职责，设立包括

预算管理委员会、预算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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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算管理助力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建立预算管理评价制度，对各归口部

门及预算单元的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

进行考评。评价维度包括 ：预算安排

是否符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确定的年

度工作重点 ；资金使用及管理状况是

否良好，包括资产的配置、处置、使用

及其效益等情况 ；产出结果是否符合

整个医院发展情况、是否达到预期标

准 ；预算目标是否有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及可持续发展等，成

本是否控制在预期比例下，成本控制

是否突破预期指标等。

评价过程中要结合医院项目评审

等工作，制定预算绩效目标，开展绩效

评估。在资金使用过程中，要对绩效目

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进行双监

控，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

保质保量实现。绩效管理工作专项小

组要对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问题

的预算资金暂缓执行或停止拨款，督

促其落实整改 ；对基层预算单元依据

预算年度工作预期制定绩效目标，并

定期开展评价。绩效目标设置是预算

安排的前置条件，应将绩效目标与预

算同步下达。绩效目标下达后一般不

予调整，确实需要调整的，应当通过预

算绩效工作专项小组论证通过。要建

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制度和问

题整改问责机制。预算年度结束后，强

化本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对年度预算安

排的刚性约束，激发预算执行部门绩

效管理的内生动力。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要纳入年度预算目标责任制及干部

年度考核，未完成既定目标且造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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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损失的或绩效目标报告弄虚作假情

节严重的，要对当事人严肃问责。

科学开展绩效评价并强化结果运

用，明确医院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

将评价环节贯穿于医院预算编制、执

行、监督等全过程，建立事前、事中、

事后预算绩效管理闭环系统，是全面

预算管理得以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

四、科学开展费用支出预测工作

公立医院医疗业务纷繁复杂，费

用、支出一般不具有固定模式，需科

学开展费用、支出预测工作。要根据

医院的整体发展规划、下一年度目标

任务以及当年度的业务量、门诊量，

科学预测下一年度医疗业务收入，再

据此预计药品和耗材的支出情况。对

医疗设备维修费用的预算，不仅要根

据上一年度维修合同的签订情况，还

要根据医疗设备的使用年限、使用频

次等指标，确定是否需要报废或者购

买、维保等。对于设备类等资本性支

出，应采取归口论证的形式，由设备

归口管理部门（如医务处、资产管理

处）组织各临床科室和行政后勤科室

进行论证，按设备的紧缺程度排名，

集中资金解决医院重点支持的项目和

科室。在预算管理办公室下达控制指

标后，选出最急需的设备报预算管理

委员会批准通过。对于工程维修类支

出，同样应由归口管理部门组织论证，

维修需求由临床部门提出。由于临床

部门只能提出需求，无法确定工程的

价格、工作量等，需要归口管理部门

运用专业知识对各部门需求科学评

估，对用料、人工、安全性等进行全面

预算分析，并根据实际需求编制预算

表，按项目紧需程度排序，经预算管

理委员会批准后，纳入医院整体预算

管理体系中。对于人员类预算，由人

事和绩效部门根据历史发生总数以及

历年人均工资总额，合理评判预算增

加人数和减少人数。绩效管理部门根

据各年度医疗收入总额确定合理的控

费比例，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人员的

支出总数，并报预算管理委员会批准。

五、建立预算与绩效管理高度

统一的管理模式

医院的全面预算管理能否落地实

施，发挥有效的控制作用，与医院的

绩效管理密不可分。笔者认为应该从

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 在医院全面预算中明确医院整

体绩效总额。医院绩效支出不能超过预

算总规模，不能独立于医院整体预算之

外。要建立预算与绩效考核的联动机

制，做到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

2. 在编制预算的同时设立考核指

标。对于药品和医疗耗材，严格按照

国家规定要求的规格、名称、数量、金

额等编制药品采购和医疗耗材采购预

算，从源头上控制消耗。要整合资源，

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效率。在医疗设

备论证时要充分体现其变现能力，对

已经购置的设备进行绩效分析，对医

疗设备产出进行有效评价。对已批准

预算支出但一直未使用的医疗设备，

要追究责任。对超负荷的医疗设备，

充分考虑预算购置的机会成本和沉没

成本，合理编制预算和评价其绩效产

出。对于未满负荷的医疗设备，分析

具体原因，在没有增加预算的合理理

由时，不批准其预算。对于临床医技

科室要购置的设备，考虑场地、资质、

人员等条件，其成本要计入科室的绩

效考核中。充分利用绩效考核指标激

励科室，使科室统一使用医院的科研

设备平台，提高大型设备的使用效率。

各科室编制的预算应纳入年度整体预

算考核中。

3. 运营费用考核纳入科室绩效中。

对于医院的各种运营费用，需要纳入科

室的绩效考核中，与科室的绩效相挂

钩。例如 ：后勤部门根据需要对各科室

的维修费用进行充分论证，并与科室绩

效挂钩计入科室成本。医务部门要根

据设备的使用寿命判断报废时间，把设

备的维修费纳入科室支出中，从而倒逼

科室理性更新设备，防止因设备陈旧造

成检查结果不准确，增加医疗风险。

4. 定期对预算绩效情况进行考核。

医院应定期开展预算考核，并与绩效

管理相结合。各归口管理部门要对所

管理范围的预算进行公示并在年底述

职中阐明预算的执行情况，实现业财

数据贯通，为预算分析决策提供数据

基础。开展预算考核机制，把预算控制

和绩效考核紧密结合在一起，医院各

部门及所有员工共同参与。同时将预

算考核与绩效考核联动，在单位绩效

考核指标中增加预算编制质量和预算

执行效率的分值，将个人与科室的绩

效相关联，使预算管理、成本核算、绩

效管理真正成为医院管理的驱动力。

六、建立一体化预算管理信息

化系统

公立医院预算管理不是一个人、

一个科室的工作，而是整个医院的管

理核心，要打破信息“孤岛”，将整个

医院的核心业务与运营管理的信息平

台进行融合，确保各个系统之间数据

互联互通。通过搭建运营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绩

效考核、财务核算等运营管理模块的

一体化运用，促进部门业务协同 ；建

立统一的数据标准，确保运营信息保

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实现互联互通，

提升运营效率。实际工作中，要针对

预算开展全面规划，借助高度完善的

信息化体系，促进全面预算管理和绩

效考核的有序落地实施。

（作者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

责任编辑 武献杰 林荣森

分享空间


	前折页
	本期导读
	新的春天　新的征程　新的出发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
	顺应时代潮流　砥砺奋发有为　打造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悟

	专家视点
	新形势下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财务思考

	调查报告
	S省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研究——基于内控编报情况分析

	本期专题　中央企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以财务共享为中心　搭建高效财务管控体系——中国融通集团财务共享建设实践
	中国中车财务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铁路企业建设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的思考与探索——以T集团公司为例
	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推进阿米巴经营模式和所罗门绩效评估体系的实践

	理财案例
	SN化工内部控制流程优化思考
	基于互联制造的L集团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创新

	财会监督
	XZ公司审计失败反思

	研究与探索
	纵论相关具体准则适用范围的边界及关联性
	管理会计报告自动生成机制研究与应用

	业务与技术
	基于成本监审的天然气管道运输成本核算探析
	财务报表列报主要原则探析

	分享空间
	A公司支持价值创造的财务战略与财务规划创新
	成本管理目标视角下机关运行成本核算框架体系构建
	以预算管理助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A医院医疗设备全过程管理中成本管理的应用
	施工企业周转性资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
	加强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的建议
	新金融工具和保险合同准则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及对策
	对上海普天主动退市的思考

	问题解答
	若干会计、税务处理问题答疑

	阅读与欣赏
	为绿水青山定价估值——读《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理论与方法》有感

	编读往来
	《财务与会计》2023年宣传报道要点

	建议·动态
	后折页
	封底页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9080833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91
         CurrentPage
         92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88
     0
     1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9080833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1
         SubDoc
         2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0
     90
     1
     2
      

   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不同比例缩放
     旋转：                逆时针方向
     尺寸： 8.310 x 10.670 inches / 211.1 x 271.0 mm
      

        
     0
            
       D:20230329080833
       768.2400
       Blank
       598.3200
          

     Tall
     1
     0
     710
     41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Separate
            
                
         91
         SubDoc
         92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90
     92
     91
     2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