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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院财务管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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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我国医疗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医疗资源配置市场化。在上级

补助日益见拙的情况下，加强财务管理就要实施全面成本管理；建立财务绩效、

评价分析制度；加强财务经济活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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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医疗机构改革不断深化，国有医院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

化、社会化转变。医院管理在重视社会效益同时，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运行

效率。医院的仪器设备、材料等要素在很多方面已经实现市场化配置，医院资产

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为此，加强财务管理更显得重要和迫切。  

  一、实施全面成本管理，构建国有医院低成本经营优势的成本核算是成本管

理的基础  

  目前，国有医院虽根据自身管理需要，借鉴企业成本核算经验和做法，开展

了成本核算工作，但是很多医院还仅停留在科室成本核算上。实施全面的成本管

理是改善医院的经营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手段。

同时，对重新构架医院组织，改进医疗服务流程具有促进作用。  

  1、开展成本核算和成本考核、分析评价  

  首先，建立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组织，加强对全院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工作

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同时建立责任成本管理中心，规范和界定成本责任会计的

职责。对临床科室以病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条件成熟可以按专业组划分。对行政、

后勤科室以班组或科室为基本核算单位，随着成本管理工作的具体深化，核算单

位要逐渐划小，直至核算到人。第二，健全核算单位的收入、支出项目和内容。

收入的划分不仅涉及到科室间的利益，而且对医院和病人都会产生影响。因此要

合理确定科室收入项目及所占的比例；依据《医院财务制度》要求，科室支出项

目包括人员工资、房屋租金、福利费、公务费、卫生材料费、其他材料费、业务

费、水电费、修缮费、管理费用摊入等 11 个一级科目，40 多个二级明细科目。

成本项目确定后要按照规定的成本支出范围进行科室成本核算。第三，建立成本、

动态疗效考核指标。成本考核指标主要有住院人次成本、百元医疗收入成本、百

元药品成本、管理成本等；动态疗效考核指标主要有床位使用率、床位周转次数、

诊断符合率、治愈率、好转率。  

  2、在细化科室成本核算基础上开展全面成本管理工作  

  首先控制管理费用支出。管理费用是医院运营成本的主要费用之一。对职能

科室的可控支出分类制定费用指标，进行指标管理。其次，对医用材料实行动态

控制。科主任、护士长要严把各种医疗材料、低值易耗品的领取和使用关。严格

按照购、存、领、用的正常渠道进行，精打细算，材料消耗动态定额控制，把各

个库房对核算单位的事后监督改为事前控制。第三，严格管理采购渠道和采购程

序。除了设备科、药剂科和总务科，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自行采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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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人员的实物验收手续，各采购主管科室要对物资、材料、药品的使用进行适

时监督，尤其是对贵重的卫生材料、低值易耗品要适时抽查科室领用与患者的使

用率。第四，加强物资、材料的价格管理，借鉴企业“购销比价采购”的管理办

法，收集每项材料的价格资料，货比三家，把物资、材料价格降到最低，实行院

内集中招标采购。  

  科室成本核算是基础，是满足医院管理较低层次的基础性成本管理。成本核

算不仅仅为了算奖金，而是采用激励机制及经济杠杆的作用，为管理者提供经营

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经济信息。管理者通过成本分析评价和成本控制，降低医疗服

务成本和医院运营成本，优化和改造医疗服务流程。  

  二、建立财务绩效分析、评价制度 

目前，国有医院财务绩效分析评价工作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分析评价指标和控

制标准，更没有操作规范。借鉴其他行业绩效评价规则，结合医疗行业特点，笔者认为做好

此项工作应反映以下四方面内容：第一，反映经济效益指标。包括净资产结余率、业务收入

结余率、收入成本率等指标。净资产结余率是指收支结余与净资产的比率，反映单位净资产

的获利情况；业务收入结余率是指收支结余与业务收入的比率。第二，资产运营指标。包括

流动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是医院业务收入与流动资产总额的比率，反

映流动资产使用效率，衡量流动资产业务收入的能力；存货周转率是指材料消耗成本与存化

的比率，反映医院存货是否合理。第三，偿债能力指标，主要是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

指医院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反映医院在资产总额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举债形成的，

资产负债率要适当，并非越高越好。第四，发展能力指标、业务收入增长率、净资产增长率、

收支结余增长率。  
  开展财务绩效分析评价的目的是客观评价医院经营成果和经营行为，寻找经营中的差距

和缺陷，实现对医院经营过程和经营环节的控制。  
  三、加强财务、经济活动监管，保证医院经济安全有效运转  
  随着医院经济市场化转轨，医院的财务风险、经营风险逐渐增大，财务管理的内控制度

不完善，造成会计错弊、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因此加强医院经济活动监管，保证医院经

济安全有效运转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1、规范经济合同管理，严把基建、购销合同关  
  凡涉及有资金支付需求的基建、购销、服务等经济活动，必须与对方签订经济合同。经

济合同的签订实行主管科室负责人、（主管）院长签字，财务审核盖章的管理办法。严格履

行合同约定，保证医院经济活动有序、高效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果。  
  2、积极开展内部审计监督  
  对年度财务收支、关键岗位如采购等、经济合同的运行、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进行经常

性审计检查。重点加强基建、维修工程的审核工作，可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中介机构审核把关，

按核定的工程造价以及工程进度情况进行结算。  
  3、建立财会岗位轮转机制  
  为促进财会人员业务技术的全面发展与提高，杜绝会计错弊及岗位投机，实行财会岗位

定期或不定期轮转，对财务关键岗位如出纳、稽核、复核等岗位进行重点管理，尤其是加强

收费、住院结算岗位的事后稽核检查。在财务科内部建立所有财会岗位、会计活动的监督管

理机制。  
  4、加强财务预算管理，提高预算对医院经济运行的约束力在分析预算管理观念的基础

上，使预算管理成为全局性的财务管理行为和理念。通过制度安排使财务预算的编制与执行

成为一种规范。预算编制要细化到部门、项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可控性。同时，要加大

预算执行的分析、评价和监督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