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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作为政府履行对人民群众健康责任

的执行者，其服务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

健康权益。临床医师是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核心，

其行为表现以及个人发展，与医院的整体发展息息

相关。因此，有效调动医师的工作积极性，是提升

医院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关键，更是保障医

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9年新医改以来，国家颁布的各项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政策，屡次提到要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制度，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可见其

在现代医院改革乃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重要

意义。回顾总结文献资料，目前，在公立医院绩效

管理活动中，正确界定临床医师绩效、有效引导和

规范医师服务行为、调动医师积极性、实现医疗质

量持续改进、处理好公益性和经济收入等问题，都

是医院管理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笔者拟就这

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一、临床医师绩效界定

临床医师是政府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

提供者。从这一职能出发，临床医师的绩效应该是

与其提供的医疗服务直接相关，反映其所提供的医

疗服务的能力、质量、效果、效率等。

（一）临床医师的能力

临床医师的能力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效

率和患者满意度等，关乎患者的生命健康。创造

良好的条件，不断促进临床医师能力的提高，加强

对优秀临床医师的培养，是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

保障其长远发展的重要工作［1］。因此，临床医师的

能力应该是其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医师的

能力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专业知识与技

能，指临床医师的专业基础，是其开展一切临床诊

疗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前提保障。对于其知识技能

的考核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其执业资格的考核与认

定，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整体表现和考核成绩，专业

职称的考核，医院定期的临床“三基”（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基本能力）考核，以及医师参加医院、省市、

国家以及国际不同层级的专业技能比赛的成绩

等。② 责任承担的能力，主要指医师临床工作的完

成能力，包括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专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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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其能力的考核主要体现在临床工作量指标完

成情况，教学情况（学校专业知识授课、讲座，临床

带教，科室交流讲座等），专业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中标课题情况，专利申请与转化情况等，根据不同

情况赋予不同的权重，制定可量化的考核标准，是

体现临床医师医教研能力的重要指标。③ 自我学

习与成长，医师的自我学习是其能力提高的重要途

径，也是积极进取，追求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医

师的学习与成长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医院的良好发

展，是医师能力考核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主要体

现在参加医学继续教育情况（学历的提升，考取国

际专业机构的资格认证等），专业学术、技能培训

情况，参加国内及国际学术交流情况，开展、引进

新技术、新项目情况等。

（二）医疗服务质量

质量是医疗服务管理的核心，是保障医疗安全

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应该是医

师绩效的核心内容，评价其服务过程和产出。加强

医院管理，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真正做到“以患者为

中心”，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服务，是

现代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国际

范围，医疗服务质量同样是医院及人员考核的中心

标准。一方面，医院内部要重视对医务人员业务

能力的培训，通过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医患沟

通技巧培训、医学伦理培训等，不断提升其职业素

养以及人文素养，提升相关人员岗位胜任力［2］。另

一方面，针对临床医师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质

量考核体系，包括技术质量指标，如治愈率、好转

率、病死率、诊断正确率、术后感染发生率、单病种

质量控制等专业数据，以及服务质量指标，如患者

投诉率、患者表扬情况、医患纠纷情况、患者满意

度评价等，其中患者的满意度评价是体现医院“以

患者为中心”提供医疗服务的重要评价指标，应予

以高度重视。考核指标的选取以及权重的设置应

由医院管理层、职能部门、临床医师以及患者共同

参与制定，以保障考核指标的全面、公平、有效。

（三）医疗服务效果

效果是用于评价医疗服务的结果，即我们常说

的临床疗效，是医患双方关注的焦点和根本问题，

是医疗服务质量好坏的重要评测标准［3］。临床疗效

可以反映一个医院、科室及医师诊疗技术的使用成

效和水平。公立医院在不断完善临床医师绩效考

核体系的同时，应该将临床疗效纳入医师的绩效考

核指标中，提升临床医师对治疗效果的重视，从而

引导正确的诊疗行为。临床疗效作为医师绩效的

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诊治结果、患者感受、质量控

制等多个方面。对于临床疗效的考核，要注意区分

不同科室、不同病种间的差异，注重对单一病种临

床疗效的横向比较，以考核医师的绩效。同时根据

不同病种的性质，治疗难易程度等调整评价指标的

构成及权重。其中包括实验室结果、影像学检测、

临床客观指标等医学专业数据，患者的人均费用、

合理用药、材占比等资源消耗数据，以及患者对于

疗效的接受程度及满意度等主观体验。

（四）医疗服务效率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大，

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尤其是高水平、高层次的医师

及医疗服务机构十分有限。因此，在保障医疗质量

的前提下，应该不断提高临床医师医疗服务的效

率，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多地解决患者的医疗需

求，提升国民整体健康水平。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

可以降低医院的成本支出，增加医院经济效益。从

具体的绩效考核指标来讲，服务效率主要体现在医

师日平均诊疗人次、门诊诊疗总人次、床位使用率

等方面［4］。

二、引导和规范医师服务行为

2009年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对公共医疗

卫生服务提出了明确的定位与要求，即公立医院必

须以公益性质为基础，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

国民健康政策，最终目的是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

方便及时、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改革公立医院绩效管理，健全以公益性为导

向的绩效考核机制已成为公立医院管理的一项重

要任务，关系到医院的长久稳定发展。对于医师

的绩效考核，也应该以国家对公立医院的发展要

求为导向，改变过去重视经济指标和服务数量，过

度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绩效观念，将考核重点放在加

强服务规范性，改进服务质量，提升患者体验，提高

患者满意度等方面。主要通过对绩效考核指标的

设定，从而正确引导医师加强服务理念，主动规范

自己的诊疗行为。例如，为了加强对服务质量的重

视，强调质量优先的原则，医院可以将医疗服务质

量、服务效率、患者满意度等指标作为绩效考核的

核心内容，赋予较高的权重，作为医师薪酬发放和

荣誉评定等的前提指标，引导医师在保障医疗质量

和安全的前提下，追求合理、合法的经济收入。再

比如，为了减轻患者负担，避免医生的“大处方”“大

检查”、选择性医疗、过度医疗等不良行为，医院可

以加强对患者人均费用指标的考核，而将总体工作

量放在一个相对次要的位置，引导医师提高服务效

率，增加服务量。最后，根据医院不同的发展阶段，

结合医院当前的管理目标，迫切需要解决、改进的

问题等制定绩效考核的重点指标，给出详细的评价

标准和奖惩机制，从而引导和规范医师的服务行为

与医院整体的改革发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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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动医师积极性

医师绩效管理的目的是通过绩效考核，将考核

结果用以促进医师的绩效改善，提升个人能力，最

终实现医院的发展目标。医务人员作为医院的核

心竞争力，其对工作满意度的高低，积极性的强弱

直接影响医院的发展［5］。因此，将绩效考核结果与

医院的激励机制联系起来，结合医院自身发展实

际，充分发挥医院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物质和精

神激励手段，以调动医师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

通常，在医院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只要达到或

者超过初定绩效标准，都应给予奖励，但奖励能够

产生激励作用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一是此项奖励结

果是被考核人重视的指标，二是所获得的奖励与被

考核人的付出相一致，达到预期。因为个体需求存

在差异性，每个人对于激励的阈值不同，因此，强化

普通员工长期化考核，针对特定人员制定实施不同

的绩效管理办法，不断改善激励政策［6］。建立多维

交叉的激励机制，满足不同医师群体的需求，是调

动医师积极性，提高医师绩效的重要保障。

（一）物质激励手段

物质激励目前依旧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激励

形式。将绩效考核的结果与医师的薪酬收入挂

钩，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年终奖及其他福利等。

可以考虑设立绩效专项基金，用以奖励在绩效考

核中有突出表现的医生。同时对于工作强度较大

的岗位有所倾斜，比如给予岗位补贴等。在保障

医疗质量持续改进，医院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合理

地增加医师的收入。在医院内部，对于不同层次

的医师也应该拉开一定的差距，绩效激励手段采

取奖惩结合，对于达不到绩效考核标准的个人，实

行扣减相关奖金、津贴等，反之则予以额外奖励，

获得与其自身价值和表现相符合的收入，更好地

起到激励作用。

（二）精神激励手段

医师作为典型的“知识型员工”，除了物质追求

之外，还有更多的自我实现、得到认可和尊重、自我

提升发展等方面的需求［7］。物质激励手段虽然是最

直接的，但是本身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短暂的，精神

激励手段的效用是长久、有效的。比如，丰富医师

的工作内容，给予一定的自主调整工作时间的权

利，改善医师工作环境；针对医师的需求，提供优

质、高水平的培训学习，包括去更高层次医院进修，

以及出国深造等；提供更加公平、合理的职位、职称

晋升机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渠道，让医师参与到

医院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决策中来，提升医师的集

体存在感和归属感；三级医院的医生技术水平高，

希望得到同行和患者的认可和尊重，可以评选医

院名医、患者欢迎的医生、先进个人、优秀员工等

等之类的称号，并将这些称号的获得与其绩效表

现挂钩；将绩效考核各方面比较优秀的医师进行

公示表扬，一方面可以扩大患者对于医疗信息的

了解程度，另一方面医师可以更好地获得患者的

信任和尊重。

医院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考核目的是明确努

力目标，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互结合、相互补

充，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充分调动医师工作积极

性，发挥医师的潜力，提高服务质量。

四、促进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医疗质量指标包括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医疗

效果和工作质量等方面。医疗质量是医院管理的

核心内容，而质量的持续改进是质量管理的永恒目

标［8］，是满足患者需求，提高患者满意度，提升医院

综合竞争力最直接有效的途径［9］。绩效考核的目的

也是为了推进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确保医疗安

全，通过绩效考核不断发现总结经验教训，在总结

分析中持续改进。

持续质量改进是在全面质量管理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注重过程管理、质量控制的一种质量管理

理论，是一个长期、持续、动态的过程［10］。医疗质

量的持续改进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患者必要的、

合理的需求，减轻患者负担，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

命健康。

绩效考核也是医院质量管理的重要环节，从绩

效考核角度来讲，要实现医疗质量的持续改进，首

先，要突出医疗质量为核心的考核理念，针对医疗

质量管理中的问题，制定相应的绩效指标和评价标

准，落实到人员的日常绩效中。对于临床医师而

言，不仅要关注医师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还要

强调人文关怀、患者体验等。针对提供医疗服务的

能力、质量、效率等方面设定相应的考核指标，并赋

予较高的权重，引起医师对于医疗质量足够的重

视。而且要定期、经常性地开展质量考核工作，以

便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解决。可以设立患者监督

机制，加强患者参与，关注患者需求，确保医疗质量

标准的有效落实。其次，在设置医疗质量考核指标

时，要体现持续改进的原则，考核指标不是一成不

变的，也不是单纯地以既定质量标准为依据，而是

以当前的质量水平为参照，及时优化调整，设置一

个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水平，从而让医生有积

极性去改进，通过逐步提高考核标准，从而实现最

终的目标。最后，要有及时有效的考核结果反馈机

制。对于医疗质量的管理和考核是过程，根据考核

结果，指导督促医师的改进和提高才是追求的结

果，才具有持续性。医院对于医师的绩效考核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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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让医师及时知晓绩效结果，对自身情况有明确

的了解：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哪些方面得到了改

进，哪些方面仍然存在问题，哪些方面产生新的问

题，使其明确下一步改善的方向［9］。

五、平衡公益性和经济收入

我国公立医院是由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

益性医疗事业单位，承担着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

务和公共卫生的社会责任，其公益性原则不能动

摇，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是医院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与此同时，公

立医院又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医院的财政拨

款不足，需要自负盈亏，医院的运营成本，人员工资

的发放，药品、医疗设备等的购置等都需要从医院

的诊疗收入中支出，经济效益是医院运行和实现其

社会效益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因此，在确定绩

效考核指标内容时，应该充分考虑到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之间的平衡，两者兼顾，并有所侧重，社会效

益优先，兼顾经济效益［11］。

如何做到有效地平衡公益性和经济收入？对

于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应该贯彻医院的发展要求

和目标定位。首先，在医师的绩效指标中应该淡化

利益导向，克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弊端，避免将

医师的绩效奖金与其经济效益直接挂钩，突出强调

医疗质量、医疗效果、服务效率等指标对医师收入

的影响，督促医师不断提高技术，改善服务。同时

将医师参加义诊、健康宣教活动等列入绩效考核的

内容，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另一方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医师或医院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升。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坚持公益性原则，并不代

表不要经济收入，国家鼓励医师追求合法、合理、合

规的经济收入，以体现其劳动价值。而且，稳定、可

观的经济收入，能够有效提高医师的工作积极性，

促使其不断学习提高，更好地投身到医疗服务事业

中，发挥其社会价值。对于医院而言，要严格整治

“大处方”“大检查”、过度医疗等不良诊疗行为，转

变经济增长模式，降低门诊/住院患者人均费用，减

轻患者医疗费用的负担，提升整体服务质量，满足

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以高质量的服务吸引更多患

者到医院接受服务，通过控制成本、提高效率，提升

服务总量来实现经济收入的增长［12］。因此，在构建

医师绩效指标时，要合理分配服务质量、患者满意

度等公益性指标和工作量等经济效益指标所占的

比重，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分配原则，实

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高。

公立医院作为具有鲜明特征的管理组织，其医

师的绩效考核也具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特殊性。

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医院管理者在

各自医院建立相对科学、公平、完善、有效的绩效考

核机制和思路，切实提高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利用

效率，从而推动医院科学管理水平的提升，实现国

家对于现代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总目标，保障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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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linicians
in China’s public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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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Strengthening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ertiary Public Hospitals issued in 2019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romote more scientific and 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achiev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policies of public hospital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bility of public hospitals can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hospital manpower allocation，improve
the hospital medical quality，fully motivatethe enthusiasm，crea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medical personnel，and
promote the hospit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five issu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linicians: def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clinicians，guiding theservice
delivery behavior of clinicians，motivating the enthusiasm of clinicians，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medical quality，and balancing public welfare and economic income. Suggestions will b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clinician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public hospitals in China.

Key words：performance evaluation；clinician behavior；public welfare；medic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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