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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医院绩效工资分配的总原则

绩效工资分配的总指导原则是制定绩效分配方案的

依据与指引，既要确保分配方案不违规、违法，调动广大

医务人员积极性，又要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社

会效益，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1. 坚持依法分配的原则是绩效工资分配的首要原
则。根据上级文件的精神，严格按照上级下达的分配原则

进行绩效工资分配方案的制定。严守财经纪律、规范经济

活动。

2. 坚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保证医院可持续
发展。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医院可持续

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医院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

因此必须根据医院发展目标筹集相适应的资金，必须正

确处理医院与科室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提高医务人员

积极性的同时，保证医院的发展。

3. 坚持公平与效益同步的原则。以工作量为基础，按
劳分配，多劳多得。同时，绩效工资应向高技术高风险及

重点岗位倾斜。绩效工资分配应注重公平性，以调动各级

各类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要正确处理临床与医技、内科与

外科系列、医生与护士、临床与行政的分配关系。

4. 坚持综合考评与绩效工资挂钩的原则。绩效工资
与医疗质量及安全、护理质量及安全相结合；绩效工资与

科研教学考核相结合；绩效工资与后勤保障、行政效能考

核相结合；绩效工资与科室经济管理水平的考核相结合；

绩效工资与医德、医风考核相结合，启动投诉机制；绩效

工资与病人满意度相结合，建立病人满意度调查制度。

5. 坚持以经济质量为基础，绩效工资分配与科室成
本核算相结合的原则。医院在增加工作量同时，必须注重

成本控制，减轻病人负担，通过增加工作量及降低成本来

增加结余，提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建立分析模型

1. 财务模型。①对经营状况进行评估，确定医院可发
放总量及未来发展趋势。②收集、整理、分析近三年财务
资料，包括收入，支出、耗材等明细资料。

2. 核算单元模型。①按工作性质科室分类：内科系
统，外科系统，医技系统、行政后勤等。②按人员性质：医
生，护理、医护辅助人员、行政后勤、公派下乡人员，援外

人员、脱产教学人员、经警人员、社会化人员。规范化培训

轮转人员等。③按其他性质自行归类。
三、确定关键绩效指标与考评

（一）什么是医院关键绩效指标

关键绩效指标即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or
Index）是对医院及组织运作过程中关键成功要素的提炼
和归纳，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某一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

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

种目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是医院战略目标分解为可运

作的操作目标的工具。

（二）关键绩效指标基本特征

定量化和行为化是关键绩效指标的两个基本特征，

也就是说，关键绩效指标的一个标准体系，它必须是定量

化的。如果难以定量化，那么也必须是行为化的。如果定

量化和行为化这两个特征都无法满足，那么就不是符合

要求的关键绩效指标。

（三）医院关键绩效指标

1. 工作量类。职工人均门急诊量，职工人均占用床
日、床位周转次数、职工人均发药项目数、出院人次数（人

次等。

2. 成本类。单位门诊的成本消耗、单位床日的成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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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医院的现代管理中，绩效分配管理是个较重要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适合本单位绩

效分配方案。一些医院由于管理经验不足、基础数据资料欠缺，无法构建比较完善的绩效分配方案，往往到处参观、

剪接、引用兄弟单位的方案，结果制订绩效分配方案不适合，造成分配矛盾重重，严重影响职工的积极性，最终影响

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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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等。

3. 效率类。百元成本贡献率、百元成本贡献率、职工
人均贡献、百元材料投入所产出的医疗收入、病床使用率

（%）等。
4. 质量类。医疗质量、护理质量、医保考核、行风投

诉、教学、药品比例等。

5. 按管理需求做相关分类。
（四）确定关键绩效指标考评的权重

在设定了关键绩效指标后，医院还要为不同指标设

定相应的权重，即各项指标在绩效评估体系中的相对重

要性，或各绩效指标在总分中的应占的比重。某项指标的

权重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科定、员工的意义越大，因此，通

过绩效指标权重的设定或调整，可以对科室、员工的行为

起到引导作用。

（五）举例

本方案的绩效考核指标包含质管、行风、教学、工作

量、成本、效率、风险等方面。根据各科室的性质及工作特

点等的不同，在指标的设置，指标的种类、内涵、分值等方

面各有所侧重和区别，如下表。

除上表所列示的指标外，另外设置以下加分指标：第

一，风险指标，对不同风险的科室加分，对不同科室的风

险评估及分值设定由医院组织专家组进行；第二，根据上

级文件精神，对全国、省、市评定的重点科室将另予以适

当的倾斜。

各类关键指标的计算办法如下：

①质管指标以质量管理办公室的考核结果为准。由
于存在着因科室规模和人员的不同从而被扣分的概率也

有所差别的客观事实，为公平起见，有必要对该指标作相

应的折算，该折算过程由质量管理办公室完成。

②行风指标以党办、纪检监察室的考核结果为准。该
指标与质管指标存在类似的情况，也由考核部门做类似

的处理。

③教学指标的考核办法为：完成教学任务且无教学
差错和事故的，得满分；未完成教学任务的，扣五分；一次

教学差错扣三分；出现教学事故的，不得分。具体考核情

况由教学部提供。没有教学任务的科室，其教学分按比例

分配到其他指标上，具体办法见下述。

④门诊药品比例=门诊药品收入÷（门诊药品收入+
门诊医疗毛收入）

住院药品比例=住院药品收入÷（住院药品收入+住
院医疗毛收入）

⑤职工人均门急诊量=科室门急诊总量÷ 科室职工
总人数

⑥职工人均占用床日=科室住院者占用总床日数÷
科室职工总人数

⑦床位周转次数=科室占用总床日数÷编制床位
⑧单位门诊的成本消耗=科室门诊成本÷科室门急诊

总量

科室门诊成本=科室总成本×（门诊医疗收入÷科室
总收入）

科室总收入=门诊医疗收入+住院医疗收入，下同
⑨单位床日的成本消耗=科室住院成本÷科室住院者

占用总床日数

科室住院成本=科室总成本×（住院医疗收入÷科室
总收入）

⑩百元设备贡献率=科室医疗总收入÷科室医疗设备
总值×100
   百元成本贡献率=科室医疗总收入÷科室总成本×

100
   职工人均贡献=科室医疗总收入÷科室总人数
   职工人均发药项目数=发药总条目÷科室总人数
   百元成本发药项目数=发药总条目÷科室总成本×

100
   风险指标的实际得分=科室的设定风险值×质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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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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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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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
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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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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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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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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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学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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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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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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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实际得分÷质管指标满分值
   单项否决类项目，是指发生重大医疗事故、重大安

全事故等事项，经医院认定应予特别处理的项目。该类项

目根据医院各个时期的任务将有所变动。

四、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的确定

医院可根据自身的实际结合管理目标制定适合的绩

效工资分配办法。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常用有工作量法、收

支结余法（全成本法、变动成本法）、综合考评分数转换成

绩效工资的折算办法。还有一种按部分收入结合成本、用

人考核法。以上办法可单独使用，也可以几种办法联合运

用。

1. 工作量法。工作量法分为全部工作量法和超额工
作量法两种。

①全部工作量法公式：工作量补贴=∑某项工作量×
补贴标

②超额工作量法公式：超工作量补贴=（∑某项工作
量-基础工作量）×补贴标准

③可以设工量工作补贴的有：挂号补贴、手术量补
贴、出院人数工作量补贴、ICU病人占用总床日数补贴、
静脉输液、静脉注射、护理工作量按天补贴、大抢救、中抢

救、小抢救等等。

2. 收支结余法（全成本法）。这种计算方法跟企业全
成本核算方法类似，按收支结余乘可提取系数和考核系

数，因医院很多被定性为公益性、非营利性单位，收费价

格受政府管控，有些科室根本无结余可言，因此笔者不赞

成用全成本法来计算绩效发放额度，但全成本法可作为

科室考核的一种指标。

3. 综合考评分数转换成绩效工资的折算办法。在得
出各个科室各个指标的得分后，还就确定每个分值的绩

效数额，才以最终计算出各科室乃至全院的绩效工资发

放总额。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有两种办法，即自顶向下法

与固定金额法。

自顶向下法是根据医院当期的可发放总量，在每个

绩效发放期临时确定每分值的绩效数额，计算过程如下：

全院总人分值=∑（各科室的最后得分值×科室人数）
每人分值的绩效数额=当期的可发放总量÷全院总人

数分值

某科室绩效工资总额=每人分值的绩效数额×科室最
后得分值×科室总人数
固定金额法是指在绩效工资考核方案中就明确了每

分值的绩效数额，在绩效发放期只要直接套用即可。

以上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各个医院可根据自身的情

况进行取舍。自顶向下法的优点是医院可以自如地控制

发放总量，缺点是要能存在绩效数额无法准确反映科室

忙闲程度的现象，固定金额法则相反。

4. 用收入结合成本指标、用人指标考核的分配办法。
结合当前医药改革形势，很多医院已取消药品加成，药品

已无收入可言。现介绍一种用医疗收入结合成本指标、用

人指标考核的分配办法。这种办法计算简便，既能控制医

疗成本、用人成本，又能防止滥用卫生耗材。

可发放绩效=医疗收入×绩效系数×（成本指标+用人
指标）

注意：①上述所指医疗收入为扣除卫生耗材后的医
疗收入；②成本口径：包含科室的所有直接成本；③绩效
系数，根据各医院计算确定；④成本指标=本期收入成本
比÷上年收入成本比，用人指标=本期人均收入÷上年月
人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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