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预约约医医生生将将变变成成预预约约科科室室
济南公立医院改革方案出炉，百余病种年底前“一口价”

实现分级诊疗

要加大报销差距

改革方案指出，要推进分级
诊疗体系，构建区域医疗中心与
基层医疗机构功能错位配置、业
务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推动医
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
沉，引导居民合理就医。到2016
年底，预约转诊占公立医院门诊
就诊量的比例提高至20%以上。

对此，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教授徐凌忠指出，“分级诊疗
离不开医保政策的配合和支持，
除了方案中提出的转诊医保起
付线可连续计算，还要加大在不
同级别医疗机构就诊时医保报
销的差距，充分发挥医保的杠杆
作用，分流患者。”

分级诊疗要避免让基层医
疗机构最后沦为单纯为患者办
转诊手续。徐凌忠对此表示，“如
果不想办法提高基层医疗机构
的诊疗技术，让患者真正相信基
层医疗机构的水平，只通过政策
强制分流可能会加大矛盾。”基
层医疗机构想要留住高水平医
生，也需要政策倾斜，适当提高
其收入水平，保证各种药物种类
配备齐全。

“完全实现分级诊疗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正如大家彻
底改变生活方式很难一样，就医
习惯的改变也需要时间。”因此，
徐凌忠认为，分级诊疗和预约转
诊的完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看病用健康卡

各医院共享信息

《方案》中提出要进一步完
善市民健康卡功能，与医保卡、

银联卡等多种载体信息对接，促
进全员持卡就医和刷卡付费、在
线付费。

“单从山东省来看，17个市
的医保系统之间互相独立，省
直医保又从中独立。”徐凌忠说
道，“除了医保，各个医院之间
就诊卡也是独立的，去不同的
医院要办不同的卡，这就造成
了医疗信息碎片化严重，不能
实现信息共享，也不利于预约
和转诊推行。”

徐凌忠表示，如果医院各
系统之间可以实时共享，只拿
着一张“健康卡”就能到不同医
院就诊，可以为患者就医带来
极大便利，“现在很多老年人去
看病都是拿着药盒子，如果医
生通过刷健康卡就能清楚看到
患者曾经的所有诊疗记录，就
诊将更加方便。”

完善居民预约就诊方面，
《方案》中还明确，济南将建设
“济南市居民就医网”和APP应
用系统，实现自助预约挂号、支
付费用和查询检验检查结果、个
人健康档案“掌上通”，形成转诊
转介、远程医学、健康管理以及
医疗协作等“一网通”。

与目前就诊信息碎片化相
对应，预约医生现在也需要登
录不同医院的官方网站或者手
机客户端，如果能有一个统一
的一站式平台更加利于患者就
医。

徐凌忠表示，建立这样的信
息系统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中
国香港、美国等不少发达国家和
地区已经实现了这种信息共享，

“早在1999年，我曾经到香港调
研，不论在任何一家医院系统输
入患者信息，这位患者的所有诊
疗记录都能显示出来。”

慢性病患者

最好固定一名医生

《方案》中提出，在三级医院
和专科医院试点组建医疗和护
理服务团队，作为提供疾病诊
疗、护理服务的工作单元，推行
团队式服务。改革病人直接预约
医生的模式，改为病人预约医疗
团队或科室，由医院安排病人合
理就诊。

目前来看，预约就诊几乎都
是预约到具体医生名下，“因为
知名专家预约名额有限，可能病
人很难预约成功，如果集中预约
到科室，就增加了预约成功的几
率。”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相关专
家解释，“科室可以按照患者具
体病情分配给相应级别的医生，
一般病情让普通医生接诊，让真
正的疑难杂症患者可以看得上
专家。”

“知名专家病号多得看不
完，病人分流后可以适当减轻他
们的负担，集中精力攻克疑难问
题；年轻的医生也有机会多接诊
病人，加快自身成长。”该专家表
示，这种预约方式的改变整体上
对患者和医生都大大有益。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很多
长期慢性病患者最好每次就诊
都固定在同一位医生名下，有助
于医生全面掌握病情，制定更适
合患者自身的治疗方案。即使是
同一种病，不同医生的诊疗方案
也会有所区别，频繁更换医生不
合适。”

按病种收费

别搞“一刀切”

现在到医院看病住院，每天

都会收到收费单，有些市民不免
想问，有些挺贵的药虽然用了但
是有没有必要，医院会不会安排
了一些本不需要的治疗项目？今
后，医院的收费方法也将进行改
革，能够避免市民的这种担心。

《方案》中提出，建立按病种
付费为主，按人头付费、按服务
单元付费相结合的复合付费方
式。鼓励推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
组付费方式。同时，综合考虑医
疗服务质量安全、基本医疗需求
等因素制定临床路径，加快推进
临床路径管理。

按病种付费已经有了时间
表，济南将在今年年底同步扩
大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和住院
患者按病种付费的覆盖面，实
行按病种付费的病种不少于
100个。

其实早在2015年6月，省物
价局、省卫计委、省人社厅曾联
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按病
种收费改革的意见》提出，2016
年起，全省所有县级及参与城市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医院实行
按病种收费数量不得少于50个。

近年来，我省各地都曾陆
续推出按病种收费试点，不过
申报的患者并不多，大部分试
点最后都不了了之，“患者能否
纳入按单病种收费，需要综合
考虑患者年龄、自身健康状况、
病情严重程度等多个方面，即
使是个小手术，对于20岁的患
者和70岁的患者差别也很大，
因此单纯按病种收费可行性较
低。”省城某三甲医院普外科医
生告诉记者。

同时，按病种收费也限制
了医院收入，医院推行的积极
性并不高，徐凌忠指出，如果把
控不严，按病种收费可能会带来

医生挑选病人的情况，甚至有些
医院或医生为了节省费用不用
好药。同时，也会带来更多医疗
纠纷，“不同的病人情况不同，统
一的临床路径管理，这种‘一刀
切’的诊疗方式会不会带来更多
问题？”该医生提出了自己的疑
问。

药品实行零差价

将比药店还便宜

医院开了药，出门去药店
买，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
目的就是省钱。但是从下月开
始，在济南市级、区级的公立医
院看病拿药，用这种方法可能反
而会多花了钱。

根据《方案》中确定的时间
表，从5月份开始，济南全市所有
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销售零差率，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仪
器检查价格。

不仅如此，高价药出现在处
方上的机会也会变少。济南将尽
快制定《济南市公立医院基本用
药供应目录》，在保障全市社会
医疗保险参保人用药需求前提
下，调整临床用药结构，降低高
价药、次高价药比例，减少辅助
用药和奇异剂型、奇异规格药品
的临床应用。

药价降了，但是一些诊疗服
务却要涨价。据了解，济南将研
究制定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
改革方案，合理提高诊查、手术、
护理、床位、中医等体现医务人
员技术劳务价值的服务项目价
格。至于涨幅，济南市卫计委主
任贾堂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
透露：“专家诊疗费提高后，一般
的专家号大约要近百元，而知名
专家号则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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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政府印
发了《关于济南市深化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 的 通 知 》（ 下 称《 方
案》），《方案》中指出，到
2016年底，实行按病种付
费的病种不少于100个，
符合规定的转诊住院患
者，医保起付线可从首诊
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之日
起连续计算等医改措施。
那么，济南市民将从这次
改革中获得哪些实惠和
便利？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刘雅菲

2016年 2017年

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占全市总
诊疗量的比例

检查收入、化验收入占医疗收
入的比例

29 . 82%

36 . 2% ≥50%

≤25%

药品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34 . 16% ≤30%

大型设备阳性检查率 ≥60% ≥70%
二级以上医院预约诊疗服务
量占全市二级以上医院诊疗
服务量的比例

11 . 81% ≥40%

“市民健康卡”持卡就医比例 52 . 7% ≥80%

我省已有不少县级医
院进行了综合改革试点。（资
料片）本报记者 李钢 摄



改革目标











本报记者 刘雅菲 陈晓丽 整理

相关链接

青青岛岛挂挂专专家家号号一一次次110000块块
有专家曾表示，从现在的医

学专家成长看，一位医学生从本
科到博士，再到副教授成为专
家，大约需要25年甚至更长，现在
的情况是看专家门诊9元钱，普
通门诊6元钱，差别才3元，大家肯
定都去挂专家号。“有的专家差
不多一天要看100多个病人，其中
有8成是常见病，完全不用来大
医院，而那20个疑难杂症才是需
要好好看的。”这不仅增加了专
家的工作量，还影响了疑难杂症
患者的就诊。

新出炉的《方案》中提出，研
究制定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方案，合理提高诊查、手术、护

理、床位、中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
术劳务价值的服务项目价格。

关于专家号到底怎么挂？多
少钱合适？这一直是众人比较关
心的话题。

日前出台的《山东省公立医
疗机构知名专家诊察费管理办
法》规定了知名专家的入选条
件、诊察费的制定标准、门诊设
立细则等。

据了解，在完成普通专家门
诊服务的基础上，每位知名专家
每周开展知名专家门诊服务时
间不超过二次（每次半天），每次
接诊原则上不超过20人次，并保
证本次诊察过程的完整，提出诊

疗方案。知名专家门诊应设独立
诊室和候诊区，诊疗室环境应优
于普通诊室，诊室需配专职护士
协助工作。

2012年北京天坛医院、同仁医
院和积水潭医院开始试点医药分
开，设立医事服务费(含挂号费、诊
察费)，按医生的职别收取，最高
100元、最低也要42元。在上海一些
公立医院的特需门诊，专家的挂
号费从98元到200元不等，患者得
到更安静的就医环境和更细致的
服务。从2014年9月15日起，青岛市
在部分医疗机构试行知名专家门
诊诊察费，收费标准为每人次100

元。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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