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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是提高公立医院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保障。当前，

在实施党建引领医院治理的过程中，公立医院的组织职能发生转变、公益属性与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正

在破解、高质量发展目标也在持续推进中。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党的组织引领优势不凸显、党建与业

务融合度不高、党员干部执行力不够强、激励约束机制作用发挥有限等。探索提出四项提升策略：优化

医院管理模式、找准党建与业务融合点、补齐培训短板和发挥仪式教育功能、不断完善考评和监督整改

机制等，积极开创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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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rty building of public hospitals is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public 
hospitals and also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hospitals. At 
present,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hospital governance, the orga-
nizational functions of public hospitals are being transform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b-
lic welfare attribute and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is being solved,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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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goal is also being continuously promot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e lead-
ing advantag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s not prominent,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Party con-
struction and business is not high, the executive power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is not strong 
enough, and the role of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is limited. Four improvement strate-
gies are explored and put forward: optimize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mode, identify the integra-
tion of party construction and business,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ining, give play to the 
function of ritual educ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rectifica-
tion mechanism, actively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which the Party building leads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governance ability and governance level of public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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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立医院党的建设是提高公立医院治理水平的关键要素，也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政治保障。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强调，要推进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

覆盖，着力提升公立医院基层党建水平。2022 年，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对党的基层单位类型作出了修

改，“将医院增列为‘凡是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基层单位类型”[1]。在

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医院党建工作力度，使党建能够更好引领公立医院治理

水平提升，已经成为当前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健全现代医院管理体

制、实现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治理现状 

2.1. 公立医院的组织职能发生转变 

自 2009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公立医院一直在探索去行政化的改革举措，并进一步加强党

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过往的院长负责制显然已经不符合改革发展的需要。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公立医院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

一规定意在以党组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统筹能力推动公立医院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顶层设计

上全面提升党在事关医院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上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从组织体系上通过设置党委、

党总支、党支部和党小组，进一步延伸党建工作触角，强化党对医院治理各方面各环节的领导。由此可

见，公立医院的传统管理体制正在经历逐步瓦解和重塑的过程[2]，传统的组织职能也在发生变化。 

2.2.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破解公益属性与发展现实的矛盾 

当前，公立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业务收入和财政拨款，财政拨款是辅助性收入，占比较低，公立

医院的发展主要依靠业务收入来支撑[3]，因此“挂号费低，但治疗费用高昂”的现象屡见不鲜。相较于

盈利性质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本身就具备鲜明的公益性和社会性，同时还肩负着守牢卫生健康战线的

政治任务。当公立医院的本质属性和生存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和张力时，以往优先经济效益的做法使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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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遭到吞噬，而只有坚决加强党对医院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通过党建引领公立医

院治理，积极引导全体医务人员将党的根本宗旨作为医疗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才能回归公立医院的本质属性，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服

务，使得经济效益在公益属性的彰显中得以实现。 

2.3.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不遗余力地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4]。当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公立医院在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要接受来自激烈竞争环境和高质量服务需求的挑战。尤其是后疫情时代，那种依靠先进医疗设备和治

疗环境吸引患者的方式已然过时，人们对公立医院的评价更看重社会贡献度、信誉度和服务质量。公立

医院从党建引领医院治理入手，找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融合的着力点，发挥党建激励和监督作用，充

分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干事创业热情，达到统一思想意识、增进内部团结的目的，进一步将党建工作效

能转化为业务精进、服务质量提升的助推器，为实现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3. 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治理存在问题 

现行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能够根据政府文件的相关规定，明确党在医院治理各方面各环节的领导权和

话语权，在医院总体治理框架内切实做好党建工作的落实落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存在党组织建设有

形无实、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党员干部执行力有待提高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尚未完善等问题。 

3.1. 党组织建设流于形式，未能充分发挥组织引领作用 

2018 年 7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5]。公立医院作为一个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业单

位，其公益性和社会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领导必须融入医院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从而有效提升

组织引领力。 
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已经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并相应形成了“党委-党总支-党支部-

党小组”的党组织架构，但是问题在于党建工作覆盖面还不够广，党组织建设有形无实。有的公立医院

党组织建设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参与到医院的日常运作管理当中，长期游离在重大决策和重大事项决议

之外；有的后勤管理部门和医疗主管部门习惯直接向门诊科室下达强制性行政指令，但是执行起来效果

不佳。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医院管理体系中，行政链条和党建链条仍处于相互平行而不是相互结合的状

态，再加上管理模式未能从“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使得管理体系无法吸纳更多的意见和建

议，因而导致党组织设立流于形式，其组织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3.2. 党建与业务的融合不够深入，“重业务、轻党建”思想仍然存在 

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能否同频共振、相辅相成，是新时代检验公立医院治理成效的试金石。根据 2019
年 11 月 29 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机关基层党组织工作要遵循“坚

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原则[6]。 
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都能够重视党建工作，并积极探索党建与业务融合的实践路径，但是往往出

现党建与临床业务无法有效融合，着力点不够精准，甚至是脱节的问题，部分工作人员认为业务出成绩

出效果更快更明显，而忽视了党建工作的精神引领作用[7]；即使将党建与业务同步推进，在实际执行的

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业务讨论排第一，政治学习退居其次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党建工作与临床业务

在工作属性和受关注度上存在差异。从工作属性上看，党建工作属于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更多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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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价值层面，而医院的业务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更多体现在操作层面，两者之间确实存在明显张

力[8]；从受关注度上看，位于临床一线的医生往往更青睐于与个人绩效、奖金挂钩的业务工作和教学科

研，而对在短期内很难创造实效的党建工作则敬而远之。 

3.3. 党员干部执行力不够强，党建工作缺乏活力和创新性 

在公立医院现行的党组织架构中，各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一般由科室主任和副主任兼任。这既是

对“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贯彻落实[9]，也有助于科室内的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

安排、同部署，促进支部的党建工作更有效、更通畅开展。但由于科室主任和副主任集医疗、教学、科

研、党建等多种职能于一身，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对待党建工作只能够采取“步步为营”的

态度，往往等上级党组织催促才匆匆忙忙付诸行动，导致党支部自身建设和各项任务制度的落实难以得

到应有的效果。 
寻根问底，这些党员干部并非专业的党务工作者，再加上年龄偏大，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无奈于符

合条件的人较少，许多党支部书记不得不长期任职。由此他们自身压力不断增大，而思想仍停留在“只

要处理好事务性工作就能够交差”的阶段。他们所具备的党务工作知识和能力与当前推进党支部建设标

准化规范化、打造党建品牌的新思路不相匹配，从而直接影响了党建工作的活力和创新性[10]。 

3.4. 激励和约束机制在运行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有限 

2018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强调，要充

分发挥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党委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把责任压实、考核抓实”

[11]，把考核结果作为年度总考评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因此，大部分公立医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了党支部党建工作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与党支部书记、委员的党务工作绩效挂钩。这个机制本应对党支

部书记、委员的工作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但是由于多数考核评分细则的量化程度还不够高，在考核过

程中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再加上后期督办工作不到位，未能及时督促党支部形成整改任务清单，因而容

易出现考核评分打折扣、工作重复犯错的情况。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基层党建工作具有特殊性，与医疗业务等绩效方面的考核有

所差别，在量化和数据统计方面存在一定困难，特别是发展党员的过程中存在的“走过场”“走流程”

的敷衍式考察、党组织生活开展质量良莠不齐等“隐形”问题，难以在一次考核当中显现出来；二是对

基层党建工作的督查督办工作缺乏制度性安排，使得考核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弱化。 

4. 新时代党建引领公立医院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据统计，2021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 84.7 亿，同比增长 9.4%，其中公立医院诊疗人次达

到 32.7 亿，约占全国总诊疗量的 38.6% [12]。由此可见，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正日益增

长，相应地对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立医院是党领导的卫生健康战线的主战场，公立医院党

的建设关系到医院思想政治建设的大方向、关系到能否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谋福祉。 

4.1. 强化组织引领，优化医院管理模式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对医院事业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是公立医院需要持

之以恒、一以贯之的首要政治任务。新时代的公立医院已经告别了从管理学单一视角解决问题的阶段，

逐步进入到运用生物学、物质性和社会学解决综合问题的时期，管理主体也从一元向多元转变[13]。这就

要求医院党委把稳方向盘，把党建工作写入医院章程，将党建制度体系全面融入到医院治理体系当中，

充分利用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营造全体党员参与、全院职工共建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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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从完善组织架构、理顺隶属关系上下功夫：按

照“三名正式党员以上即建立党支部”的原则，实现“支部建在科室上”，不断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更突出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严格党组织生活，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通过搭建党政一

体化的联合沟通平台，统筹协调医院各环节各方面工作，打破不同科室不同部门之间的隔阂，着力提升

各部门之间齐抓共管工作合力，逐步形成党建、行政、业务相融通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党

建工作制度，理顺党建工作流程和办事流程，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党建工作管理平台，让数据多跑

路、党员少跑路，为党组织建设等各项事宜提供足够的政策支持和氛围营造，切实为党建工作提供更多

的引导和便利。 

4.2. 加强宣传引导，找准党建与业务融合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

工作才能找准定位”[14]。因此，能否真正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已经成为公立医院党建工作能

否顺利推进的重点和难点。有学者研究指出，医务人员满意度容易受到工作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

硬件设施以及医院整体的凝聚力和文化氛围营造[15]。而切实有效的宣传举措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也能成为联结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桥梁和纽带。 
公立医院党委应以宣传为窗口，围绕医院中心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服务群众举措等主题，做好院

内外党建宣传工作：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调研各党支部的党建与业务宣传需求，使宣传方案系

统全面、符合实际；将企业微信、OA 办公系统、钉钉等办公平台打造成院内宣传阵地，及时分享时政热

点、理论知识、科研前沿等相关话题，定期发布各党支部在党建与业务方面的特色做法和经验成效，达

到思想交流、增进团结的目的。在院外宣传上，以党支部为先锋，精心策划具有科室特色的主题党日活

动，通过开展义诊送医、健康知识普及等活动，打造基层党建工作品牌，强化党建与科室业务之间的沟

通与对接；选树典型，积极探索党员先锋示范岗的设立与评比、打造党员名医宣传栏等举措，不断提高

党建工作的创新性与吸引力，逐步摒弃“重业务、轻党建”的传统思想，最终形成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良性互动的局面。 

4.3. 坚持思想领航，发挥培训和仪式教育功能 

党员教育是基层党支部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价值的党员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党员的思想

政治觉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还能增强党员干部的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增强党员对党建工作的

心理认同感。 
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是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建设一支高素质高质量的党员干部队伍

正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落地见效的关键一步。公立医院党委应结合当前医院的工作实际和战略目标，

按照“分级分类，以点带面，巩固提升”的原则，制定全面系统的培训计划，通过面对面授课、案例分

析、现场实操等方式开展培训活动，做到既有党建理论学习又有党务实操训练，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理

论水平和实际执行能力，确保培训知识学得会、用得上。培训结束后由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通过支部

内讲党课、召开党员大会的方式传授培训知识、分享学习心得，充分利用“知识外溢”效应来提高全体

党员的理论水平和党建工作参与感。 
与此同时，打造既庄重又有温度的仪式感是增强党员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举措。通过按时缴纳党

费、开会佩戴党员徽章、会前奏唱国歌和国际歌等日常点滴，采用时常重温入党誓词、开展“三忆、三

思、三问”活动、过政治生日等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多学习、勤思考，不断营造党建学习、工作

和服务氛围，让党建“仪式感”充分融入党员生活工作当中，切实将“为党工作、为民服务”的思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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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心、外化于行。 

4.4.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完善考评和监督整改机制 

2019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的意见》，当中基本原则

的第一条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为前提，“坚持公益性导向，提高医疗服务效率”[16]。公立医

院的绩效考核是衡量医院服务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尺，也是医院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量化体现。 
公立医院党委应当牵头带队组建绩效考核监督小组，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医疗服务体验放

在第一位，突出公益性原则；构建党建与业务全方位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

要依据，并与年度业绩挂钩，与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各类评优评先紧密挂钩，充分发挥考

核“风向标”“指挥棒”作用；对党支部在组织设置、制度落实、党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各项工作进行

条目化、清单式管理，将党支部引入科室决策过程[17]，在业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带

头和监督作用，绩效分配和评优评先可以向优秀党支部予以倾斜。 
制定责任追究管理办法与监督整改机制，以党支部带头，督促各部门各科室根据考核考评情况拟定

整改落实清单，设立整改台账。医院党委坚持分类型指导、针对性施策，通过专题调研、工作巡查、匿

名问卷等形式对整改情况进行考察，对“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强化问责，压实压紧主体责任，打通

党建工作责任“最后一公里”。 

5. 结语 

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的建设在引领公立医院事业发展中的作用是实现公立医院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全面提升的重要抓手，在推动医院体制机制改革和科室建设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立

医院应当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时刻保持“赶考”路上的清醒意志和坚定决心，通过优化

医院管理模式、找准党建与业务融合点、发挥培训和仪式教育功能、不断完善考评和监督整改机制等提

升策略不断夯实医院的党建基础、业务基础和群众基础，扎实推进不忘初心、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负责

的医疗体制改革，使党建工作优势转化为新时代公立医院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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