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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综合性大学对其附属医院管理模式有关资料的整理分析，对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

的管理体系加以分类，汇总出综合性大学对附属医院管理的方式，最后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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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data o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affiliated hos-
pitals by relevant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man-
agement system of affiliated hospitals of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summarizes the manage-
ment methods of affiliated hospitals b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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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医学教育是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院院校和附属医院在医学类人才的培养中

占据决定性的地位。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医学教育，早在 20 世纪末，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把一大

批原属于卫生部或地方政府的专业医科院校，连同其附属医院一起并入综合性大学，希望整合综合性大

学的学科资源，积极推进相关临床医学教育。同时综合性大学对其附属医院的管理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

研究问题。 
一方面，大学附属医院理应承担临床医学专业部分的理论教学与大部分的实践教学职能；与此同时，

附属医院的科研水平与医疗服务质量也需要依托大学内相关学科的发展；当然，大学的基础学科研究成

果也只有在临床医学实践中，才能得到实践与应用。大学与附属医院只有形成合作层面的“帕累托最优”，

才能更有利于医学人才的培养，实现大学基础学科的发展与医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因此，需要对世界发

达国家的大学附属医院管理模式进行总结，明确其成功经验及发展趋势，力求为我国的大学附属医院发

展提供可行性经验。 

2. 国内外大学对附属医院的主要管理模式 

(一) 外国附属医院的主要管理模式 
1) 美国大学附属医院管理模式 
根据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的不同，美国的大学对其附属医院大致有三种管理模式：第一种管理模式

是集约式管理，在此种模式下，大学拥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一切权利，大学与其附属医院类似于一

种上下级的领导关系；第二种管理模式是共同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大学、医学院与医院三位一体，

大学对医学院和医院负领导职能，医学中心由大学校长、医学院院长与医院院长共同领导；第三种管理

模式是非集约式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大学与医学院为一体，但与医院并不存在人事和财务上的关

系；附属医院为医学中心所有，是医学中心的组成机构。 
2) 日本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模式 
日本大部分大学是以医学部为核心的自主管理形式。基于该管理方式，学校中的医学部具备相应的

独立决策权；另外，很多日本的大学是以校长为核心的管理运行和以医学部长为核心的管理运行机制[1]。 
日本大学的医学部附属医院多为非营利性医院，其投入大多源于医院收入和政府补贴。除此之外，

为适应大学医学部临床教学及毕业后医疗工作者的医学教育需要，日本政府还指定了 230 余所医院为教

学医院，其主要职能在于为大学医学部的临床教学和在职医务工作者提供临床研修的机会；同时为加大

对应教学医院的管理，凡成为对应教学医院的机构，都要符合厚生省设置的相关标准。 
3) 德国大学医学教育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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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的医学教育管理基本采用从大学到医学院(医学总系)，再到学科专业(或系)的垂直管理模

式，医学院会设置行政办公室、系办公室、临床科室和教研室、附属医院等相关机构[2]。由于德国采取

强制参保制度，医疗保险投保人到医院就诊的相关费用由医保直接承担，病人只需支付药费较小一部分；

医院的日常财务是基于政府拨款和公民医疗保险费较多，就形成这种“双元制”的财政制度。在这种财

政制度下，附属医院的基建费用以及购置大型设备费用，是由所在州的教育部门与联邦教研部共同承担。 
(二) 国内对附属医院管理的主要模式 
我国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大致将其管理模式列为下列两种形式：第一是综合性大学直属附属医院，

该附属医院一定程度山隶属于大学。另一种是综合性大学非直属的附属医院，大学与附属医院并非直接

隶属关系。不管是直属还是非直属，由于各综合性大学对其所属的附属医院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多差异，

根据个中不同，可将综合性大学对附属医院所实行的管理模式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 全面管理型  
在该种管理模式下，附属医院在经营管理、教育科研、人事任免、财务支出等方面都交由学校的各

部门进行指导管理，实现了附属医院与学校的全方位对接。这种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附属医院的各项

管理内容具体地落实到了学校的各个部门，提高了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与运行效率，做到了对于附属医院

整体资源的尽可能利用。 
2) 战略管理型 
在该种管理模式下，综合性大学内部自设附属医院的管理机构，由该机构专门对附属医院进行管理

与对接。学校设立的医院管理机构由分管副校长领导，负责对于附属医院的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该模

式下的综合性大学并不介入到对附属医院具体医疗业务的管理之中，而仅仅是在战略上对其进行宏观管

理。 
3) 科教管理型 
在该种管理模式下，附属医院的教育、科研等方面的管理同医疗业务方面的管理实现了分割，分别

由不同的部门对这两块业务进行“分业式”的管理。其中，附属医院的医疗业务由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主

管，而学校仅仅在医院的教育、科研等方面予以支持。该种模式下，学校对于附属医院的管理力度焦较

小，因此适用于对非直属附属医院的管理模式。 
4) 技术指导型 
在该种管理模式下，综合性大学事实上与该附属医院形成了较为宽松的技术指导关系，即：由医院

向大学提供临床教学的相关条件，同时接收该校医学院的学生进行临床实习方面的相关工作。同时，医

院也可对大学的教育与科研资源进行利用，由校内的科研人员为医院提供科研等方面的相关指导。 
5) 医政管理型 
在该种管理模式下，综合性大学与附属医院共同设立医政管理处，医政管理处的职能主要聚焦于管

理医疗业务方面；而在教育科研上，综合性大学与附属医院达成合意，由综合性大学与附属医院进行合

作对科研事项进行管理。 

3. 国内外综合性大学对附属医院管理模式的分析 

(一) 国外附属医院管理体制的分析 
1) 管理体制比较 
由于美国、德国等国家不存在对高等医学教育进行全方位管理的行政机关，这些国家可以借由拨款、

科研资助等形式对高等医学教育开展管理工作，因此医学院校享有相对的自主决策权。而中日等国家由

于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各医学院校的自主权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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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体制分析 
医学中心(或医学院)属于综合性大学的二级单位，具备较为自主独立的管理系统。它们的教学管理机

构和行政职能部门设置相对完善，能够较为独立的开展管理任务。而现如今大学医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

分散式管理、集中式管理、和部分集中式管理三种，其中大部分院校以集中式和部分集管理模式为主，

因此医学中心(或医学院)也承担了较大部分的行政管理职责[3] [4] [5]。 
同时，这些医学中心(或医学院)对其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实行一元化的管理模式，而对附属医院则实

行多元化的行政管理方式，例如部分美国医学附属医院，可以受医学中心(或医学院)的管理，同时大学临

床医疗集团也可参与管理；同样地，有一些附属医院会成立董事会等一些形式对他们进行管理[3] [4] [5]。 
(二) 国内附属医院管理的分析 
1) 学校–医学院(部)–附属医院三级管理型 
在该组织构架下，医科学校与综合性大学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合并，相关的医科院校更名为该综合

性大学的医学院或医学部，成为了大学下设的二级管理实体。在此种构架之下，该医院原本的管理功能

得到了基本的保留，结构及职能方面较合并前相比未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该学校原有的管理机构和基层

学院得以保留，附属医院则直接归属于该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部管理。这种模式较为典型的代表为北京大

学医学部及其附属医院。 
2) 学校–附属医院两级管理型 
在该组织架构下，附属医院是由学校直接实施管理。根据各个综合性大学与医科类院校合并情况的

差异，将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医科类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合并，成为该综合性大学下设的二级管理实体。在此种类型下，医

科类院校合并前的组织机构被大部分保留下来，并同时保有管理原先下属部门的权力；但医学院将不再

对附属医院进行管理，附属医院的管理权限由医学院转移到了其所合并到的综合性大学。例如，武汉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第二，原来的医科学院与综合性大学合并后，均成为该综合性大学下属的二级学院，与原先下属于

其的各学院相互之间成为了平级关系。其原先的附属医院也直接由该大学进行管理。这种组织结构类型

的典型代表为吉林大学与白求恩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 
第三，在该组织架构基础上，医科学院在与综合性大学合并以后会被拆分成几个独立二级学院，同

时学校会成立“医学中心”来作为非管理实体，实现议事协调机构的相关功能，而大学的各职能部门则

对该医学中心下的各学院进行直接的管理；其典型代表为四川大学下设的华西医学中心。 

4. 国内外综合性大学对附属医院的主要管理模式总结 

通过对目前国内外综合性大学对附属医院的管理模式进行分析汇总，发现其有共通性，大致可总结

为以下三类： 
1) 集中式管理 
由大学建立医学部或医学中心，下设基层学院、附属医院和行政职能机构，由医学中心主任担任教

学、医疗和科研工作[6]。例如，北大医学部下级设置基础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及各附属医院。

该管理形式下的医学部或医学中心负责人是由主管医学工作的副校长担任。 
2) 分散式管理 
这种管理模式下的医学院和医院作为大学的二级单位由大学统一管理，各院系负责人与医院领导均

接受学校的指导。有所区别的是，各院系负责人会向大学校长直接报告工作，而医院领导是经由主管医

院事务的副校长作为媒介，进一步向学校来报告工作进展；此种情况下，当工作中出现分歧时，需要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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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协调解决。 
3) 部分集中式管理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由医学中心对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研究中心进行统一管理，而大学仅仅管理少

部分医学教学单位，对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研究中心的大部分事项并无管理权。国内较少采用此管理模

式。 

5. 国内外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的发展现状相关性分析 

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疾病谱的变化，现代医学要求临床医学的学科体系既要高度分化又要高度融合，

而综合性高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因此这也是国际上以及国内医学院的主

流趋势：最好的医学院在综合性高校中，著名的医院大多为大学附属医院[7]。 
以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全球领先的美国为例，全美排名前十的综合医院中，80%属于医学院的直属

医院，对应的医学院也均位列全美综合排名前 20 名。经调研发现，目前国内综合实力及各个专科实力排

名靠前的医院大多数为高校直属医院。全国综合排名前 20 的医院中，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外均为高

校直属医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其优秀的临床医学教学都与其强劲的直属医院

密切相关[7]。 
形成这种局面可归因于三点：1) 院校合作是基石。综合性大学可以掌握附属医院的人财物尤其是人

事任命的参与权，因此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教育和发展理念更容易在直属医院推行。2) 资源投入是保障。

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能够直接或间接引入政府财政投入及高校资源，可有效缓解医学人才，方便利用高

校科研实力开展新方向。3) 师资力量是后盾。高校附属医院带教教师的理论培训水平是保障教学质量的

基本条件。对直属医院带教教师而言，教学是本质工作，既能保障教学水平，同时能够形成完善的师资

培训体系。 
通过分析国内外一流大学的附属医院学科建设可知，建立直属医院早已成为高校医院和医学发展的

主流模式。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要根据学校规划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创新制度发展，综合性大学也要强

化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功能，遵循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国际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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