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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郜

阳）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

人满意度调查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2023年上海

市公立医疗机构采取了

医疗服务改善措施，不

断提升医疗服务全过程

中的舒适化、智慧化、数

字化水平，改善病人就

医体验，使病人满意度

维持高水平。

■ 调查发现，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

门诊和住院病人的总体

满意度评分分别为 .  

分和 .  分（满分 分），

评分为 分者的比例分

别为  .  %和  .  %。

   新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调查 上海医

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

名誉会长刘国华表示，

2023年上海市公立医疗

机构病人满意度调查和

门诊非医生服务的观察

性调查保留了关键项目

测评，强化和细化了适

老化、信息化和特殊人

群人性化服务的测评，

新增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调查。

本次病人调查开展

时间在去年7月至9月，

涉及上海市110所公立

医疗机构，其中55所三

级公立医院（含三级区

域医疗中心）、23所二级

公立医院、32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涉及2.4万

多人次的门诊病人和

6000人次左右的住院病

人，病人满意度评分按5

分制开展测评。

   信息化、适老
化服务满意度较高 复

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

授、项目专家组组长薛

迪介绍，这次调查发现，

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

人对医疗信息化服务的

满意度评价较高。以数

字化转型3.0工作为例，

上海市东方医院、上海

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岳

阳医院等医疗机构，提

供了基于人工智能的导

诊或预问诊，互联网医

院多学科会诊、一键式

病案服务、云陪诊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场景。

调查还发现，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病人对适老

化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也较高。华山医院、第九人

民医院等医疗机构通过智慧门诊长者体验中心、

门诊一站式服务中心的老年服务岗或服务中心手

把手指导老人如何使用智能设备进行就医。

   减少门诊等候时间是普遍诉求 本次调查

也发现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还存在一些

需持续改善的方面。薛迪指出，“进一步减少门诊及

相关检查的等候时间”是病人们的普遍诉求。

■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  .  %的门诊

病人就诊总时间小于 小时，比    年增加了约 个

百分点；  .  %的门诊病人小于 小时，比    年增

加了约 个百分点。调查的门诊医疗服务最需改善

方面的    人次中，  .  %提到了等候和排队时间。

■ 统计显示：    年上海市公立医疗机构门

诊预约率为  .  %，与    年的  .  %差异无显著

性；三级医院中  岁及以上老年门诊病人的预约率

为  .  %，与    年的  .  %无显著差异，显著低

于    年三级医院中非老年病人预约率（  .  %）。

■ 调查还发现：门诊胃肠镜、超声、  和磁共

振检查病人预约天数为 —  天和  天及以上者，

分别占 .  %和  .  %，与    年（分别为 .  %和

 .  %）无显著差异。

减少门诊不必要的检查，合理配置门诊检查设

备、检查室及相关人员，以减少门诊病人检查的预约

天数，仍需引起医院管理方重视。

2013年2月，上海发布《关于进一步促

进本市社会医疗机构发展的实施意见》，支

持通过发展社会医疗机构优化本市医疗资

源结构，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医疗

服务需求。十余年来，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

在市卫健委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会医疗

机构协会的引领下，取得了长足发展，涌现

出很多社会医疗机构品牌和服务品牌案

例，以及一大批医术、医德“双优”的名医。

“作为公立医疗机构重要补充的社会

办医，粗放发展时代已经结束，顺应大势，

规范医疗，坚持高质量发展才是唯一出

路。”爱尔眼科集团上海特区CEO李秋明

认为，社会医疗机构迎来发展新机遇，要

根据所属区域情况，走出一条“专、精、特、

新、高”之路，避免“大、全、重”的投资和运

营，形成和公立医疗机构的差异化竞争。

“尽管规模有限、资源有限、资金有

限，但目前上海社会医疗机构聚焦专病，

打造鲜明的临床专科特色，在某些领域不

逊于公立医院。”上海德济医院副院长刘永

斌认为，社会办医以“小综合、大专科”的模

式建立并发展，德济医院就是一个缩影。

“我们聚焦脑科专病特色，努力实现‘看病

效果好，时间短，花钱值’的目标，真正地在

医疗体制改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社会医疗机构来说，高质量发展

不仅是机构自身的发展需求，更是对患者

利益的高度尊重和保障。曜影医疗品牌

总监张弛说，曜影医疗从成立之初，就坚

持把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国际医

疗，中国创新”，打造高品质医疗服务。他

建议，要创造公平、客观、积极的外部舆论

环境，给非公医疗“正名”，让那些坚持高

质量发展、致力于打造高品质医疗服务的

机构，能获得社会各界以及相关机构的认

可，发挥表率与引领的作用。

上海美华沃德医疗集团副总裁陈凤

认为，社会医疗机构的发展，要明确定位，

明确目标客群，做好目标客群的洞察，提

供目标客群真正想要的医疗服务。在这

个过程中打造自己的学科特色，以医疗质

量安全为核心，优化流程、积累口碑、树立

品牌、打造文化，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办医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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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口碑育人才创品牌，用新质生产力构建引擎

丰富的医疗资源和日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

系，让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的上海市民对医疗

服务的要求变得更高。日益发展壮大的社会医

疗机构，成为提供多层次医疗服务的生力军。

来自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行业协会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2 月，上海社会医疗机构总数达

    家。

上海也是国内最早对社会医疗机构建立评审

评价体系的城市。如何用新质生产力构建引擎，

推动社会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昨天，新民晚报

社联合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社

会医疗机构协会，在上海报业集团举办助推社会

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邀请主管部门、社

会医疗机构优秀代表、专家等进行深入探讨。

“对社会医疗机构而言，人才和学科建

设是必不可少的两大关键。摒弃过去以营

销为大头的运行模式，才能越走越远。我

们医院对标三甲，在人才培育上下功夫，在

此基础上强化学科建设，成为老百姓信任

的医院。”上海医大医院院长刘春龙认为，

企业要做大不难，要做强很难，要做久更

难，社会医疗机构也是同理。“医疗是一个

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没有办法在短期内

获得高额快速的回报，只有做好长期规划，

真正扎根其中，才能够得到长期的收益。”

去年，国内外著名眼科专家卢奕教授

走出体制，全职加入上海普瑞眼科医院。

在普瑞眼科医院院长肖建业看来，能够吸

引卢奕等大牌专家加盟，和普瑞眼科坚持

走专家路线、学科路线的大方向是分不开

的。“我们的专科都是按照三级医院的专

科标准来建设的，借力三甲的技术优势，

打造我们自己的名医、名科。”

“天佑医院作为同济大学按三级医院

标准创办的混合体综合性医院，一直积极

应对区域内老龄化疾病，不断加强学科建

设。”上海天佑医院执行院长王强说，随着

人口老龄化加剧，康复、护理、医养结合服

务需求将大幅增加，这为社会办医提供了

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必将为应对老龄化发

挥重要作用。

“学科建设是一所医院木立于林的根

基所在。”孟超肿瘤医院院长钟海忠认为，

社会医疗机构的发展一定要实现“院有重

点，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格局，目前，该

院已形成了以肿瘤生物治疗等为代表的

临床特色。他同时表示，希望出台积极政

策鼓励和支持社会办医机构开展前沿的

临床科研和高端人才的培养，努力实现科

研、教学、临床三位一体发展。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强化服务能力，推进学科与人才培养

顶着“高大上”光环的国际医院，聚焦

于“高水平”发展。在上海嘉会国际医院

党委书记沈莉兵看来，嘉会品牌的建立，

得益于前沿技术的发展与国际化服务的

标准确立。比如，针对肿瘤患者，嘉会配

备多学科会诊团队，血液肿瘤患者在嘉会

就能接受最先进的CAR-T治疗。他表

示，医疗旅游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

产业之一，作为首批国际医疗旅游试点机

构，嘉会的医疗水平与服务质量获得进一

步认可，未来将积极探索具有上海特色的

服务模式，打造优质国际医疗品牌。

上海和睦家医院医疗院长刘英姿说，

社会医疗机构要长远健康发展，就要像公立

医院一样，将为百姓服务作为首要目标。“很

多优秀人才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水平和眼

界不低，我们也要参与临床科研项目，在新技

术、新药、新器械的推广运用方面，社会医疗

机构也应该与公立医疗机构同步开展。”

上海泰坤堂中医医院是全国最早一

批专科中医馆。创始人武大圣说，他是跨

界到中医领域的，秉承“名医好药治好

病”，十多年来专注从“中医擅长”的领域寻

找优势诊疗方案。“社会医疗机构良莠不

齐，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打造名医品牌、专

病专科、特色产品，随着政策开放和技术进

步，中医专科迎来了发展的好时机。”

在重症康复领域树立下口碑的永慈康

复医院，是盈康一生平台旗下的首家康复医

院。“在人口老龄化的当下，对康复科的需求

将进一步提升。以康复为特色的社会医疗

机构将在‘康复专科’领域发挥更大的价

值。”该院办公室主任丁立说，社会办医高质

量发展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

府、医疗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通过

加强政策支持、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服务能

力和创新技术手段等多方面的措施，助推

社会办医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

坚持创新发展，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如何兼顾公益性和营利性，一直是

社会办医发展过程中的热议话题。上海

德达医院政府事务总监章立说，安全医

疗、规范医疗是最重要的，此外还要强调

温度医疗。马凡综合征的救助是德达

医院公益事业的起点，医院已连续多年

举办“全国马凡综合征病友大会”，发起

了马凡慈善公益行动。同时，作为全国

首家以心血管为诊疗特色的外资综合

性医院，德达医院与先心病患儿的慈善

援助工作也结缘已久。“社会医疗机构应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建筑起

坚实的社会信任基础。”

医生办医创业项目是行业关注的焦

点，玄合医疗创始人丁罡表示，无论是体

制内还是体制外，怎样更好服务患者，是

医生不变的初心。他也非常重视公益事

业，连续20多年坚持进行健康宣教和公

益项目。“现在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看病难的问题会只增不减，因此送知识、

送健康进社区，惠及更多的居民，也是社

会医疗机构应该做的事。”

站在社会医疗机构长期发展的角

度，不能违背办医初衷一味追求暴利，患

者口碑将成为决定性因素。上海市社

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闫东方认为，社会

医疗机构作为公立医院的有效补充，在

高水平医疗和高质量服务方面存在充

足的发展空间。社会医疗机构也要顺

应趋势迈向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办医

的信誉度和权威性。

其实，对患者来说，医疗服务没有公

立和非公立之分，在社会医疗机构同样拥

有一批名医、名专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健康促进处副处长崔元起表示，希望

通过业内的努力，改变公众的刻板印象，

让更多人了解、关心与支持社会办医的高

质量发展，让更多患者看上好医生，让“健

康中国”建设获得持久的新质生产力。

回归办医初心，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规范医疗质量，树立社会办医良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