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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控制在医用耗材管理中的应用探究

■ 刘　乾

（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 邯郸，056001）

近年来，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深水区，DRG

医保付费改革正在逐步推行，同时，受社会形势变化

影响，公立医院经济运行压力逐渐加大，亟需在坚持

公益性方向的同时，加快补齐内部运营管理的短板

和弱项，向精益化管理转变。医用耗材管理作为精

益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医院控成本、增效

益的重要一环。本文先介绍预算控制的基本思路，

再介绍现阶段医院耗材管理面临的问题，最后将预

算控制应用于医用耗材管理，以解决当前医院耗材

管理存在的问题，最终达到控成本、增效益的目的，

使医院能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预算控制概述

（一）预算控制

近年来，无论是对各个企业来说，还是对事业

单位来说，亦或是政府部门，预算管理的地位正在

逐年提升。作为经济活动的头部，全面预算管理在

经济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面预算管理是

通过企事业内外部环境的分析，在预测和决策的基

础上调配相应资源，对企事业单位未来一定时期内

的经营和财务等业务进行一系列的具体计划。如

此，销售预算、生产预算、存货预算、费用预算、利

润表预算等专门预算就构成了全面预算管理体系。

医院耗材管理涉及医用耗材的进货、销货（科

室领用）、结存等具体管理，后续将以存货预算等相

关预算为基础进行分析总结。预算控制是运用预算

编制方法，结合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

关要求对医用耗材全链条实施的管理。

（二）预算编制方法

按照出发点特征不同，可将预算编制方法分为

以历史经济活动及预算为基础，结合实际情况调整

历史经济活动项目和金额而形成的增量预算法，以

及不以历史活动为基础，而以零为起点编制的零基

预算法。按照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可将其

分为以预算期内正常的、可实现的固定业务量为唯

一标准的固定预算法和基于成本性态分析基础的弹

性预算法。按照预算期时间特征不同，可将其分为

定期预算法和滚动预算法。

结合医院耗材管理现状及医院运营的具体情况，

由于医院科室相对固定，医疗手段、医疗方法及适用

医疗耗材范围、频率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

化，历史数据对于耗材的管理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因此，适合采用增量预算法。当然，随着医院精细化

管理的不断深入，其可以和动态预算法相结合。

二、医院医用耗材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仓库管理存在漏洞

从医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医用耗材仓库管理存

在诸多问题，首先，耗材采购计划不合理、不实际。

虽然医院每月进行两次耗材采购计划的制订，但是

计划制订常常流于形式，未真正做到按照计划采购；

其次，无法准确预估使用量，导致期末库存量较大，

占用医院较多资金；最后，仓库人员管理意识薄弱，

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方法欠缺，专业度不足。

（二）供应商管理不到位

仓库对耗材管理不到位，对供应商疏于管理，导

致很多供应商送货时间随意、送货量随意，最终导致

仓库管理人员不能很好执行医院耗材采购计划。由

于供应商频繁出没于医院各个耗材使用科室，在干

扰正常医疗工作秩序的同时，会带来廉政风险。

（三）科室使用监管难度大

现阶段医院的仓库管理未涉及临床使用科室，

各个使用科室在领用耗材后即成为科室的当月支

出，因此，无法准确预算各个科室的实际使用量。

同时，在开展临床科室计费时，单靠人工收费手段

易导致耗材使用和计费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

导致临床使用科室耗材的库存量难以准确估计。

（四）信息化手段不足

医院内现存多个系统，涉及耗材的系统主要有

HIS 收费系统及医院内物流系统，但是，由于系统间

存在信息壁垒，编码规则、耗材名称在各个系统中的

叫法不同，两大系统无法进行准确联动。同时，医院

耗材管理中的物流系统不是专业的预算管理软件，

只是对耗材进销存进行基本管理，预算管理模块的

搭建不专业，无法很好地应用于具体工作。

医院虽然已经开展全面预算管理，但是，由于存

在以上医用耗材管理问题，医院现阶段的预算管理只

停留在顶层，未细分至耗材管理科室及临床使用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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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院耗材管理现有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可

以将预算管理细化至耗材管理科室及临床使用科

室，以预算管理为抓手，优化耗材管理流程，打通

各个环节的控制点，实施医用耗材入库、使用、库

存等的全链条预算控制，最终达到医院耗材精细化

管理的目的。

三、预算控制在医用耗材管理中的应用

（一）立足实际，细化预算编制

医院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细化预算编制，

提升预算的可操作性与准确性。

1. 耗材管理科室层面

首先，耗材管理科室应重新梳理耗材相关流程，

理顺各个流程节点，不断优化耗材管理的各个流程，

并将优化好的耗材管理流程以文件形式上报给医院

耗材管理委员会进行审议，在合规层面为预算控制

提供支持。其次，重新制订供应商管理相关文件，并

提报医院审议通过，严格要求供应商按照既定的耗

材计划配送货物，严禁供应商自行向临床使用科室

配送货物。该措施的实施目的是规范耗材采购流程，

所有耗材采购都由医院仓库管理。最后，将预算细

化至耗材管理科室。耗材管理科室应根据系统中各

个科室耗材的使用情况分析月度采购计划。例如，

根据物资系统中各个科室领用耗材的品种、数量、规

格、产地等信息进行按月汇总。同时，将上月度科室

的耗材请领情况与同专业科室进行横向比较，选取

平均值进行预估，以此得出各个临床使用科室每月

耗材的使用量。之后，结合期初库存水平、安全库存

结余量等情况制订采购计划，再将制订好的计划上

报至医院各主管领导审批后执行。针对各个使用科

室的特殊情况，如特殊耗材的使用、未获批采购耗材

的使用等，应由使用科室提出申请，由耗材管理部门

进行审核，并按照具体流程上报至相关主管领导进

行审核，审核同意之后再进行采购。该措施能在源

头上确保预算编制的可行性。

2. 使用科室层面

根据具体使用科室或选取代表性的科室进行因

素分析。其间，分析因素包括患者病情、耗材使用情

况、同种相关疾病耗材使用差异、疾病治疗时长情况

等，最终得出医用耗材基本使用情况数据。例如，心

血管内科在对需要心脏支架的患者进行诊疗及手术

时，会根据病人的实际病情使用不同的医用耗材，如

导管、导丝、球囊、支架等，这些耗材使用的多少取

决于病人的实际情况。当然，其他因素还包括适用

的耗材是否进口、是否具有其他功能等。经过使用

科室的分析，可以相对直观地得出医用耗材的使用

情况。该措施的实施有助于提高预算数据的准确性。

对耗材管理科室层面及使用科室层面进行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耗材管理科室还是

使用科室，对预算制订来说都是基础的一环，每一

个层面的预算制订都离不开另一个层面的影响。在

统筹制订预算时，应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管

理上的闭环，进而为预算编制带来有益影响。

（二）落实执行，强化预算监督

根据编制出的耗材采购预算及科室实际请领情

况，可动态监督耗材预算的执行。使用科室遇到特

殊情况时，应按照流程报请管理科室，由该科室动

态调整预算执行数。同时，须明确各个责任科室在

预算控制中的职责权限，规范预算执行程序，做到

事事有报告、事事有监督。

（三）事事回响，优化预算分析

对每月医用耗材的采购、使用、结余情况进行

分析，总结当月医用耗材预算差额，如果出现流程

问题，应及时调整、优化流程，如果出现数据统计

计算错误的情况，应适时调整。

基于医院预算监督情况和预算分析情况，应在

医院内部定期对预算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

并生成自我评价报告。

（四）强力支撑，提高专业人员能力及信息化水平

医院应建立从耗材管理科室到耗材使用科室的

专业人员库，强化库存管理人员及临床科室耗材管

理人员的预算控制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丰富相关

人员的管理知识储备，拓宽相关人员获取知识的途

径，如开展网络培训及线下培训会。如此，能逐步

助力耗材管理相关人员提升自身业务能力，运用最

先进的管理手段及方法对耗材进行最优管理，落实

预算管理方案，提升医院耗材管理水平。

四、结语

只有将预算控制深入耗材管理的方方面面，不

断强化医院相关人员在具体事务中的预算管理意

识，真正实现业财融合。要提升医用耗材管理水

平，降低医用耗材的管理成本与使用成本，为医院

高效实施 DRG 管理提供有利条件，扩大收益空间，

进而助力医院在不断深化的医改浪潮中立于不败

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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