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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专项合规计划是医疗机构应对特定重大风 险，以 系 统 思 考 和 全 面 管 理 为 基 础，从 医 疗 机 构 治 理 层 面 高

度，在组织内部落实各级监管要求，并充分借鉴合规管理理念和方法而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制度完善、组织设计和运

行机制优化的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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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试点合规 的 关 键 并 不 是 打 造 一 个 大

而全的宏大合规管理体系，而在于能够针对医疗机

构内部重 要 的“合 规 风 险 点”制 定 一 个 精 准 且 极 具

可操作性 的 专 项 合 规 计 划。从 企 业 合 规 的 发 展 脉

络和成功经验来看，专项合规计划比强调体系完备

和覆盖全面的整体合规体系更加有效且实用［１］。所

谓“专项合规计划”，是指组织针对特定领域的合规

风险，为避免组织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遭受行政

处罚、刑事追 究 以 及 其 他 方 面 的 重 大 损 失，系 统 建

立的专门性合规管理体系［２］。医疗机构在逐步引入

并有序推进合规工作过程中，如何结合自身机构的

实际情况，设 计 并 构 建 一 套 结 构 清 晰、功 能 健 全 的

专项合规计划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专项合规计划是实现医疗机构重点问题专

项治理的有效工具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一直强调，检验管理的

能力在于绩效而不在于逻辑［３］。合规体系的生命在

于对特 定 合 规 风 险 的 有 效 防 范 和 及 时 有 效 应 对。

在医院管理 中，制 定 政 策、宣 誓 政 策 与 实 现 政 策 有

效落实是完全不同的层面，不能有效执行的政策存

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专项合规计划正是直面这样的

难点和困惑，结合专项管理的重点风险在管理体系

上进行的强化设计。
（一）专项合规计划管理措施更加精准

专项合规计划其所谓的“专”，是指该合规监管

是充分结合 某 一 特 定 合 规 风 险 所 量 身 打 造 的 精 准

方案，目的 在 于 实 现 对 合 规 风 险 的“点 状 聚 焦”“一

险一策”———精准是专项合规计划的最大特 点。过

于分散或者 模 糊 的 管 理 目 标 往 往 无 法 集 中 监 管 资

源、精细配置监管手段，难以发挥系统监管的合力，
从而妨害了监管目标实现的可靠性。

（二）专项合规计划更加强调系统治理

专项合规计划以精准的合规问题为线索，全流

程、全方位梳理与问题相关的所有因素、环节、部门

和监管资源，以 有 力 的 组 织 架 构、明 确 规 范 的 工 作

流程，系统构 建 风 险 防 范 体 系、运 行 监 控 体 系 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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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对体系，它 不 是 在 现 有 分 散、部 门 和 权 限 交 叉

重叠的“多 重 监 管”的 基 础 上 强 化 某 一 个 部 门 和 环

节的力 量，而 是 对 现 有 体 系 的 系 统 梳 理 和 流 程 再

造，从而实现以问题为导向的全面、综合监管。
（三）专项合规计划更加突出管理实效

合规理念强调的是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强调

组织把上级 监 管 部 门 对 于 重 大 事 项 的 监 管 要 求 内

化为组织自身积极能动的管理目标，并把良好的管

理效果作为对组织的奖励，以此调动监管人和被监

管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保障监管效果。正是

基于这样的理念，专项合规计划更是强调以良好监

管效果换来可能的“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４］的

管理激励效果，从而保障监管效果的有效落实。
二、医疗机构专项合规计划的保障体系

专项合规计划以专门问题为线索、以系统管理

和全面管 理 的 理 念 实 现 监 管 要 求。从 法 律 角 度 分

析，专项合 规 计 划 包 含 了 合 规 体 系 的“宪 法”“实 体

法”“组织法”和“程 序 法”规 则；从 医 疗 机 构 日 常 管

理的角度必 须 构 建 与 之 相 匹 配 的 权 力 架 构 和 资 源

配置，实现从合规治理的理论设计到合规管理的系

统推进；从管 理 目 标 实 现 的 技 术 角 度，需 要 有 一 整

套的运行机制和效果评价手段，从而有效实现对专

项合规风险的可靠管控。
（一）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 组 织 文 化 的 前 奏 和 具 体 体 现，表 明 了

“在我们这，事情是 这 么 办 的”［５］。医 疗 机 构 要 把 对

于特定问题的态度、管理要实现的期望和承诺变成

正式可见的纲领，把搭建的管理体系和指挥链条以

明确无误的 文 件 以 及 具 体 运 行 的 规 则 和 考 核 标 准

以随时可查 的 手 册 完 整 系 统 的 展 示 在 所 有 员 工 的

面前，从而 实 现 制 度 本 身 的 规 范 价 值 和 指 引 作 用。
专项合规计 划 在 制 度 上 要 体 现 出 自 身 的 系 统 性 和

完整性，需要全面梳理与“专项风险”相关的医疗机

构内、外相关 的 要 求 和 规 则，要 经 过 一 次 思 想 再 动

员、逻辑再梳 理 和 制 度 再 制 定 的 过 程，要 把 一 份 融

入医疗机构的价值承诺、目标追求、权责分工、具体

措施和考核 评 价 的 完 整 要 求 明 确 无 误 地 呈 现 在 全

体员工和利益相关方面前。
（二）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组织保障

医疗机构如果不能从组织治理的高度，在现有

的权力架构和资源分配中对专项合规有所安排，没

有构建专业、独立、权威的专项合规管理队伍，显然

难以实现 有 效 的 管 控。在 医 疗 机 构 现 有 的 管 理 体

系中，无论是商业贿赂还是信息安全，“铁路警察各

管一段式”的 多 部 门 多 视 角 的 监 管 并 不 缺 乏，缺 乏

的是没有一个部门能把现有管理体系中割裂的、零

散的管理权限、监管责任和管理手段有效整合并以

更加系统完整的方式进行优化演进，并能够将专项

合规监管的完整效果直接通达医院的最高管理层，
从而实现在 机 构 层 面 上 把 合 规 治 理 的 战 略 谋 划 转

化成日常管理实践的战术展开。一个明确的、至少

中层以上的 并 对 某 一 专 项 合 规 风 险 承 担 全 部 权 责

的“管理角色”（合 规 部 门 和 合 规 专 员）是 专 项 合 规

计划组织保障的基本要求。
（三）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运行保障

专项合规 的 运 行 保 障 是 要 把 具 体 的 制 度 体 系

融入设计的管理架构中，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结合

真实管理对 象 有 机 运 行 起 来，是 一 系 列 管 理 措 施、
技术手段、考 核 指 标 和 效 果 评 价 的 组 合，是 从 实 现

管理目标的角度倒推具体的管理过程、具体措施和

考核要求。医 疗 机 构 专 项 合 规 计 划 根 据 不 同 的 专

项合规风险可能存在管理技术上的差异，但整体上

应当包括风险防范、违规监控和事件应对等三大主

要部分，需 要 结 合 具 体 的 风 险 事 项 细 化 管 理 措 施，
从而实现专项管理的适当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三、医疗机构专项合规计划的运行体系

正如前讨论，专项合规计划的制度体系和管理

架构是确保有效合规的前提条件，但能够实现有效

合规还需要一套设计精巧的运行体系，实现对特定

风险从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和事后处理方面的系统

监管。
（一）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风险防范体系

专项合规 的 事 先 防 范 体 系 是 在 合 规 风 险 出 现

以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参考众多企业专

项合规的做法，医疗机构的专项合规事前风险防范

措施可以包括：１．合 规 评 估，结 合 医 疗 机 构 专 项 合

规计划的特 定 风 险，展 开 有 针 对 性 的 调 查 和 评 价，
全面摸清存在的高风险人群和环节，从而制定精准

的防范措施。合规评估可以定期进行，也可以根据

需要随时进 行，近 年 来，委 托 第 三 方 的 专 项 合 规 评

估在医疗机构日益常见，比如国家卫健委关于委属

（管）医院 专 项 审 计 的 第 三 方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评 估

就属于此类；２．尽 职 调 查，主 要 是 针 对 经 济 合 同 对

象、第三方合作伙伴等，在进行业务合作以前，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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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备履行合规义务的能力、是否存在违规记录

等进行的专门调查活动，在医疗机构现有的采购合

同中，大多时候以对方提供合规承诺代替细致的专

项调查以减少 成 本；３．合 规 培 训，也 即 针 对 医 疗 机

构全体员工，尤 其 是 专 项 合 规 高 风 险 人 群、第 三 方

合作伙伴等展开的合规政策培训活动，可定期或不

定期进行，培训要做好记录、留存资料；４．内部政策

沟通，这是构 建 合 规 理 念、培 育 合 规 文 化 的 重 要 措

施，医疗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制度化向全体员工

和合作第三方强调专项合规承诺、传达合规动向和

要求，听取问 题 反 馈 并 进 行 研 讨，构 建 内 部 合 规 信

息沟通和共享机制，营造专项合规氛围和合规文化。
（二）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违规监控体系

违规监控体系也叫事中控制体系，是专项合规

最重要的过程管理工作，重在对专项合规事项的具

体运行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的监控，具体措施包括：

１．建立“全流程合规审核放行机制”，要求在专项合

规风险业务 开 展 的 每 一 个 重 要 环 节 实 施 合 规 把 关

并实行“合规一票否决制”，把合规的审评机制嵌入

到具体的业务流程中，有效规避风险；２．建立“实时

举报制度”，即通常所谓的“吹哨人”制度［６］，搭建专

门的举报平 台、畅 通 多 渠 道 信 息 反 馈，并 对 举 报 人

进行严 格 保 护 和 合 理 奖 励；３．推 行“合 规 审 计 制

度”，要对重点人员进行专项审计或定期审计，发挥

审计的合规监控作用；４．建立“合规报告制度”，要

由责任部 门 和 人 员（合 规 部 门 和 合 规 专 员）进 行 定

期报告和专项报告，要能够从医疗机构层面上定期

了解、评价和 改 进 专 项 合 规 计 划 的 运 行 情 况、合 规

风险的管控情况和违规行为的发生处置情况。
（三）医疗机构专项合规的违规应对体系

所谓 合 规 应 对 体 系，又 被 称 为“事 后 处 理 机

制”，是指 违 规 行 为 发 生 后 的 应 对 处 理 机 制。违 规

行为发生或者被发现后，医疗机构就要受到外部监

管机关和执法机关的调查，此时需要有内部的合理

应对机制，盲目应对、或者采取毁灭、伪造证据等错

误方式，就会面临更加严厉的调查和处罚。通常医

疗机构专项合规的应对机制包括：１．结合收集到的

违规线索，立即进行医疗机构或者涉及第三方的内

部合规调查，第 一 时 间 全 面 摸 清 违 规 情 况，评 估 风

险；２．从快严 肃 处 理 涉 及 违 规 的 员 工 和 第 三 方，彰

显医疗机构对于违规行为的重视和坚决态度；３．尽

快梳理现有合规体系漏洞并进行整改，结合违规情

况持续改进现有的专项合规计划，避免类似情况的

再次发生；４．积 极 配 合 相 关 部 门 的 专 项 调 查，必 要

时主动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告违规情况，固定、封存、
提交相关的 基 础 资 料 和 证 据，争 取 获 得 从 轻、减 轻

或免除处罚的“合作奖励”，尽量减少对医疗机构的

重大影响。
四、医疗机构专项合规计划与现有管理架构的

融合

专项合规 计 划 的 打 造 与 现 有 管 理 体 系 之 间 的

融合是落实 和 推 进 医 疗 机 构 专 项 合 规 管 理 要 解 决

的重大和现实问题。可能存在的主要误解包括：专

项合规计划 是 否 要 取 代 医 疗 机 构 内 部 已 有 的 相 关

管理部门和人员的监管职责，或者是否要在现有管

理体系的基 础 上 继 续 叠 床 架 屋、单 摆 浮 搁，构 建 更

加复杂的管理体系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

在医疗机构有效推进专项合规计划。
（一）基于重大复杂问题的职能化监管诉求

随着医疗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管理复杂性的

持续增加，基于专业化管理和职能化设置的管理模

式越来越得 到 强 化，整 体 管 理 的 目 标 和 效 果 在“部

门墙”的层层阻隔下形成一个个彼此割裂的“条块”
“都管”或者“都不管”的情形时有发生［７］。近年来，

伴随着医保物价、信息安全、商业贿赂，甚至院内感

染防控、新 技 术 应 用 等 新 的 监 管 要 求 的 快 速 发 展，

外部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持续变化，尤其是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

监管制 度 的 指 导 意 见》（国 办 发〔２０１８〕６３号）的 实

施，强调医疗机构“第一责任”“法人第一责任”的医

疗机构 内 部 自 监 管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多、责 任 越 来 越

重，医疗机构在面临内外监管环境迅速变化的现实

背景下，把涉 及 机 构 长 期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关 键、核

心风险设置专门的部门和专职人员，以职能化监管

强化并落实机构责任是当然的选择和可靠的方案。
（二）顺应现代医院治理模式的必然制度选择

法人治理 结 构 是 现 代 企 业 中 最 为 重 要 的 组 织

架构设计，它 涉 及 到 法 人 中 所 有 权、管 理 权 和 监 督

权的分配和相互制衡，从而实现法人中个体利益与

集体利益、短 期 利 益 与 长 期 利 益、组 织 利 益 与 社 会

公共利益的合理平衡［８］。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构建

的过程中，如 何 设 计 现 代 公 立 医 院 的 治 理 架 构、实

现对公立医院的内外共治、确保公立医院从经营主

体向公益主体的转变，如何加强并实现现代公立医

·２５·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ｗ，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院的发展方向、成长路径和利益追求符合政府的设

计和社会公众的需求，除了从外部监管的角度加强

力量和强化职责以外，把政府的监管要求内化为医

疗机构内部的发展诉求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能

够实现这一管理要求和制度设计的，医疗机构内部

的合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必然选择。
五、结论

综合以上思考，现有的把涉及医疗机构长远持

续健康发展 重 大 风 险 的 监 管 职 责 分 散 在 各 个 不 同

的职能部门，其好处是可以发挥各个部门在本职能

和专业范围内的主观能动性，加深对于特定问题的

理解和管理的效率，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部

门对于整个特定事项的最终管理效果负责，尤其当

管理事项面临新的监管要求和外部变化时，整个相

对松散的管理系统难以及时有效应对，无法及时主

动协调监管中出现的空白和缺口，更无法有效整合

资源、形成合力来应对日益复杂的监管需求。
基于合规理念的专项合规计划，强调从组织的

整体目标出发，有序协调各个部分与整体目标之前

的关系，增进整个组织管理的效能而不是专注于强

化某一环节的力量，强调通过设置职能化的专项合

规部门和人 员，通 过 矩 阵 式 的 组 织 结 构 设 计，把 整

个组织各个 部 门 对 于 在 某 项 特 定 风 险 的 监 管 要 求

和 监管效果完整地拼接起来，直观地展示问题的现

状和后续强化的方向，以完整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技

术手段，确保医疗机构在面对内部复杂的管理现状

和外部日益强化的监管要求的现实背景下，真正实

现医疗机构自身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陈瑞华．中 兴 公 司 的 专 项 合 规 计 划［Ｊ］．中 国 律 师，

２０２０（２）：８７－９０．
［２］　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第２版）［Ｍ］．北京：法律

出版社，２０２１：１１５－１１７．
［３］　彼得·德鲁克．卓有成效的 管 理 者［Ｍ］．许 是 祥，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２７．
［４］　张泽涛．论企业合规中 的 行 政 监 管［Ｊ］．法 律 科 学（西

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３）：４４－５７
［５］　斯蒂芬·Ｐ·罗宾斯，玛 丽·库 尔 特 ．管 理 学（第１１

版）［Ｍ］．李原，孙健敏，黄小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８－５４．
［６］　施祖东．基于合规监管的医疗领域“吹 哨 人 制 度”探 讨

［Ｊ］．中国卫生法制，２０２２，３０（１）：１１１－１１４．
［７］　施祖东．以合规管理为基础的医 疗 机 构 内 部 监 管 体 系

建设思考［Ｊ］．中国卫生法制，２０２１，２９（４）：２１－２４，１０３．
［８］　马俊驹，聂 德 宗 ．公 司 法 人 治 理 结 构 的 当 代 发 展———

兼论我国 公 司 法 人 治 理 结 构 的 重 构［Ｊ］．法 学 研 究，

２０００（２）：７８－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３　责任编辑：弦月）

（上接第５页）

　　四、结语

基于风险 管 理 理 论 的 风 险 应 对 和 监 控 策 略 有

利于合理保障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全、公平、科学、
有序，推广过程中的风险治理作为一项综合的系统

性功能，既 需 要 以 管 理 者 角 度 提 供 整 体 性 的 制 度、
环境支持，也需要以参与者角度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以达到自我约束，同时还需要以监督者角度引导建

立一个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持续改

进系统。三者通过有机配合，才能最大程度发挥风

险防控效果，从而有效规避风险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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