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卫生管理奖

项目名称 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的创建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安徽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为贯彻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皖政〔2015〕16号）

文件精神，落实和加强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委托安徽医科大学安徽省健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安徽省高校智库）开展了《安徽省公立医院

人文关怀制度建设》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相关文件和评价

与实施细则，为深化公立医院人文关怀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文化，提升公立医院人文关怀效

能提供循证依据，引领安徽省乃至全国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创新发展。

  该研究现实意义重大。该成果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

制度建设的现况，在安徽省开展了广泛而科学的实证研究。该成果目标明确、结构完整、内容充

实、方法恰当；强调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医院发展与宏观政策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

合，为促进安徽省乃至全国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该成果成效显著，在安徽省已转化为《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皖卫医〔2017〕62号），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先后被央广网、光明网、新华网、中国新

闻网、中国经济时报、安徽日报等20多家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报道，并大量转载，提高了研

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影响力。该成果有效弥补了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空

白。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推荐其申报 2023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1.立项背景

  为加强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委托我校高校智库

安徽省健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并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展了《加强全省公立医院人文

关怀制度建设研究》，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循证依据。该研究成果正式

转化为《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皖卫医〔2017〕62号），引

领了安徽省乃至国内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改革、创新与发展。

2.主要内容

  针对我国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构建了“环境与设施、流程优化、诊

疗服务、沟通协调、制度保障”5个维度的一级指标及 20个核心的二级指标。主要内容涵盖彰显

医德仁心、注重慰藉帮助、维护患者权益、加强医患沟通、规范诊疗行为、关怀医务人员、构建

医院文化。本成果有效弥补了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空白。

3.主要特点

（1）引领性  本成果借鉴了国内外学者对医院人文关怀理论研究成果，在国内率先出台了相关

政策性文件，对引领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2）创新性  课题组自主研制了公立医院人文关怀评估方案，实证研究覆盖皖南、皖中和皖北

地区不同类型公立医院，研究成果为国内首次应用；

（3）实用性  该成果紧密结合我省医改实际，转化的文件指导与推动了安徽省乃全国内公立医

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与工作开展，并持续发挥着作用。

4.理论贡献 

  本成果围绕公立医院人文关怀理念，提出“改善就医环境；完善便民设施；实行首诊负责制；



加强医务人员沟通能力和技巧；加强医院社工和志愿者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医务人员待遇；树

立医院人文关怀行业良好形象”等内容，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人文关怀理念，让老百姓切身感受

到医改的温度等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理论内涵与评价指标，充分表明公立医院人文关怀

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医改的重要组成部分。

5.应用价值

  有效引领了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发展方向，为我国开展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

设提供了范本；有效聚焦了关乎医院、医务人员、患者、社会组织等多维人文关怀相关内容，为

创新我国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拓宽了视野；有效开启了创建人文关怀示范医院活动，旨在改革

医院“重技术、轻关怀”的医院人文关怀制度缺失，为我国深化医改，满足人民群众就医获得感和

保障医务人员合法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研究成果也已在安徽省乃至国内的公立医院得到广泛

使用，推动了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的建立和人文关怀氛围的形成。

6.社会反响

  本成果转化为《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皖卫医〔2017〕62

号）文件，先后被央广网、光明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安徽日报等20多家

主流媒体报道，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本成果依托国社科基金《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的分层

动态研究（15BJL190）》项目，发表中文期刊论文 8篇，培养硕士研究生2名，相关研究成果

被引用 47余次。自文件颁发以来，对指导不同地区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持续的产生着影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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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志 1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教授
高校智库中心

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提出本研究的整体构思与研究方案设计；2.负责实证研究方案的制定和落实现场调研工作；3.主持召开专

家论证会听取专家意见，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行性、实用性。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肖锦铖 2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教授 副  院  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的分层动态研究”(项目编号为 15BGL190，已结项）。在项目支持

下于 2016 年 8月 25日在《学习时报》发表《凝聚人民健康的社会共识》，人民网理论版、光明网理论频道、

理论之光等权威媒体全文转载。

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是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丰富了公益性的内涵，开阔了公益性研究的

视野。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任 3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教授 系副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制定专家咨询表、问卷调查表、现场预试验调查方案和调查表； 2.参与制定现场研究计划和组织实施

工作； 3.参与指标体系的现场预试验研究。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朱文 4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实习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整体设计； 2.参与制定课题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3.负责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4.

负责制定专家咨询表、问卷调查表； 5.负责数据的整合、分析以及报告撰写； 6.参与指标体系的现场预试

验研究；7.撰写研究论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博 5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国内外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相关内容及指标体系构建文献查阅；提出构建指标的意见和建议；负责资

料收集和内容分析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白忠良 6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课题研究工作的方法和技术路线的讨论； 2.参与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 3.参与制定专家咨询表、问

卷调查表、现场调研提纲； 4.参与现场调查和数据的整理。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牛励 7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 主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对开展本研究工作提出合理建议；负责人文关怀指标内涵的界定与提出合理建议；负责资料收集和数据分析



贡献 。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珊珊 8 安徽医科大学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安徽省公共卫生研

究院）

实习研究员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课题前期公立医院公益性评价研究工作；2.参与课题方法和技术路线的讨论； 3.参与数据收集和数据

分析； 3.参与制定专家咨询表、问卷调查表、现场调研提纲； 4.参与国社科研究成果论文撰写。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贯彻安徽省人民政府（皖政〔2015〕16号）文件精神，落实和加强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

安徽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委托我校安徽省健康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安徽省高校智库）开展了

《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安徽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相关文件

和评价与实施细则，为深化公立医院人文关怀改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文化，提升公立医院人文关怀效能提

供循证依据，引领安徽省乃至全国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创新发展。

  该研究现实意义重大。该成果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现

况，在我省开展了广泛而科学的实证研究。该成果目标明确、结构完整、内容充实、方法恰当；强调理论分

析与实证研究、医院发展与宏观政策分析、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为促进我省乃至我国公立医院人文

关怀制度建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思路。

该成果成效显著，在我省已转化为《关于加强全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皖卫医

〔2017〕62号），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先后被央广网、光明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安徽日报等 20多家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报道，并大量转载，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和影响力。该成果

有效弥补了我省公立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空白。

  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申报 2022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