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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CA循环公立医院接受社会捐赠的应用

胡 林
（四川绵阳四0四医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公立医院面临各种医用物资短缺压力，社会各界踊跃捐款捐物。在接受社会捐赠过程中如何运用现代管理工具，

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保障防护和医疗救治工作持续有效运行是医院后勤保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介绍 PD-
CA循环理论概述，然后建立基于PDCA循环公立医院接受社会捐赠的实际应用，对日后公立医院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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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DCA循环理论概述

PDCA循环又叫质量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用模型，最

早由休哈特于1930年构想，后来被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

士在1950年再度挖掘出来，并加以广泛宣传和运用于持续改

善产品质量的过程中。PDCA是由Plan、Do、Check、Act四个英

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P（Plan）——计划。包括方针和目标的

确定以及活动计划的制定；② D（DO）——执行。执行就是具

体运作，实现计划中的内容；③ C（Check）——检查。就是总

结执行计划的结果，找出问题；④A（Act）——行动。对总结

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

便于以后工作时遵循；对于失败的教训也要总结，以免重现；

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应提给下一个 PDCA循环中去解

决。[1-3]

二、构建 PDCA闭环型内控体系的措施

（一）P（Plan）阶段

该阶段是公立医院接受社会捐赠整体计划的制定。

1.制定全面工作计划

（1）医院由防控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组长（副院长）牵头，副

组长（总会计师）具体实施捐赠事宜，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开

展接受捐赠工作，理清工作内容和职责，明确分工，制定工作

流程，明确各职能部门在接受社会捐赠管理中的职责：

医院办公室承担整个捐赠过程组织、协调管理，捐赠人向

医院捐赠各类物资，医院办公室代表院方统一受理。

财务科、资产管理科负责签收和调配捐赠物资，及时办理

入库手续并做好分类登记工作。

纪检监察室负责监督捐赠整个流程是否依法依规，不定

时抽查捐赠工作，及时将检查结果公开。

审计科定期开展捐赠审计工作，对捐赠金额大、涉及面广

的项目，实施项目专项审计，及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开。

（2）制定《医院捐赠管理办法》并实施。

（3）建立拟接受捐赠医疗物资预评估制度，院感科、设备

科等主管部门对医疗物资进行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并验

收捐赠物资。

（4）主管部门提交拟接受捐赠的企业或个人《捐赠协议》，

聘请专职法律顾问审议《捐赠协议》。

（5）通过医院办公系统（OA）逐级审批《捐赠协议》。

2.健全内控领导小组

物资保障组副组长将相关部门负责人纳入捐赠工作领导

小组，将工作人员划分为四个捐赠小组，明确小组职责，每天

轮流值班，每个小组任命小组长1名，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

长对上接受领导小组副组长统一指挥调度，对下分配各小组

成员具体工作，确保接受捐赠工作稳定有序运转。[4-5]

（二）D（Do）阶段

该阶段是接受社会捐赠具体运作，实现整体计划中的

内容。

（1）医院接受的捐赠物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为了达

到捐赠物资切实能用到抗击病情的作用，医院通过企业微信

建立“捐赠物资审定群”，院感科、设备科等部门根据相关信息

甄别、判定是否接受捐赠，加强对捐赠物资的入口管控。

（2）在接受捐赠执行过程中，轮值小组对当日捐赠物资接

收、清点、登记、拍照留存。小组成员分工合作，负责登记造册

人员对应收与实收是否一致如实登记，并由捐赠人和接收人

双方签字，负责核对人员，清点确认物资数量、签字情况。

（3）当日接收捐赠物资后，捐赠小组将每日定时签收《接

收社会捐赠登记表》，分类将医疗物资交由资产管理部门盘

点、签收、入库；捐赠的医疗设备，提请医学装备科验收入库；

捐赠的办公设备设施，提请后勤科、信息中心等部门验收

入库。

（4）核对当日的捐赠物资登记表账证，对需要次日拟接受

的捐赠医疗物资及时告知下一个当值小组。

（5）将防护用品及时准确发放给感染科、发热门诊、呼吸

内科、重症医学科等临床一线科室，不得违规发放；发放过程

中做好防护用品出、入库登记，保证账物相符，数据真实完整

可追溯。

（6）对不符合医用标准的捐赠物资，及时调拨至其他需要

的部门或单位使用；对于完全达不到使用标准的，按照医院资

产管理有关办法处理。对于完全达不到使用标准和不符合医

用标准的物资处置，应及时征得捐赠人同意。[6-7]

（三）C（Check）阶段

该阶段总结执行计划的结果，找出问题。

（1）接受捐赠前，参与捐赠事宜的全体成员集体学习相关

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卫生计生单位接受事业捐赠管理（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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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医院接受捐赠管理办法》执行。制作捐赠明细表，开

具捐赠凭据，办理入库，按实入账，台账管理，对捐赠资金实行

专项管理，专款专用。[8-9]

（2）分类归档捐赠协议、捐赠函、捐赠方单位资质、产品资

质、技术清单等资料；货币性资金由出纳登入现金日记账，对

专项资金由指定会计单独建账管理，非货币性物资由捐赠小

组负责。

（3）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获得资源的稀缺性，容易诱导

滋生不道德行为，强调内控管理在接收捐赠过程的重要性在

一定程度能够减轻舞弊的发生。在防治过程中，相关部门接

受外部审计单位、纪检机构和医院内部审计部门的审查监督，

对医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内控指导下的捐赠接收工作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10-12]

（4）防微杜渐，捐赠物资管理中出现的违规行为按照医院

有关规定做出处罚。医院各部门或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情

节较轻的，书面检查取消当年评优提干；情节较重的，按照国

家法律、法规以及医院有关规定处罚：①以部门、科室或个人

名义接受社会捐赠的；②未遵守既定程序接受捐赠的；③未将

捐赠物资及时上交财务、资产管理科统一管理的；④将捐赠财

产用于私设小金库；⑤将捐赠物资占为己有。[13-14]

（四）A（Act）阶段

该阶段是 PDCA管理的行动阶段，它是对内部控制制度

实施结果的评价与处理，对总结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成功的

经验加以肯定，并予以标准化，便于以后工作时遵循；对于失

败的教训也要总结，以免重现；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提给下

一个PDCA循环中去解决。[15]

医院每个小组工作结束后，全体成员开会总结，由当值组

长汇报当日捐赠工作完成情况，对当日接受捐赠物资进行逐

一梳理，对接受捐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集中讨论，查漏补缺，

并指派专人以“大事记”的形式，每日上报医院物资保障组。

三、结语

PDCA闭环循环管理的运用，理清了各职能部门分工和职

责，保证了捐赠各环节高效有序进行，在实际接受社会捐赠中

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在接受社会捐赠中，以医院领导小组为

核心，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司其职，严格遵守《医院捐赠管理

办法》。从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开展工作，及时消除了管理

缺陷，把需要的物资、设备、人力资源及时准确分配到各临床

科室，解决临床一线的人、财、物储备保障，并且在捐赠工作推

进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进入下一个

PDCA循环，增强了医院应急管理和处置风险能力，为医院其

他业务运用 PDCA提供了思路方法，也为医院遭遇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接受社会捐赠提供了实际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培敏 .医院会计管理的风险控制研究[J].企业改革与

管理，2014，（8）:216-216.
[2]李炜芹 .论如何完善医院财务内部控制制度[J].财经界

（学术版），2014，（29）.
[3]周国栋 .信息化环境下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 [D].山东:

山东大学，2013.
[4]陈新友 .公立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研究 [J].财会研究，

2013（03）: 67- 69.
[5]李薇 .公立医院接受捐赠的态势分析及对策[J].中国医

疗管理科学，2019.
[6]张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下医院接受捐赠的

风险管理和应对[J].卫生经济研究，2020（3）:21-22.
[7]李曰阳，刘建军，郭怡阳等 .基于PDCA循环的儿童专

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管理实践探索[J].中国医院管

理，2020，40（3）:76-78.
[8]林艳 .关于持续完善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的思

考———基于 PDCA循环模式及 QC手法应用的视角[J].广西

社会科学，2013（3）:118-123.
[9]陈仲，侯本新 .PDCA循环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J].现代

医院，2020，20（5）:686-689.
[10]李欢，吴清明，龙辉 .运用 PDCA循环提高按病种付费

完成率[J].现代医院，2019，19（10）：1447-1449.
[11]姜永梅，侯桂英，姜文彬等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综合医

院门诊感染防控管理实践[J].现代医院，2020，20（3）:313-315.
[12]刘传霞，付纪，郝一龙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口腔黏膜病的管理策略[J].口腔疾病防治，2020，28（3）:178-
183.
[13]刘雯，张艳霞，郝宝莲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口

腔医院防护标准（七）———医疗污染物的管理[J].实用口腔

医学，2020:1-3.
[14]王君俊，张旻，孔亮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口腔

医院防护标准（九）———口腔急诊应急管理[J].实用口腔医

学，2020:1-4.
[15]刘宏伟，耿庆山，严晋等 .新形势下公立医院加强监督

工作的实践与探索[J].现代医院，2019，19（7）：971-974.

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