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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方法：于2021年2月~2024年1月期间,

选取某医院120台财政电子票据系统为研究对象,2021年2月~2022年12月未使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

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系统为对照组；2023年1月~2024年1月使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

系统为研究组,旨在通过对该系统的研究分析,总结数智化建设经验,并提出配套管理的创新构想。结果：

研究组运营效率高于对照组,且票据成本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精准率高于对照组,且错误率低于

对照组(P<0.05)。研究组信息安全、技术普及及人机交互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数智化医疗系统

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能有效提高诊疗过程的精确度及缩短患者等待时间,具有较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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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stud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cal system.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1 to January, 2024, 120 financial electronic 

bill systems in a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rom Febr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the 

cooperative system of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manage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cal system was not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the research group used the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management supporting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cal system, aiming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digital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innovative ideas of supporting manage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system. Results: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bill cost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ccuracy 

rate of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the error rate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technical upgrade and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cal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and shorten the waiting time of patients, with high efficiency. 

[Key words] digital intelligent medical system technology upgrade; Management support; Financial electronic 

bill system; Medical experience 

 

引言 

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研究是当前医疗

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数智化技术在医疗

系统中的应用不断创新,这对于医院的系统建构和管理提出了

新的挑战与机遇[1]。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其对于社会各行各业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对数智化技术在

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可以更加深刻、全面地理解这一

变化[2]。不难发现,当前数智化技术已经深入到医疗系统的方方

面面,几乎全面涵盖了医疗信息化、智能医疗设备、大数据分析

等多个典型领域,这些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

率、服务质量以及一般患者的就医体验[3-4]。然而,也需要冷静

注意到,数智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也给传统医疗单位带来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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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需要进行相应的应对调整。管理制度的配套,已然成为刻

不容缓的挑战[5]。传统医疗单位需要进行相应的应对调整。首

先,医院需要加强对数智化技术的理解和应用,培养相关人员的

技术能力,确保技术的有效运用[6-7]。其次,医院需要建立完善的

数据管理机制,保障医疗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此外,医院还

需要与相关企业和机构合作,共同推动数智化技术在医疗领域

的发展,实现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应用。基于此,本文研究智化医

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的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于2021年2月~2024年1月期间,选取某医院120台

财政电子票据系统为研究对象,2021年2月~2022年12月未使用

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系统为对照组；2023

年1月~2024年1月使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

同系统为研究组。 

1.2方法。(1)制定财政电子票据改革流程方案,成立财政电

子票据改革工作实施领导小组,主要包括组长、副组长、办公室

主任,其中组长由院党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由财务分管院领导担

任、办公室主任由财务部主任担任,负责财政电子票据改革工作

总调度的上传下达,根据分工不同明确相关责任到个人。(2)成

立专班小组,专班小组包括财务部、信息中心、医保中心、党委

宣传部、结算中心、代理银行、服务厂商等。财务部：做好基

础信息收集工作,要求各结算中心、业务部门及时提交相关资料,

做好上线准备工作；组织协调结算中心、代理银行、前端服务

商开展财政电子票据实施工作；财政电子票据上线后同步停用

纸质票据,做好上线单位纸质票据核销清理。信息中心：做好系

统初始化、业务培训等上线实施筹备工作,督促前端厂商加强实

施力量投入,根据不同票种管理要求开发完善系统功能,确保按

期投产上线。医保中心：做好与市医保局的对接,确保医保结算

的通畅性。党委宣传部：开展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的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和接受度,为广大缴款人提供

高效便捷的服务。结算中心：配合财务部、信息中心、医保中

心、银行和前端服务商完成系统上线实施的各项工作,向缴款人

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代理银行：完成与中台的数据对接和联调

工作,确保直缴、清算对账、划款等相关资金收缴各环节的畅通。

服务厂商：负责前端业务系统的建设,并按时间节点上线；负责

前端与中台、代理银行、公共服务端联调测试和上线对接工作；

负责财政端、执收端业务系统的上线实施工作,包括基础信息初

始化、电子印章收集、商户收集、人员权限分配等；开展财务

部、结算中心、业务部门、代理银行相关人员系统应用培训；

建立运维保障团队,明确运维负责人,为系统平稳上线提供技术

支撑和服务保障。(3)开展全面推进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的宣

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知晓度和接受度,为广大缴款人提供高效

便捷的服务,会通过医疗系统的电子票据软件将电子票据信息

以短信、邮件、医疗机构公众号文件等多种形式发送给患者,

确保患者能够及时收到相关信息。 

1.3观察指标。由专业人员对两组运营效率、票据成本、精

准率、错误率及技术不足问题进行对比并分析。 

1.4统计学处理。研究采用SPSS 25.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

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
2
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运营效率及票据成本比较。如表1所示,研究组运营

效率高于对照组,且票据成本低于对照组,有差异(P<0.05)。 

表1  两组运营效率及票据成本比较( sx ± )(没有“单位”) 

 

2.2两组精准率与错误率比较。如表2所示,研究组精准率高

于对照组,且错误率低于对照组,有差异(P<0.05)。 

表2  两组精准率与错误率比较[n(%)](计算不对,按样本60例

计算的) 

 

2.3两组技术不足问题比较。如表3所示,研究组信息安全、

技术普及及人机交互高于对照组,有差异(P<0.05)。 

表3  两组技术不足问题比较( sx ± ) 

 

3 讨论 

在当前医疗服务领域,技术升级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单纯

地依赖技术视角往往会忽视到管理配套的重要性[8]。从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到物联网,这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为医疗行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然而,单纯地依赖技术视角往往会忽视到

管理配套的重要性,在数智化医疗系统中,技术与管理的关系犹

如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将眼光从单一的技术升

级转向技术与管理的双向协同,成为了当前医疗系统发展中的紧

迫需求。需要充分意识到管理配套在技术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至关

重要,技术的应用需要有有效的管理机制来支撑,否则即便拥有

最先进的技术也难以发挥其最大效益。管理配套涵盖了人员培

训、流程优化、安全保障等方面,这些管理环节的健全与否直接

影响着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管理配套措施能够确保数智化医疗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系统故障对患者安全造成影



经济学 
第 7 卷◆第 10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1 

Economics 

响,能够协调医疗资源分配,保障患者享受到公平的医疗服务,

有助于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医疗管理水平,因

此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具有重要意义[9]。 

临床调查显示,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的全面升级与管理配套

研究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必要性不言而喻[10]。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对

财政电子票据系统应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

系统后,其运营效率明显得到提升及票据成本得到减少,说明数智

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已经深刻改变了医疗服务的

面貌,从临床诊断到患者管理,从医院运营到医疗资源配置,技术

的应用提升了医疗系统的服务能力和效率。通过构建一个全面的

医疗信息系统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医院各部门能够实现信息的共

享和协作,从而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并减少运营成本。另外,借助

大数据的分析手段,能够迅速识别并处理医院运营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从而优化医院管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并更有效地满

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更有力的保障医疗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实现医疗系统服务能力的全方位升

级,并非只是技术的问题,还需要有配套的管理措施[11]。本文研

究结果显示,对财政电子票据系统应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

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系统后,其精准率得到显著提升且错误率得

到降低,说明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通过运

用先进的医疗器械、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手段,能够显

著提升临床诊断的准确度和工作效率,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加精

确的治疗方案,并有效降低误诊和漏诊的可能性。原因为随着科

技的不断发展,医疗器械也在不断更新换代,需要研究和开发更

加先进、精准的医疗器械,以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度。人工智能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可以提高医疗服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水平,而管理配套协同确保技术的应用不受限制,同时保障患者

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 

临床调查显示,对于医疗系统来说,作为前置先行者,技术

创新需要能够做到先验的服务能力引领效能,而管理制度则可

以稍缓作为补充,完成配套[12]。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对财政电子

票据系统应用数智化医疗系统技术升级与管理配套协同系统后,

其技术不足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原因为该系统在技术升级的同

时运用管理支持,管理支持包括对技术团队的培训与支持、对技

术项目的规划与监督、以及对系统运行的管理与维护等方面。

医院可以通过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训,提升其技术水平,进而优

化系统的设计和运行；可以建立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保障

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可以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及时应对可

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对解决技术不足问题具有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强调了持续改进与创新的重要性,医疗系统

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医疗

环境和患者需求。通过持续改进和创新,医疗系统可以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保持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升级和管

理改革,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准确性和便捷性,提高患者满意

度和医疗质量；通过技术升级和管理改革,提升医疗服务的效

率、准确性和便捷性,提高患者满意度和医疗质量,为医疗系统

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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