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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系统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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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有着最直观的促进作用，因此，积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依托信息

技术推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创新是新时期发展趋势。基于理论分析，明确了目前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发展

的现状，致力于解决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建设面临的管理模式落后、信息孤岛效应以及管理集成化不足的

问题，提出了新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通过建立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架构，综合人事管理、人员异动与

招聘、档案管理、职称晋升、薪资待遇以及考勤管理的新模式，推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深度升级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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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as the most intu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hospitals. Therefore，it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era to actively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hospit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by relying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made clear about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is committed to solve the backward management mode，information island effect an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integration，puts forward the new inform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ode，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formati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rchitecture，comprehensive personnel management，

personnel movement and recruitment，titles，file management，title promotion，salary and attendance management 

mode，promote the depth of the hospit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upgrade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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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医院作为我国医疗

事业发展的核心主体，其管理和运营必然需要与时代发展接

轨，而绝大部分医院在运营和升级的过程中，往往将重点放

置在医疗服务体系和医学科研创新方面，对于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的忽视，导致医院自身的人员组织架构管理和细节控制

不够合理，严重阻碍了医院的稳定发展和创新，积极寻求新

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成为医院改革和优化的重要任务。其

中信息技术具备信息资源统筹、远程监管、数据分析的优势，

从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和质量。基于此

打造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创新方向，对于医院的可

持续发展和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 

1、现阶段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医院规模较为庞大，有着健全的体

制，院区数量较多，包含多个科室、部门，随着新时期医疗

体系的不断改革，医院现有的职工数量也在逐渐增加，凭借

着相关政策以及标准的加持，医院的人力资源体系中包含了

大量的专家、院士、杰出人才，同时也涉及博士生导师、硕

士生导师等等，这导致医院的整体人员结构较为复杂，而不

同的人员群体所使用的管理体系以及机制又有一定差异。这

会促使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难度不断增加，而随着医院管理

模式和业务体系的不断升级，人力资源管理也面临着与其他

业务对接方面的压力。 

这不仅会影响人力资源管理的效果和质量，还会从一定

程度上限制医院相关业务的开展效果，从而影响了医院的稳

定发展和建设，需要及时进行细节上的优化和创新。 

2、医院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的常规困境 

为了进一步改变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利

用信息技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创新，已经成为目前各方

学者研究的重点，也在诸多医院中进行了实践，产生了较好

的效果。可以判定信息技术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质量

和有效性，尤其在数据规划、信息管理方面实效性更强。但

部分医院受限于自身的技术水平以及管理模式，在人力资源

信息化管控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着部分困境有待突破。 

2.1 管理模式现代化水平升级速度较慢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通常凭借着人力资源部门进行现

象信息收集和整理，人力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涉

及大量的纸质资料、手动存档等工作，虽然智能化办公软件

和系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但是依旧会拉长人力资源管理的

时间，增加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尤其一部分医院开展信

息化升级的速度较快，但是由于早期的技术体系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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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和优化的速度未能跟进，目前的信息化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功能不够充分，在体量和模式上还有待升级，这成为

限制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的主要因素。 

2.2 信息孤岛效应产生的影响较为直接 

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设，虽然可以增强人力资

源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但是顶层设计方面存在的部分问

题也会影响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优化和升级，尤其在

信息获取、数据整合以及信息共享方面依旧存在不透明的情

况，在各个部门、各领域之间存在较多的信息屏障。比如早

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部分功能设计缺乏前瞻性，和目前

的医疗业务系统、医疗科研系统之间无法进行对接，信息传

递和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的阻碍，严重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的

数据分析[1]。 

同时不同部门所应用和参照的标准也有一定差异，导致

数据的格式和导出方面存在断层，从而影响了一体化和集成

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创新。 

2.3 管理集成化不足问题较为明显 

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和多个不同的模

块，比如常规的人员变动、人员招聘、薪资待遇管理、绩效

考勤管理等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点。最初的人力资源信息化

管理系统，都是按照这些管理模块建立相应的独立系统，这

虽然可以增强某一分支的管理效果，但是整体人力资源管理

模式的联动性和拓展性不足，各个模块或者各个子系统之间

缺乏顺畅的信息交互和优化机制，导致人力资源管理依旧局

限在各司其职、孤军奋战的状态下，很难实现集成化管控。

从而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畅程度和完整性，也会对医院

部分业务的开展造成阻碍。 

3、基于信息系统的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优化对策 

3.1 基于信息系统进行人事管理模式升级 

人事管理工作本身具备较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人

力资源管理中的重点内容，依托信息系统，实现人事管理模

式的升级，需要基于人事管理结构以及数据分析这两个层面

展开创新。 

从人事管理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由于医院自身的人员

结构较为复杂，为了提升人事管理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通常

会选择以信息技术为载体，打造可视化的人事管理结构。该

种人事管理结构贯穿在员工入职到后续岗位调整的方方面

面。医院的人事处专员会结合实际情况，采集医院职工的数

据信息，每月进行一次核对和更替，保证数据信息具备科学

性和合理性，这些数据信息将作为人力管理结构可视化转型

的主要依据。所有数据信息会形成人事报表，作为人力资源

分配和调整的主要依据，不同的组织架构可以通过分配不同

的业务编码，形成可视化的界面。界面中能够体现医院人事

管理的具体需求，还可以支持随时进行维护和增减，不同的

职位之间若出现了人员移动相应的数字编码也会进行更替。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人力管理的透明化程度，还会结合不

同职工的入职情况进行细化分组，例如采集职工的合同类

别、在岗状态、培训情况等相关信息，按照新入职人员、老

员工等不同的类型进行分组。方便医院集中进行人力资源管

理和统一调配，确保组织架构中的各个群体之间都有着紧密

的关联。而代码将作为唯一的识别码，又可以为后续的薪酬

管理、基础待遇管理以及绩效管理提供明确依据。 

从人事管理的数据管控角度来看。人力资源组数据会记

录每一位员工入职以来的各项信息，其中包括了员工个人的

信息、工作信息、合同信息、党政信息以及社会关系等，这

些都将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数据，与后续的薪酬绩效以

及岗位调配之间有着直接对接关系。新入职员工在系统登录

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权限账号之后，会由管理员统一进行信息

录入，老员工的数据也可以直接在原有的信息管理系统中进

行抓取，从而实现了集成化的信息整合。方便一部分已经建

立了人力资源信息管控系统的医院进行系统性的升级。 

3.2 人员调配及招聘模式 

医院人力资源的调动往往和新员工入职有直接关联，这

就涉及日常的人员招聘，其中产生的一系列信息包含竞聘成

功信息、入职信息、薪酬确定、考核转正等多种类型。这些

信息也将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明确的依据，同时又可以作为

人事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医院，可持续发展和

转型的过程中，涉及在岗人员的岗位调整、在岗人员的离职

以及返聘等内容，这些调整都会产生相应的数据和信息，同

样要作为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重点。 

针对人员调配以及招聘进行信息化模式升级，要保证数

据互通，打破不同部门之间产生的数据孤岛效应，确保每一

个阶段产生的各项信息都可以准确地被人力资源信息管理

系统捕捉并且纳入数据库。 

 

图 1  信息化人员调动及招聘模式 

例如，某医院的人事招聘系统设计架构为 B/S 架构，管

理端的操作人员可以直接通过互联网发布招聘信息，外部用

户以及相关应聘者通过外网直接查看招聘信息，并且提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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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数字化档案[2]。在投递简介的过程中，信息化系统会快

速定位，招聘人员简介中的基础信息，将其作为待统合的信

息。接下来按照常规的面试、考核、合同签订等内容，将待

统计的信息转化为统计信息，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和流程，

见图 1。由于信息化系统建立了不同领域的连接接口，无需

额外进行数据上传和采集，其灵活性和高效性能够提高人员

调动信息管理的质量。 

3.3 档案管理模式升级 

档案管理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人力资源数据的延伸，也是进行人力资源调配、科学使用的

重要依据。目前医院的人力资源档案管理通常已经实现了数

字化升级和智能化转型，目前需要完成的核心任务便是将人

力资源档案管理系统和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进行对接，并且

直接与人员的入职、调岗等相关信息完成集约化管理。 

这就需要在信息集成和数据格式、权限等方面，按照统

一的标准和要求进行设计，比如结合人员的姓名、人事编号、

部门编号、入职信息这些基础信息来，来提取人员信息，利

用统一的编号，进行档案集成化管理[3]。 

当新员工入职之后，在每一个环节产生的各项数据信息

都会自动录入档案管理系统，并形成电子档案，其中包含了

员工的职称、在岗状态，以及享受的待遇，同时也支持数字

化的人员花名册导出，方便了日常的职工关怀以及信息使

用。 

3.4 薪酬管理体系的模式升级 

首先从设计思路的层面来看，薪酬绩效管理模式是人力

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中的常规模式，该模式有助于将医院日

常的薪酬待遇管理统合成一个整体，通常会将医院的基本工

资管理、岗位工资管理、阶段奖金管理、五险一金管理、以

及各类补贴管理串联成整体，同时与常规的税务管理、日常

的税务业务进行对接。不仅有助于直接为人员的薪酬待遇调

控提供保障，还可以直接为医院的日常事务工作提供简洁的

流程。因此在系统升级和模式创新的过程中，还需要增加数

据智能化检测、绩效自动核算、全套账目自动生成等内容。

本文着重提取其中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进行重点分析，

并且将其转换成下述两种模式。 

其一，工资核算模式。进行工资核算的过程中，需要首

先明确核算的具体范围以及工资信息类型。其中的工资核算

范围会和组织架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进行对接，在同一个组

织架构中的员工工资有着相近的区间，那么具体的核算方式

也有一定相似性，可以结合不同的院区、发行日期以及工资

运行周期进行自动化核算。由于医院为事业性单位工资结构

的调整要符合相关要求，那么工资核算的内容就需要考虑基

本工资、绩效工资、岗位工资、奖金以及职位补贴等细节。

在工资核算系统中，管理员通常由人事处或者财务处的员工

担任，系统结合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相关数据，自动判断该员

工的工资核算方法以及具体的工资结构能够排除繁琐的核

算流程以及核对模式，增强了工资核算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也能够为一部分细节和误区的把控提供自动化监督管理的

依据。 

其二，人事考勤管理模式。考勤模式主要代替了传统人

事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排班功能，能够完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的细节，在统一的系统中进行操作又可以大大节约不同科室

排班所耗的时间，同时不需要额外收集绩效考核的信息，有

助于简化考核流程。 

考勤模块的设计主要和工资绩效模块进行对接，能够准

确获取人员的绩效考核信息以及绩效工资，将其作为基础数

据进行计算。由于部分医院的人员数量众多，可以直接在人

事管理模块中进行人员数据的调取，能够减少不必要的环

节。系统会自动在不同的员工所处的人事范围以及员工组别

中进行判定，了解不同员工群体需要遵循的打卡签到规范、

出勤要求和相关记录标准。 

然后将考勤数据归类到不同的人员组织架构范围内，考

勤功能直接和外部的人员管理和监督功能进行对接，各个科

室都可以凭借自身权限访问医院内网，直接查找相关的信息

和所需数据。另外，职工所使用的 OA 系统、请假系统、审

批系统等直接和考勤系统进行对接[4]，保证职工在日常申请

假期、外出学习、销假等方面的数据能够直接同步到考勤系

统中，便于直接进行科学的管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院落实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信息化升级，

能够极大程度上解决信息管理难度大、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复

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增加了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文章着重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人事管理、人员调配和招

聘管理、档案管理、薪酬管理层面提出了新的信息化管理模

式，不仅提高了人力资源管控的效率和质量，还可以同步实

现集约化的数据整合和数据分析，促使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

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也可以打造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机制，助

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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