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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卫发〔2019〕31号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卫生健康委、两江新区社发局、万盛经开区卫

生计生局，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委机关各处室：

为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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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实

施意见》（渝府办发〔2019〕45号）精神，强化组织领导、健全

工作机制、明确重点任务分工，切实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各项工

作要求，稳步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改革。聚焦医疗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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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管理、执法、信用评价等方式，

加强协调联动、强化社会共治，切实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

能、形成监管合力。

二、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市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由委党

委书记、主任担任组长，相关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组长，相关处

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委市政府关于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作的指示精神，对全市医疗

卫生综合监管工作进行决策部署，研究处理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

作重大事项。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

处，负责领导小组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承担医疗卫生综合监管

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日常事务工作，组织联络员加强沟通交流，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

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一）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根据工作需要，每季度组织召开

联络员会议，每半年组织召开医疗卫生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依托全市医改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医保、医药等部门召

开专题会议，统筹协调综合监管工作。

（二）建立信息互通共享机制。加强业务管理和监督执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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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信息沟通交流，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许可、管理、执法等信

息的互通共享。加强部门协作配合，畅通“三医”监管信息，及时

通报日常监管情况和工作动态。

（三）建立联合督导机制。融合业务管理部门的专业技术优

势和监督执法部门的约束惩戒优势，实行联合督导。对纳入重点

监管对象的医疗机构加强日常行政指导、加大监督检查频次，运

用约谈、通报、执法检查等方式，督促医疗机构落实依法执业的

主体责任。对医疗卫生行业的重大违法案件，加强卫生健康、医

保、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联动响应、联合执法，切实加大惩

处力度。

（四）建立监管结果协同运用机制。推进监管结果协同运用，

监管结果与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记分、机构校验、等级评审、医保

定点协议管理、重点专科设置、财政投入、评先评优等进行关联，

与医务人员的职称聘任、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绩效分配等进行

关联。

（五）健全行业信用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及

其人员信用信息，建立信用档案，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记录、公示

和预警，并逐步健全联合惩戒体系，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市委市政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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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深化医改的决策部署，切实转变监管理念，从单项监管转向综

合协同监管，切实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二）抓好落实。各相关部门要根据任务分工，认真研究细

化落实举措，结合实际抓好工作部署，确保全过程监管责任到位、

措施到位。

（三）加强协作。加强沟通协调，针对监管中发现的问题，

联络员要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畅通监管信息、形成监管

合力，提升监管效能。

附件：1.重庆市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重庆市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 7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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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黄明会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副组长：周 林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王 卫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刘克佳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成 员：余 奇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主任

王 玲 市卫生健康委人事处处长

邓 莉 市卫生健康委组干处处长

王世纯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处处长

梅政成 市卫生健康委信息统计处处长

叶 凯 市卫生健康委财务处处长

陈 垦 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

潘建波 市卫生健康委体改处处长

李 畔 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处长

张维斌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处长

胡 彬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

幸奠国 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

黄 莹 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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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易 市卫生健康委监督处处长

谢春鹰 市卫生健康委药政处处长

穆卫农 市卫生健康委食品处处长

吴长文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处长

范宏连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处处长

周康祥 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处长

冉茂盛 市卫生健康委宣传统战处处长

唐丽灵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医政处副处长

马泓炜 市卫生健康委审计处副处长

唐松柏 市卫生健康委信访保卫处处长

杨荣刚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处，黄易任办

公室主任。

联 络 员:雷传毅 市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袁 鑫 市卫生健康委人事处

孙 思 市卫生健康委组干处

马 丽 市卫生健康委规划处

尚圣魁 市卫生健康委信息统计处

冉 玲 市卫生健康委财务处

龙清安 市卫生健康委法规处

向 玲 市卫生健康委体改处

杨天蓉 市卫生健康委疾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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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妮 市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

黄元斌 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

全芸辉 市卫生健康委应急办

石任重 市卫生健康委科教处

江雪芹 市卫生健康委监督处

王 皓 市卫生健康委药政处

廖虹涞 市卫生健康委食品处

熊万胜 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处

文 霞 市卫生健康委妇幼处

曹 磊 市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处

传 飞 市卫生健康委宣传统战处

孙海华 市卫生健康委中医医政处

叶雪莲 市卫生健康委审计处

黄光谦 市卫生健康委信访保卫处

周健威 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局

联络员主要职责：与综合监督处建立机制性和日常性工作联

系，全面落实领导小组会议作出的各项决策，承担办公室会议决

定的事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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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分工
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一、明确监管主体和责任
1.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医疗卫生行业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加强党的领导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加强社会办医党组
织建设，批准设立社会办医院时，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同步设置、党的
工作同步开展。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筑牢监管底线。

组干处

2.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整合集中医疗卫生行业监管职能和责任，建立由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负责统筹综合监管的协
调、指导和医疗卫生服务重大案件查处等工作。

监督处
体改处、医政医管处、基
层处、妇幼处、中医医政
处

3. 落实医疗卫生机构自我管理主体责任。引导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各环节自
律，提高诚信经营水平。

医政医管处、
中医医政处 基层处、监督处、妇幼处

4. 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积极培育医疗卫生行业组织，引导和支持其提
升专业化水平和公信力。利用行业组织的专业力量，健全医疗卫生质量、技术、
安全、服务评估机制和专家支持体系。推进普法教育，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和从业
人员依法执业意识，增强公众健康权益意识。完善投诉举报制度。

监督处 法规处、医政医管处、科
教处、中医医政处

二、加强全行业全过程监管
（一）优化医疗卫生服务要素准入。

5.加快推进医药卫生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并向社会
公示。 法规处

人事处、规划处、财务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科
教处、监督处、食品处、
妇幼处、职业健康处、中
医医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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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6.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优化行业准入和行政许可流程，落实医
疗机构、医师和护士电子化注册管理。 法规处

人事处、规划处、财务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科
教处、监督处、食品处、
妇幼处、职业健康处、中
医医政处

7.推进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的跨部门全流程综合审批。 医政医管处 法规处、中医医政处

8.强化市级卫生技术评估支持力量，发挥其决策支持作用。 医政医管处 财务处、科教处、药政处、
中医医政处

（二）加强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监管。

9. 做好医师资格考试、执业注册和多点执业分类管理工作。落实医务人员医
德考评制度和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制度。加强医师定期考核和行风“九不准”（不
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不准开单提成、不准违
规收费、不准违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不准参与推销活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
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不准违规私自采购使用医药产品、不准收受回扣、不准收
受患者红包）等相关制度执行。

医政医管处 基层处、监督处、妇幼处、
中医医政处

10.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和违反医德医风的执业行为，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罚纳入医疗卫生行业信用机制。 监督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科
教处、妇幼处、中医医政
处

（三）加强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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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11.完善全市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健全地方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强

化医疗机构内部质量安全管理，实行院科两级责任制，建立全员参与、覆盖诊疗
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加强临床路径管理。严格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专业、重要岗位、关键环节、高风险人员的监管。推进医
疗质量控制中心建设，定期发布质控报告。协同行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第三
方专业机构，规范开展医疗服务质量评价。健全医疗机构评审评价体系，对社会
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的评审评价实行同等标准。

医政医管处
法规处、疾控处、基层处、
妇幼处、职业健康处、中
医医政处

（四）加强医疗相关产品采购使用监管。
12.加强对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等监管。推行临床药师

制度，强化药事管理和药事服务。建立完善临床用药超常预警制度和对辅助用药、
高值医用耗材等的跟踪监控制度。严格执行中医药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中
药使用和质量管理。加强疫苗采购、储存、运输、使用全流程监管。开展大型医
用设备配置、使用监督和评估工作。

医政医管处、中医医政
处、疾控处、规划处

（五）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综合绩效考核。
13. 全面开展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综合绩效考核，强化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功

能定位、职责履行、社会效益、服务提供、综合管理、成本控制、资产管理、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监管。充分发挥信息化、大数据手段在综合绩效考核和运行监
管中的作用，健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激励约束机制，考核结果与医疗卫生机构财
政补助、薪酬总体水平、负责人晋升和奖惩等挂钩。

医政医管处

人事处、信息统计处、
财务处、疾控处、基层
处、妇幼处、中医医政
处

（六）加强财务监管和审计监督。
14. 加大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基本建设和设备购置支出、负债、对外投资、

资金结余使用等监管力度。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建立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强化
预算约束作用。加强成本核算与控制，在实行医疗业务成本核算的基础上，逐步
推进医院全成本核算。

财务处 规划处、医政医管处、
中医医政处

15. 健全公立医院财务报告、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内部审计和第三方审计机制。 财务处、审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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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七）加强医疗机构分类监管。

16.严格执行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分类管理要求。 医政医管处、
中医医政处

财务处、基层处、妇幼
处

17.加强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资金结余使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其所得收入除
符合规定的合理支出外，只能用于医疗机构的继续发展，不得违反经营目的，不
得将收支结余用于分红或变相分红。加强对营利性医疗机构盈利率的管控，依法
公开服务项目、服务价格等信息。

财务处

医政医管处、中医医政
处

18.对医疗机构损害患者权益、谋取不当利益的，依法依规惩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
监督处、妇幼处

（八）发挥医保对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督制约作用。
19.全面推开医疗保险智能监控，利用信息化手段对门诊、住院诊疗行为及费

用开展全程监控和智能审核，积极探索将医保监管延伸到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
的有效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探索引入第三方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严厉
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对骗取套取医保资金行为依法依规加大惩处力度，保障医保
基金安全。

医政医管处、中医医政
处、财务处、体改处

相关市级
部门按职
责分别负
责

（九）加强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秩序监管。

20.建立健全部门联席会议、联合执法、情况通报等联防联控机制，形成监管
合力。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
监督处、妇幼处

我委与相
关市级部
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

21.严厉打击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出租承包科室、虚假违
法广告、非法行医、非法采供血等违法行为。严厉打击假借中医旗号开展的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

监督处 医政医管处、中医医政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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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22.严厉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为。 医政医管处 人事处、监督处

23.严厉打击骗取、套取公共卫生资金行为。 财务处 疾控处、基层处、妇幼
处、职业健康处

我委与相
关市级部
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

24.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医疗纠纷预防和调处机制。 医政医管处 基层处、妇幼处、中医
医政处、信访保卫处

我委与相
关市级部
门按职责
分别负责

（十）加强公共卫生服务监管。

25.强化各类公共卫生服务的监管，实施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加强
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指导和考核。 疾控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
应急办、监督处、科教
处、食品处、妇幼处、
职业健康处

26.加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情况的绩效考
核和监管，建立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的奖惩机制。 财务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
应急办、监督处、老龄
处、妇幼处、职业健康
处、宣传统战处

27.加强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处置、紧急医学救援等任
务的指导和考核。 应急办

28.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对健康危害因素的监测、评估、预警作用，加强对
传染病、慢性病、严重精神障碍疾病等的监测和分析。 疾控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
应急办、食品处、妇幼
处、职业健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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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十一）加强健康产业监管。

29.建立健全覆盖健康产业全链条、全流程的包容、审慎、有效监管机制，明确
监管责任，提高监测能力。 规划处

医政医管处、科教处、
监督处、药政处、食品
处、老龄处、中医综合
处、中医医政处

30.制定完善新型健康服务监管政策，加强对医疗卫生与养老、旅游、互联网、
食品等领域融合产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完善对相关新技术的审慎监
管机制。通过规范试点、开展评估、公开信息、完善投诉和维权机制等多种方式，
加强行业指导，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规划处

医政医管处、监督处、
食品处、老龄处、中医
医政处

31.加强对药品、医疗器械、康复辅助器具等相关产业的监管，提升相关支撑
产业研发制造水平。

相关市级
部门依职
责牵头负
责

三、完善创新综合监管机制

（一）完善规范化行政执法机制。
32.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以及行

政裁量权基准等制度，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开展执法稽查和案例评查，
加大层级稽查力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程序，做
好案件移送和协查工作。

监督处 法规处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

33.因地制宜将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纳入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合
理配置监管协管力量。 监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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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34.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日常巡查、专项督查、专项整治、处罚后复查等，
建立健全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监管方式。 监督处

规划处、疾控处、医政医
管处、基层处、妇幼处、
职业健康处、中医医政处

（三）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
35.完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健全检查人员、检查对象名录库，完善抽查实施

细则。按照“谁检查、谁公开”的原则，将抽查结果信息通过有效渠道依法向社会公
开，接受社会监督。深入推进“你点名、我监督”及异地交叉执法模式，引导公众有
序参与卫生监督。

监督处

（四）建立部门联动执法机制。

36.加强卫生健康、医保、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联动协调，构建协同监管、
联动响应、联合惩戒的高效联合监管机制。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较大
的案件，建立重大案件处置会商制度，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整治影响群众健康权
益的突出问题。

监督处

（五）建立健全医疗卫生行业信用机制。

37.完善重庆市卫生健康信用信息系统，统一归集医疗卫生行业行政许可、行
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重庆）依法公示。 监督处

人事处、规划处、财务处、
法规处、医政医管处、基
层处、妇幼处、科教处、
职业健康处、中医医政处

38.完善以执业准入注册、不良执业行为记录为基础的医疗卫生行业信用记录
数据库。 监督处

医政医管处、信息统计
处、基层处、妇幼处、中
医医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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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39.落实医疗卫生行业黑名单制度，加强对失信行为的记录、公示和预警。对
市级平台共享的红黑名单实施联合奖惩，实现“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监督处

人事处、规划处、财务处、
法规处、医政医管处、科
教处、妇幼处、中医综合
处、中医医政处

（六）建立风险预警和评估机制。
40.建立医疗卫生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形成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安全和

费用风险监测评估网络。 医政医管处 财务处、基层处、妇幼处、
中医医政处

41.强化对药品和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等安全信息的监测，并及时做好不良事件
的报告和处置工作。

相关市级
部门牵头
负责

42.整合抽查抽检、定点监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等相关信息，加强风险评
估和分析，提高发现问题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规划处、医政医管处、监
督处、中医医政处

（七）健全信息公开机制。

43.完善相关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目录，明确信息公开主体、公开事
项和时限要求。细化院务公开内容和方式。 办公室

规划处、医政医管处、疾
控处、监督处、基层处、
妇幼处、职业健康处、宣
传统战处、中医医政处

44.定期公开医疗卫生机构的执业资质、人员信息、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以及
相关许可、检查、考核评估和行政处罚等信息。

医政医管处、疾控处、基
层处、监督处、妇幼处、
职业健康处、中医医政处

（八）建立综合监管结果协同运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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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 牵头处室 责任处室 备注
45.建立健全综合监管结果与医疗卫生机构校验、等级评审、医保定点协议管

理、重点专科设置、财政投入、评先评优等的挂钩机制，以及从业人员医疗卫生
服务监管结果与职称聘任、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绩效分配等的挂钩机制，进一
步强化综合监管结果统筹运用。

医政医管处
人事处、财务处、监督处、
组干处、中医医政处、中
医综合处

四、加强保障落实
（一）落实监管责任。

46.市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落实监管职责，厘清责任链条，细化责任清单，加
强职能衔接，实行信息共享、协同监管和联合奖惩，将行政管理、执法监督有机
结合，形成监管合力。

监督处 医政医管处、基层处、妇
幼处、中医医政处

市级相关
部门依职
责分别负
责

47.建立市、区县两级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督察机制，将监管履职情况纳入
重大事项督察范围，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监督处 办公室、体改处

48.推动适时制定修订涉及医疗卫生综合监管的地方法规规章和标准。 法规处 相关处室
（二）提升监管能力。
49.健全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加强卫生健康执法监督信息化建设，

实现监管信息互联互通和统一应用。 信息统计处 监督处

50.充实综合监管队伍力量，加强业务培训，推进专业化、规范化、职业化。
加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完善业务用房、执法用车、设备购置、
执法经费以及人员职位管理等保障政策，加强作风和纪律建设。

监督处 人事处、规划处、财务处

（三）加强宣传引导。
51.多种形式宣传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的重要作用，凝聚社会共识，动员社

会各方共同推进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宣
传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宣传统战处 监督处、体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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