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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发票管理中 PDCA循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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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发票作假频频发生，已经严重危害到我国经济运行健康发展。笔者尝试运用PDCA循环管理有

效管理医院发票，从根源上控制假发票流入，帮助完善医院相关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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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DCA循环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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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是指一切单位和个人在购销商品、提供劳务或

接受劳务、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所提供给对方的

收付款的书面证明，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会计核算

的原始依据，也是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重要依据。同时发

票还是审计机关、税务机关执法检查的重要依据。因此，

发票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PDCA循环管理是全面质量
管理遵循的科学程序，可广泛应用于医院等事业单位，笔

者结合工作实践，从某大型医院发票管理方面，探讨PD⁃
CA循环持续改进的应用。
一、PDCA循环原理
PDCA循环又称“戴明环”，是管理学中的一个通用模

型。最早由美国质量统计控制之父休哈特（Walter A.
Shewhart）提出的PDS（Plan Do See）演化而来，在1950年，
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Edwards Deming）博士带到日
本，在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PDCA循
环示意图如下：

二、发票管理采用PDCA循环的可行性分析
PDCA循环是能使任何一项活动有效进行的一种合

乎逻辑的工作程序，是开展所有质量活动的科学方法，特

别是在质量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获得了经济成

效。同时，PDCA循环也是个不断上升、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票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一个方面，其管理方式与PDCA
循环有一定的吻合。可以将发票管理划分为发现问题、实

施整改、再次检查、收集成效并进一步改进四个阶段，形

成PDCA循环模型。
此外，PDCA循环有着周而复始、大环带小环、大阶梯

式上升、科学统计的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发票管理工

作，在每个循环结束之后解决已发现的问题，并发现新问

题，然后在下个循环中解决，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管

理水平逐步上升的过程，这样可以使管理的思想方法和

工作步骤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图像化和科学化。将PDCA
循环融入发票日常管理工作，能对假发票控制起着积极

的作用。

三、某大型医院发票管理的PDCA循环分析
1. 计划（P）。
（1）发现问题。医院审计部门专项抽查了财务

科2012年1月份和2月份各科室上报财务科报销或
者转账的凭证，报销费用超过1 000元的，或者单张
发票不超过 1 000元，但同一公司单张报销凭证累
计金额超过1 000元的发票。
从中发现问题有：发票代码及号码与开票单位

的税务登记号不相符，非该纳税人购买；发票的开

票单位无工商登记或已注销；发票是真发票，但未

盖章等。

（2）原因分析。针对上述检查问题，成立了包括
纪委书记在内的因果图分析小组，利用鱼骨图工具

对医院假发票来源进行原因分析，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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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D）。针对上述检查问题，审计部门制定了一
系列整改计划。

首先，制作并发放整改通知单至问题发票部门，责令

其查明原因，并将问题公司所有发票进行检查，若查实为

开具问题发票公司，则列入医院不良记录公司名单，终止

以后与其业务往来。

其次，在院务会及院早会通报假发票检查情况，引起

各部门各领导重视，要求积极完善发票管理，并对相关部

门进行发票真伪网上查询培训。

为在以后工作中更好地促进规范发票的使用和管

理，规范发票报销流程，审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结合医院实

际制定出台了《假发票管理制度》，实行“谁经手，谁负责”

制度，由经手人、财务科、审计部门三重把关，经办人收到

发票后，应登录发票开具所在地税务局网站自行比对发

票，若比对不成功，及时联系供应商，要求重开具正规发

票。财务科每月对科室报销的各类发票指派专人进行抽

查，抽查量应占报销发票的20%，并对抽查的发票逐一登
记发票抽查清册，每月月底将该月发票清册经抽查人签

字后交予审计部门备案。审计部门每年对发票进行不定

期专项检查（每年随机抽查两个月的发票），对抽查的发

票逐一登记发票抽查清册，并自行备案。

此外，在管理制度中加大查实假发票处罚力度，根据

责任不同经办人、财务科及审计部门按照不同比例进行

处罚，并在以后工作中做好整改工作：①任何环节检查发
现假发票后，均通知经手人，并由经手人联系供应商，要

求更换发票，重新报销。②对于发现假发票的公司，由纪

委办、财务科、报销科室人员组成联合检查

组，全部核查一年内的报销发票，发现问题，

要求其整改，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

交与经侦部门立案调查。③发票报销科室为
落实整改的第一责任科室，对假发票的落实

整改负责。

3. 检查（C）。审计部门为检查《假发票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于 2013年再次抽查了
财务科本年 5、6月份发票。本次抽查问题发
票数量较上一年度明显减少，多为不规范发

票，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开具发票抬头不规

范、发票章与公司名称不相符等。

4. 处理（A）。审计部门将本次检查问题
再次向院领导汇报，责令相关部门整改问题

发票，按医院规章制度进行处罚，并在院务

会讨论下一步持续改进空间，对不规范发

票，审计部门将与发票经手人及财务科进行

沟通，在今后收支活动中杜绝不规范发票报

销，尽力做到在上级检查中无纰漏。

四、PDCA应用成效
某医院从使用 PDCA循环整改发票问题以来，问题

发票数由 52张递减到 8张，涉及公司数由原来 18家递减
到 5家，涉及金额由 16万元递减到 8万元，分析问题发票
占抽查发票数量的比率也有大幅度下降，表明使用PDCA
循环管理模式使医院发票管理内部控制得到有效保障，

工作开展卓有成效。

该医院使用 PDCA循环后，更加注重其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在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等各方面均有显著提高，医院根据自身情况，设

立了相应内部控制制度，并规范了业务流程，从而规避相

应风险，从根源上控制假发票数量。形成了岗位责任制，

由多个部门介入达到制约效果。通过PDCA管理，使医院
员工增强了风险意识，在日常工作中主动自查假发票，医

院发票管理水平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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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假发票产生原因鱼骨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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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PDCA循环管理模式成效分析表

注：问题发票率=问题发票数/抽查发票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