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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农民根据自身意愿报名参加、以大病

统筹为主、农民互助共济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参保农民多、覆盖地域广，

应用管理复杂。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各个乡镇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结算网络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可以有效地提高合作医疗工作的业务效率和业务水

平，高效便捷地为政府、社会和民众服务。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管理的

现代化水平，将管理信息系统引入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中，建立起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设计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是本课题研

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主要介绍了一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过程。该系统是

作者根据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实际情况，开发的

一个适合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通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本

文采用软件工程的思想，综合运用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系统分析及设计

等有关知识完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实现。在系统

的实现过程中，利用了面向对象的技术，通过对类库的继承，加快了开发的速度，

提高了软件的可靠性，同时通过使用触发器和存储过程等技术，提高了系统的适

应性和安全性。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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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s implemented by government, 

farmer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shes to enroll, serious co-ordination, farmers' aims 

at treating farmers medical Huzhugongji of system, the insured farmers, wide 

geographical coverage, and the complexity of application manag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expenses and settlement network 

covering the majority of rural townships and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work of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and 

business level,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peop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business manage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a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and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s the main 

problem of this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system i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under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policy, as well as a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 suitable 

generic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idea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integrated use of network technology, databas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knowledge to complete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ystem, the use of 

object-oriented technology, inherited by the class library, to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oftware, through the use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riggers and stored procedures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system adaptability and security. 

Keywords: New Type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Information System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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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1.1 课题的背景及来源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类医疗机构分布广泛。由于各省市、县乡（镇）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各地区医疗水平发展的不平衡。医疗资源大量集中

分布在各大、中型城市里，且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障制度或医疗保险制度正在该类

地区日益完善和推广，使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能够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和医疗

保障（保险）[1]。而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占总人口数 80％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其医

疗资源又较为缺乏，医疗水平也相对落后，多数农村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

步萎缩并解体，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几乎完全变成了自费医疗，广大

农民陷入了小病不看、大病多病不敢看的窘境，看病成了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民

迫切需要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希望政府为他们解除患病之忧。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提出要“建立适应新形

式要求的卫生服务体制和医疗保健体系，着力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提高城乡

居民的医疗保健水平”。卫生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农村卫生、公共卫生和人民

群众的基本卫生服务[2]。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改善

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健全农民医保体系的根本措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在政府

组织、引导、支持下，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

为主的农民医疗互相共济制度。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与知识的时代，卫生信息化是中国卫生行业面向二十一世

纪信息社会重要的发展战略，是行业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主题。知识经济信息时代

日益向我们走近，计算机科学的普及也越来越快速地发展着，从事各级农村合作

医疗工作的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管理者同样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用智能化的

管理、信息化的手段来开展各级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项政策性

强、牵涉面广、信息量大、管理要求高、涉及千家万户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工作

真正落实。 

目前,我国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进程越来越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已成为“十一五 ”规划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各地区都在逐步推

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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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返困、因病致贫的问题[3]。 

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深入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中参保人数

多、覆盖地域广、应用管理复杂的工作特点放映出目前的手工处理方式已无法满

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需要,借助以计算机为操作工具和以通信网络为传输

手段的信息系统来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数据和操作流程进行规范、管理已

是势在必行。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截至 2008 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合作医疗）制度在历经 5 年

多的发展之后， 实现了覆盖全部农村地区居民的制度设计目标， 合作医疗制度

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4]-[6]。据 2008 年 12 月底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与

2004 年试点初期相比， 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的县（市、区） 数已由最初的 333 个

扩展至 2 729 个， 参合人数由 0.80 亿增加到 8.15 亿， 参合率由 75.20%提高至

91.5%。合作医疗在逐步实现全面覆盖农村地区居民既定目标的同时， 伴随而来

的是合作医疗管理经办工作业务量的迅猛增长[7]。而传统的、依靠手工或半手工

方式进行的日常管理与经办工作， 其工作效率及数据资料收集的准确性、及时

性、真实性以及数据资料进一步挖掘的能力与深度等方面，均已暴露出明显的不

足。时间紧、任务重已成为合作医疗管理经办工作的真实写照，人员紧缺、任务

繁重和监管乏力的现实， 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平稳健康发展形成制约[8]。因而， 为

不断提高各级合作医疗管理经办部门的能力和效率， 适应合作医疗迅猛发展形

势的需要， 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合作医疗管理中信息化管理手段的运用， 充分利

用各级财政补助资金， 不断加大当地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力度[9]。中央财政从

2004 年开始在中央公共卫生专项转移支付中设立合作医疗管理能力建设专项， 

2004~2008 年，累计对中西部地区新增试点县的县、乡级经办机构投入达 3 亿

多元用于计算机和打印机购置，为合作医疗信息化管理提供必要的硬件条件[10]。

2006 年， 安排了省级合作医疗信息平台建设专款 13200 万元，在中西部地区

22 个省（区、市） 的省级卫生信息网络的基础上扩建合作医疗信息平台，建立

数据库，配备必要的硬件和软件[11]。2008 年，中央财政再次拨出专款，进一步

支持中西部地区县级合作医疗数据中心的建设。随着国家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

长目标的提出， 在未来几年中，中央财政将会继续增加对各地合作医疗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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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财政支持，各地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基本条件将日趋成熟。除硬件、网络等

方面的支持外，为规范全国合作医疗信息系统的建设， 避免盲目建设， 增加未

来整合成本，国家卫生部先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基本规范（试

行）》和《关于合作医疗信息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以指导各地进行信

息化建设， 保证信息化建设的规范、有序推进和运用[12]。 

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地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卫生部规范

性和指导性文件的指引下， 克服诸多困难，全国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工作进入

了实质推进阶段，县级已基本实现了计算机管理，省级平台建设稳步推进。为进

一步了解和分析各地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

性的建议，促进各地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本文以各地上报工作信息中相关内容

为基础，结合部分省份现场调研，对各地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情况进行汇总与分

析。 

目前我国新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如下。 

（1）就医认证过程复杂 

由于目前新农合实行的是以户为单位的管理模式，每户一张纸质参保卡，每

年人员调整工作量大，时间长，而且容易产生误差;另外由于参保人员就诊登记

时不一定带参保卡，即使带了由于家庭结构变更的原因，使原纸质参保卡记录内

容已不准确，从而在住院登记时，需要一个手工认证的过程(通过就近的结报点

软件查询核对身份)，这样处理时间长，容易产生误差，效率低[13]。 

（2） 中心处理能力相对下降 

随着网络上业务量的增多，中心处理能力相对下降，从而使个别医疗机构出

现数据传输不畅的现象，进而造成数据维护工作量加大。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很多，

就新农合系统这头来分析，主要原因是目前整个系统在架构上采用的是二层 C/S

结构，客户端负责与用户交互，服务器端保存数据和响应客户端数据处理要求，

它也可以包括一部分业务逻辑。网络上的业务点(结报点、管理点、医疗机构点

等)直接与中心数据库发生数据通讯,当业务量密集时很容易发生并发从而造成传

输失败等现象[14]。 

（3） 结算和审核流程较繁琐 

当前系统审核给付过程太细，单笔审核流程虽然增强了安全性，但处理过程

步骤多，结报员工作量大，对帐给付效率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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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研究内容及意义 

1.3.1 研究内容 

本系统以新农合组织、管理与运行的基础信息收集和业务管理为主，主要分

为参合、补偿、基金管理及会计核算、统计查询等，实现以县为单位的在线审核、

结算、实时监控以及数据上传等功能。中心业务系统与辖区内的所有新农合定点

医疗机构实现网络互联互通，与所有医疗机构的医院管理信息系统 HIS 进行无缝

对接，并做到与省级信息平台的无缝对接。 

1.3.2 研究意义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区别是由过

去的村办村管、村办镇管、农民自主参加为主转为以县级政府为统筹单位、农民

自愿参加、政府财政补助的形式。为了确保制度顺利实施、规范运作，在经费征

缴、基础数据库建立、费用审核结报、资金管理、查询分析以及各医疗机构相关

配套制度的执行等方面，手工处理方式不可能实现高效快捷、方便农民群众的目

的。因此，只有建立计算机网络才能实现业务和信息的实时交流，才能实行业务

和数据的即时处理，才能使业务操作和业务管理自动化，从而达到高效、便捷的

目的，减少病人往返奔波之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系统的业务要素由农合中心(以县级为单位)、乡/村/

组信息、参合人、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参合家庭和银行组成。其中农合中

心是整个系统的中心，它是系统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参合家庭和参合个人是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系统的服务接受者；定点药店和定点医疗机构提供服务，银行

提供实际费用支付或者交换等服务。总的来说课题的研究具有如下意义。 

1）可以满足各级农村合作医疗机构不同层次和岗位使用者的需要； 

2）能促进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开展，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使农民切身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有利于农村其他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农村稳定，在保障农村

群众身体健康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3）可以提高使用单位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确保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得

以充分实施；  

4）有效地提高了合作医疗业务办理的服务质量与效益，提高了合作医疗信

息化管理水平，加快了农村合作医疗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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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论文章节安排 

第 1 章是绪论，讲述本文的开发背景以及目的、意义。 

第 2 章是系统开发技术的简介，重点介绍了信息系统开发的方法和开发系统

所用到的软件技术方面的知识。 

第 3 章是系统需求分析，主要介绍了系统的功能需求、性能需求，运行需求

和系统流程图。 

第 4 章是系统的总体结构的设计，主要介绍了系统设计的原则、系统的总体

结构和系统的功能模块，而重点介绍了系统的功能模块。主要是针对几个功能模

块：信息修改、信息录入、查询与报表打印等模块进行设计。 

第 5 章是系统的主要模块和数据库设计与实现，主要介绍了数据库设计步骤：

数据库需求分析、数据库概念结构设计和数据库逻辑结构设计，重点介绍了数据

库逻辑结构设计。 

第 6 章是系统的测试与调试  

第 7 章是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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