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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移动支付平台在医院应用的价值探析 

白 晶，夏令强* 

海军特色医学中心信息科  上海 

【摘要】目的 探究在"互联网+"背景下，将移动支付平台应用于医院的效果。方法 均采用随机抽样方

法，201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末月为应用前，选取在我院未应用移动支付平台支付的患者 300 例为对照组，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末为应用后，选取在我院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支付的患者 300 例为观察组。将

对照组与实施移动支付平台后的观察组效果进行对照。结果 在每组 300 例患者中，与对照组传统银联退款

延迟时间相比，观察组中微信、支付宝银联退款延迟时间可减少 8h，其中其中银联 MIS-POS 共减少 96h，
支付宝共减少 120h，微信共减少 112h；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退款成功率较高，以及漏收差错率、未收

差错率、多收差错率均较少，2 组统计无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前的就诊率为 82.0
0%，应用后为 96.00%，应用后就诊率较高（P＜0.05），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前的患者爽约率为 18.00%，

应用后为 4.00%，应用率的患者爽约率大大降低（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在挂号、取药、

候诊、付费、就诊等流程所花费的时间均较短（P＜0.05）；在对照组（81.67%）与观察组（92.00%）的就

诊满意度对照中，后者满意程度更高（P＜0.05）。结论 在"互联网+"背景下，将移动支付平台应用于医院

支付方式中，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医院的财务管理效率，提高患者就诊率，并缩短患者的结算等待时间，同

时也大大提高了患者对医院就诊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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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to hospit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Methods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From January 2018 to December 
2018 as the pre-application, 300 patients who did not use the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to pa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from May 2019 to May 2020 as the application Then, 300 patients who were paid 
by the unified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implementing the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Results In each group 
of 300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UnionPay refund delay tim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WeChat, Alipay 
UnionPay refund delay tim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uld be reduced by 8 hours, of which UnionPay MIS-POS 
decreased by 96 hours, and Alipay by 96 hour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fund success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and the error rate of missed, unreceived, and over-received errors were all lower,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rate of seeing a doctor bef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unified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was 82.00%, and that after the application was 96.00%, and the 
rate of seeing a doctor after the application was higher (P<0.05). , after the application was 4.00%, and the rate of 
patients with application rate was greatly reduced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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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group spent less time in the processes of registration, taking medicine, waiting for a doctor, paying for 
a doctor, and visiting a doctor. (P < 0.05);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ontrol group (81.67%)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92.00%), the latter was more satisfied (P < 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applying the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to the hospital payment method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hospital's financial management efficienc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visit rate, shortening the patient's 
settlement waiting time, and also greatl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performance. Satisfaction with hospital visits. 

【Keywords】Internet+; Mobile payment platform; Hospital; Application value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医疗”行动计划的快速

发展，医疗机构专注于为患者提供全 环 节信息化

医疗服务。随着医院门诊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人们

生活习惯、支付习惯的改变，传统的支付模式已经

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医院要积极探索内部控制建

设，逐步推出各种支付方式，其中微信、支付宝等

移动支付给患者和医院带来了便利[1-2]。对于患者来

说，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实现多渠道支付可以大

大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将

移动支付引进医院信息系统，在医院运行发展中所

起到的作用愈发显著，可分流患者就诊时间，且医

院目前的支付平台已经和医保联动，也可以使患者

和医院之间的资金往来更加清晰。因此，在此背景

下，今后医院将更多地通过移动端来解决结算问题，

并积极探讨如何做好移动支付推广和应用工作。为

了探究在"互联网+"背景下，将移动支付平台应用于

医院的效果，本研究选择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应用前、

应用后的相关患者和数据进行分析统计，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均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在我院 2019 年 1 月

至 2019 年 12 月末未应用移动支付平台支付的患者

200 例为对照组，选取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4 月

末在我院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支付的患者 200 例

为观察组。对照组中，男、女患者分别为 142 例、158
例，平均年龄为（38.67±5.69）岁；观察组中，男、

女患者分别为 148 例、152 例，平均年龄为（37.95±
6.45）岁。两组的一般资料相比，没有明显差异（P
＞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尚未应用移动支付平台进行支付，

即其支付手段以人工窗口现金、pos 机支付这类传统

支付为主。 
（2）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我院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支付，

包括微信、支付宝移动支付，以及银联快捷预付金

支付，医院内部系统提供标准化的收费接口，患者

在包括、微信公众号、自助机、支付宝服务窗以及

其他处均可完成移动支付和查询、预约挂号等，以

满足患者多样化的缴费需求。 
1.3 观察指标 
（1）统计 2 组的电子交易退款的平均退款延

迟时间，以传统银联退款延迟时间为参考。 
（2）统计 2 组的退款成功率、漏收差错率、未

收差错率、多收差错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

经 t 检验，计数资料经2检验，以（%）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统计 2 组的电子交易退款的平均退款延迟

时间 
在每组 300 例患者中，与对照组传统银联退款

延迟时间相比，观察组中微信、支付宝银联退款延

迟时间可减少 8 h，其中其中银联 MIS-POS 共减少 9
6h，支付宝共减少 120h，微信共减少 112h，。 

2.2 统计 2 组的退款成功率、漏收差错率、未

收差错率、多收差错率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退款成功率较高，以

及漏收差错率、未收差错率、多收差错率均较少，2
组统计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随着“互联网+医疗”的理念深入人心，传统的

人工结算逐渐落后，各种支付方式被人们广泛接受。

因此，医院实际业务从业人员应充分把握技术要求，

提高医疗水平，将移动支付引入医院门诊，打造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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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的移动应用平台，真正让患者少排队、少跑

腿，以显著提升医院的患者体验和财务管理[3-4]。 
结合本研究结果，分析在"互联网+"背景下，在

医院应用移动支付平台的主要优势在于： 
（1）降低医院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 
传统的医院结算模式是单一、滞后的，新增支

付方式时，医院内所有相关系统都需要进行改造，

医院会计人员工作重复性强，且效率低下。医院采

用统一的支付平台后，通过微信、支付宝、窗口等

多渠道进行挂号和费用结算，可以减少相关的收费

员和费用窗口，成为患者自助服务，改善治疗模式，

不仅可以统一开发接口进行整体管理，还可以降低

开发成本[5-6]。购买相关机器确实是一笔额外的费用，

但从长远来看，也可以提高医院声誉，以及满足医

院运营建设需要。同时也减少了患者来院的次数和

时间，可导致院内停车、休息等候等患者需求较少，

不需要过多的人员去维护医院的日常秩序，减少外

来人员在医院发生纠纷的情况发生，有利于创造一

个轻松和谐的医疗环境，从而大大降低了医院管理

人流的运营成本。此外，着眼未来发展，开展新的

支付平台建设，有助于医院将更多资源集中在核心

业务上[9-10]。 
（2）提供智能化的财务对账方式 
医院统一支付平台可以提供电子化、智能化的

对账，充分发挥辅助医疗功能的关键作用。在统一

支付平台推出之前，财务对账的整体数据还存在很

多问题。在收费过程中，由于收费员需要处理大量

业务，处理工作繁琐，容易出错，还可能因假币等

风险遭受损失。实施统一支付平台管理后，借助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平台成为医院各收

费端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连接的桥梁，可以处理异常

对账，避免现金托管问题，有效降低漏收、不收等

差错发生率。另外，在统一支付平台上可以完成一

键式的票据采集和自动对账，节省了财务对账所消

耗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通过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

体系和财务对账模块，确保医院资金的安全完整[7-8]。

因此，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

退款成功率较高，以及漏收差错率、未收差错率、

多收差错率均较少，2 组统计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减少患者排队难、看病难问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

在挂号、取药、候诊、付费、就诊等流程所花费的

时间均较短（P＜0.05）。分析其原因为，第三方支

付平台应用后，改变了传统人工收费模式造成的医

院窗口排队现象。患者携带手机到医院就医，可以

直接在手机、自助机等移动终端上申请移动支付。

比如患者通过微信官方账号预约挂号，选择预约日

期和相关科室列表；也可以预约体检，查询体检情

况等，并将检测结果自动发送至患者手机。可以使

用自助机和有效证件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二维码

进行扫码；可以根据需要使用手机 APP 绑定医保卡

或社保卡，实时获取医疗信息，保证患者各项费用

的清晰透明，方便患者与医生实时在线沟通。针对

耗时的支付环节，应用多种支付结算方式，可以大

大缓解窗口人员数量聚集的压力，简化就医流程。

同时，本院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前的就诊率为 82
.00%，应用后为 96.00%，应用后就诊率较高（P＜0
.05），应用统一移动支付平台前的患者爽约率为 18
.00%，应用后为 4.00%，应用率的患者爽约率大大

降低（P＜0.05）。分析为随着医疗服务效率的进一

步提升，移动支付平台可以完成多个医保平台的日

常自动对账和数据交换，可以进一步增加医患之间

的粘性，提高医院就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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