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医疗机构投诉接待处理“十应当”

一、应当建立“一站式”投诉解决模式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投诉接待处理模式，

实现门诊、病房等投诉解决“一站式”服务，按照《医疗机

构投诉管理办法》要求，由医疗机构投诉管理部门（或投诉

管理专（兼）职人员）专门负责，达到统一受理、统一调查、

统一协调、统一办理、统一反馈要求。

二、应当建立畅通、便捷的投诉渠道

医疗机构应当设置专门的投诉接待场所，在显著位置公

示投诉接待时间、地点、联系方式和投诉处理程序，接受走

访、信函、电话、电子邮件投诉等多种投诉方式，建立畅通、

便捷、高效的投诉渠道。

三、应当落实首诉负责制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落实首诉负责制，各科室、部门和医

务人员接到患者投诉时，应当对患者进行情绪安抚，沟通了

解患者相关诉求，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尽快予以解决，超

出职责范围的事项引导患者到投诉管理部门处理。

四、应当及时避免或者减轻损害

对涉及医疗质量安全、可能危及患者健康的，医疗机构

应当立即采取积极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的损



害，防止损害扩大，并妥善安抚患者情绪。

五、应当及时核查处理投诉

涉及到医务人员服务态度、收费等问题；就医过程中存

在不满，提出退号、退药、退费等要求；对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内容、流程、场所环境设施等不满，要求核查处理并改进

的问题等情形，能当场核查处理的，投诉管理部门应当及时

查明情况，当场核查解决，向患者反馈处理意见。

六、应当按时反馈处理意见

对无法当场核查处理的，投诉管理部门应当将情况反馈

至被投诉科室，被投诉科室调查核实后将书面处理情况或处

理意见反馈至投诉管理部门。涉及多个科室的，投诉管理部

门应当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

必要时组织相关科室负责人共同接待。投诉管理部门应当按

照《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将处理情

况或处理意见反馈患者。

七、应当引导依法处理

对处理不满意、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投诉管理部门应

当向患者告知医疗纠纷处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途

径和处理流程，解决诉求所需的主要证据及获得方式，引导

患者通过调解、诉讼等途径解决，并做好解释疏导工作。

八、应当积极防范高风险案例

医患矛盾激烈、已经或可能发生暴力事件的案例，医疗

损害后果严重的案例，已经或可能引发重大舆情的案例等，



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采取相应风险防范和矛盾化解措施。投诉

处理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引发危害患者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扰乱医疗秩序等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

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警或报告，同时向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报告。

九、应当建立重点投诉处理回访机制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重点投诉处理回访机制。根据投诉问

题及办理结果等因素，对重点投诉适时采取电话或调查问卷

等形式进行回访，对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进行追踪。通过患

者回访，对接待和处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分析，逐步提

高医疗机构投诉管理水平。

十、应当加强投诉闭环管理

医疗机构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投诉分类标准，从投诉

内容、科室部门、时间、人群等不同维度进行定期汇总、分

析投诉信息，梳理普遍性、焦点性问题，发现医疗服务管理

漏洞，并重点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坚持持续改进，

形成“投诉—分析—整改—避免发生”的闭环管理模式。同

时，医疗机构应当根据投诉情况，及时梳理和掌握投诉多发

科室、环节和人员，加强对重点科室和重点人员的管理和指

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