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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为“病有所医”提供体制保障 
 

 王虎峰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到 2020 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要求努力使全体人民
“病有所医”。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树立正确的医改理念。一是坚持系统改革的理念。医改不是几项卫生政策的简单调整，而是

整个卫生体制和卫生政策的调整，是整个医疗模式的转变。因此，应深入研究卫生事业发展的规

律，坚持按规律办事，注重做系统性、基础性工作，切不可急功近利。二是强化全局观念。医改

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也不局限于哪个领域，而是牵涉卫生、医疗、药品、社会保障等多个领

域，需要多个部门齐抓共管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因此，应站在全局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医改问题，

而不能站在某个或某几个部门的角度进行研究和决策。三是树立公共管理的理念。在健全医疗卫

生体系的过程中，应区分卫生、医疗、药品、保障等不同领域的特性，按照各领域的发展规律，

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调动公共部门及非营利和私营组织

等社会力量参与，共同实现医改目标。四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由过去习惯以管理者为中心来

提供服务，转向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提供服务；由习惯向单位人提供服务，转为向社会人提供服务，

更加注重面向大众、面向普通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适时调整卫生医疗干预路径。目前，严重影响居民健康、造成巨大医疗负担的是一些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根据危害健康的因素的发展变化，应实行“加强预防，巩固基层，采取积极的医疗

政策”的干预政策。加强预防，就是强化公共卫生中的薄弱环节，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减少和控

制疾病的发生；巩固基层，就是在战略上调整卫生资源，将人力物力投入向基层倾斜，将工作重

点转向农村和城市社区；采取积极的医疗政策，就是在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领域落实“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的思想，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控制小病向大病发展，阻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蔓延，全面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 
  建立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第一，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确保公共卫生

和医疗服务目标。深化有关公立医院改革，科学解决公立医院的收入来源问题，建立同公益目标

相适应的医生绩效考评体系和薪酬体系，遏制和化解医院的创收冲动。第二，在增加财政投入的

同时，采取更加积极的医疗政策。不单纯追求投入的规模以及卫生投入占 GDP 的比重，也不仅
看经济效益指标，而是要跟踪监测居民健康指标，不断调整和优化投入方向和卫生干预路径，在

预防大病的同时积极预防小病，重点控制多发病、常见病，使卫生成效随着投入增加而同步提高。

第三，重点支持和培养乡村医生和城市社区医生，使卫生资源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相匹配。在增加

对基层医疗卫生设施、设备投入的同时，注重对专业人员的培养，特别是对城市社区医生和农村

医务人员的长期培养和支持。第四，通过药品产业政策调整和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综

合治理，解决医院“以药养医”和药费比重占医疗总费用过高的问题。这是当前突出的问题，也

是检验医改成效的重要指标。第五，坚持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鼓励社会参与并重，使卫生投入具

有可持续性且富有效率。对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医疗保险等领域，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竞争、

鼓励创新，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