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０年７月第３卷第７期

·书　　评·

《卫生与增长》书评

雷海潮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　文献标识码：Ｃ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８２．２０１０．０７．０１２

　　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对卫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
关系高度关注，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揭示两者之间的

关系。但结论不一，观点相左甚至冲突，尚没有统一

的全面结论。世界银行近期出版的《卫生与增长》

（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一书基于已有的丰硕研究成果，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评价。

该书在我国深化医药体制改革之际发布非常及

时，将对指导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卫

生改革具有积极作用，对于各国政府机构科学决策

提供良好参考。该书通过严肃科学的分析，利用迄

今为止能够得到的科学证据，对卫生与宏观经济增

长之间关系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提供了富有启发价

值的研究结论；该书的出版将对帮助认识卫生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改善公共政策，提高卫生投入的绩效

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来讲，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新唤起了对于什么是健康的讨论和研

究。我们在日常研究和讨论中已经习惯性地使用诸

如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或者发病

率、患病率等指标来描述健康问题。但该书中强调

的观点是，这些指标仍然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精准

的。造成健康测量难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指标的选

择，甚至对健康的内涵也没有达到学术上的共识。

迄今为止所使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虽然被普遍

接受，但在学术上仍不够严谨。因此，如何准确地测

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健康状况仍然是一个尚未

解决的技术问题。由此，也带来了研究卫生与经济

增长之间关系的巨大难度。

第二，强化了营养、早期教育等婴幼儿发展的重

要性。书中从历史经济学的角度，借用诺贝尔奖经

济学奖得主Ｆｏｇｅｌ的研究，论证了人类几百年健康水

平的改善主要归因于食物的丰富、营养改善以及受

教育水平的提高等，而这些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是肯定的。这些证据和观点为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

发展，特别是如何保持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利用的

信息。

第三，强调了公共卫生等基本卫生服务对健康

的贡献作用以及投入这些领域的必要性。自上世纪

９０年代初以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反复强调了在
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的重要性，基本卫生服务是公共投入的优先选择。

本书再一次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虽然不具有理论创

新性，但是对于指导提高公共投入的产出效果是有

实践意义的。上述观点在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

版物中也多有反映，如２００８年世界卫生报告《初级
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

第四，强调了公共投入的效率问题。书中从经

济学的思维出发，给出了这样的逻辑：卫生投入不一

定能够改善健康水平；健康水平的改善也未必推动

经济增长。即使能够证明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也不意味着必然向卫生领域增加公共投入，这是

因为可能存在投入产出效率更高的领域。要把更多

的公共资源投入卫生领域必须证明其回报价值是比

较高的。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些观点是有道理

的。公共投入必须追求产出和回报的高效率，这是

公共政策决策者应当牢记的基本原理。

第五，突出了卫生系统内部治理和管理的重要

性。该书严肃地提到各国卫生系统内部存在的低效

率问题，对卫生人员激励约束不当是导致卫生系统

绩效不明显的可能原因。如果能够显著改善卫生系

统的内部管理、提高效率的话，也许可以证明，更多

的公共投入可以带来更好的健康，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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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则有利于公共资源更多地向卫生系统投放。

但读者朋友在学习该书给出的重要信息和结论

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该书的局限性。第一，该书主

要利用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对其他学科研究结

果收集不够。为了强调学术性和客观性，该书利用

的多是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其他方面的研究

重视不足。而这可能导致研究结论方面的局限性和

片面性。第二，该书在论及公共决策时对伦理学、管

理学、社会学等重视不够，甚至基本未注意到这些领

域知识对公共决策的帮助作用。现实中的公共决策

过程相当复杂，不可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观点来思考

问题，还需要其他社会科学的支撑，如政治学、社会

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等。比较遗憾的是，该书对

这些学科的视角和观点未给予充分的重视。如在现

实中，决策者除了考虑一项活动的经济投入产出效

果外，还会顾及政治承诺和影响、社会反映、人的权

利、法律约束、政府职责等等，单独依靠经济学是不

可能做出完善全面的科学决策的。第三，该书的观

点和结论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书中主要利用的

是既有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是在一定的技术局限

性的情况下完成的，所得结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印记，

未必能够反映长远的发展规律。请读者朋友一并

关注。

对于本书及其所涉及的相关研究，我还有几点

建议：一是加强对健康和经济增长的测量问题研究。

要从学术上，进一步界定健康和经济增长的内涵，使

用更加全面综合的指标或者指标体系来反映健康和

人类财富的变化。当前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也是有缺

陷的，难以真实反映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情况。这些

基础性研究，将可能导致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

的新结果。二是该书可在收集经济学证据的基础

上，今后考虑将更多的证据纳入研究视野，以增强全

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以在后续版本中加以完

善。三是建议国内积极开展类似研究。我国研究卫

生经济学的专家学者本来就少，而研究卫生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人员就更为稀缺。然而，这是一个基本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资源开

展相关研究。我国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研究领域的国

际动态，加强本土化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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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与中国启动联合项目应对与食品相关的挑战

　　联合国与中国政府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１日启动“改善
中国最弱势妇女和儿童群体的营养、食品安全和食

品保障状况联合项目”。该项目由联合国粮农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

粮食计划署及世界卫生组织共８家联合国机构及农
业部、商务部、教育部和卫生部等１６家中国政府部
门共同实施。项目为期三年，将在陕西省的镇安和

洛南、贵州省的盘县和正安、云南省的武定和会泽等

六个贫困县展开。

联合项目旨在解决中国有关食品的一些挑战，

如儿童营养状况的巨大城乡差异，母乳喂养率低下

且持续时间不足，及儿童缺乏碘、叶酸和维生素 Ａ
等。该项目力求通过推广六个月纯母乳喂养、向妇女

儿童提供微量营养补充剂、强化食品配方等措施，减

轻试点县贫困妇女和儿童的营养不良及微量营养缺

乏状况。在食品安全方面，项目将努力使试点地区

的儿童食品生产与加工更加安全，符合国家食品安

全法的要求。此外，项目还将充实全国妇女儿童营

养状况数据库，包括营养不良的程度、分布、类别和

原因。这些信息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行动及影响决

策有着关键作用。

项目还将整合六个试点县的证据，鼓励决策者

将项目推广到全国。试点取得的经验教训将为制定

儿童营养与食品安全的政策、指南、规定及标准提供

参考。

（来源：联合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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