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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陕西省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媒体报道及影响分析

党静萍
１　张　美１　庞　瑞１　胡书孝２　王明旭３

１．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２．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３．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自实施伊始就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与争相报道，本文通过对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４月期间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媒体报道资料进行文本研究，发现了２０１０年两会前后媒
体报道观点的不同，并运用传播学中的几个重要观点来解释与分析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综述国内外各大媒

体对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报道情况，阐述这些报道在神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在此基础上，总结

媒体报道中所反映出来的热点问题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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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县推行“全民免费医疗”正值国家医改方案

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２００９年
５月中旬，百度“神木免费医疗”词条每天达到了８万

多条。截至 ２０１０年 ５月，先后有来自中央、省、市
１５０多家报刊前去了解报道，中央电视台一、二套和

新闻频道五次报道３小时１０分钟，并两次重播，法国
《世界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国外媒体也作了报

道，共接待记者１５０多人次，并专门举行了一次全民

免费医疗新闻发布会。

１两会之前媒体报道褒贬不一

２０１０年两会前，对于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这

样一个涉及民生的重大问题，媒体报道反响强烈，不

到一年时间１００多家媒体争相报道，各大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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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纷纷予以推荐报道。一时间神木“全民免费医疗”

成为各媒体关注的焦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运

行之初的神木“全民免费医疗”，媒体褒贬不一，否定

性报道和质疑性报道相对占据主导，调查显示，这类

报道占到了全部报道数的６５％。虽然有的媒体持肯

定态度，认为神木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开国内之先

河”，是公共财政向民生倾斜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

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但绝大多数

媒体则对“全民免费医疗”提出质疑，认为它是“违背

市场经济原则的医改闹剧”，“实施两个月已疲惫不

堪”。同为央视著名栏目，《新闻 １＋１》和《今日观

察》的观点也大相径庭。“今日观察”认为神木“全民

免费医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尝试，是中国医改的

破冰之举，是医改中的小岗村。“新闻１＋１”则认为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有点“免费午餐”的味道，听起

来很美，吃起来不一定香，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可

以说，质疑与赞扬声此起彼伏。下面重点分析这两

篇报道。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８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１＋１》

做了一次关于“全民免费医疗”的报道，标题为“神

木：免费‘午餐’的味道”，单从标题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次报道的持质疑态度。报道中，新闻观察员白岩

松一直在质疑“全民免费医疗”制度设计上的种种漏

洞，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以及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节目中虽然列举了褒贬不同的媒体报道（表１），但最

后还是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很好地弥补‘全民免

费医疗’存在的漏洞，继续把它当成一个神话，留在

我们的梦想当中。”也就是说该节目虽然指出神木

“全民免费医疗”在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但是它同时也承认神木“全民免费医疗”对中国医疗

改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期待它能成为医

疗改革发展的一个美好的梦想。

表１　《新闻１＋１》列举的媒体报道观点

持肯定态度的报道 持质疑态度的报道

《新京报》：神木医改模式的

突破和局限值得研究

《京华时报》：神木免费医

疗疑似大跃进

《西部商报》：神木免费医疗

有巨大探索意义

《大众日报》：医疗需要保

障而非免费

《潇湘晨报》：别急着唱衰神

木免费医疗尝试

　　而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央视二套的《今日观察》

紧接着做了一次关于“全民免费医疗”的报道，标题

是“神木医改：为改革勇气喝彩”，此次报道与《新闻

１＋１》所持的观点不尽相同。节目中列举了媒体对

“全民免费医疗”的主要质疑之处，但是节目评论员

对于这些质疑一一作了解释（表２），节目最后得出的

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神木医疗政策实现了城

乡一体化；神木医疗改革是破冰之举；神木的医疗改

革具有强大示范意义；希望地方政府把民生放在首

位；实践一小步，超过理论一大步”。同时也指出

“神木模式还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表２　《今日观察》列举的媒体报道观点

主要质疑之处 评论员解释

　医院爆满 　连线当地某医院院长，用事实说话

　当地财政能否长期负担 　当地财力雄厚，完全可以承担

　当地百姓的道德素质 　医疗资源、政策长期缺位所致

　　媒体报道所持观点的不同，可以用传播学中的

一个重要理论———“个人差异论”来解释。在大众传

播的效果研究中，有一种选择影响理论体系，而选择

影响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模式就是个人差异论。

受众基于个人差异，会发生三种选择性行为，即选择

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个人差异模式

说明，媒介的影响既非同一、强大的，也非直接的，其

影响是有选择性的，并受到个体心理差异的限制。
［１］

在对“全民免费医疗”的理解中，不同的媒体就相当

于不同的个人，之所以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对“全

民免费医疗”的理解具有选择性，不同媒体的侧重点

或者角度可能不同，所以才产生了褒贬不一的情况。

传播学中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叫做“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

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由于个人好恶而伴

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刻板印象”可以为人们

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人们对新

事物的接受。各家媒体对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报

道之所以出现褒贬不一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在于有

些人并没有实际去了解过这项政策，而是完全凭借

自己以往的印象去评价，大多是一种比较固定的、概

括而笼统的看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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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两会之后媒体报道出现变化

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运行一年之际，２０１０年

两会召开，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一千多字的

篇幅谈医药卫生问题，涉及面涵盖城镇居民基本医

保、基本药物集中采购、社会资本兴办医疗卫生机

构、农村合作医疗制等多个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

卫生部陈竺部长在两会上对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

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认为这种医改模式在全国百强

县甚至是经济发展前三百到四百的县，都可以推广。

曾亲自前往神木调研的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

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更是认为，神木医改是“中国福利

建设史上的一个盛典”，思路简单清晰，真正让老百

姓分享到了改革成果。而且温总理在２０１０年２月

２７日做客新华网谈到医改时，曾这样说“我曾经同陈

竺部长谈了一次，因为他是一个搞医出身的。我说

今年我们的城乡医疗保险国家出资水平再增加

５０％，由每人每年８０元提高到１２０元，如果加上个人

适当出资，这就可以达到１５０元。他说，解决大病统

筹问题能够达到３００元的出资标准，基本上就够用

了。我跟他讲，我说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能够做到。”

在这种背景下媒体对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的报道

出现了变化。

由此，“全民免费医疗”的报道声音逐渐由质疑

转向肯定的一面。如：《神木医改被评为２００９年度

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事例》（《华西都市报》，２０１０

年３月２３日）；《陕西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根本解决百

姓看病难题》（《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 ０６月 ２４日）；

《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模式成为研究中国医改样本》

（《新闻调查》，２０１０年４月２日）；《陕西神木全民免

费医疗已实行一年 书记赞“高回报”》（《重庆晚报》，

２０１０年６月４日）；《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模式具有可

贵的标本意义》（红网，２０１０年６月５日）等。

甚至同一家媒体两会前后的态度完全不同。比

如，西部网在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１日做过一篇名为《陕西

神木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撑俩月疲惫不堪》的报道，

这篇报道大篇幅地讲到“大病患者视此为重生的机

会”、“有病的住不进去，治好了的不出院”、“免费医

疗的提法有点不妥”等等负面性内容。而２０１０年３

月１９日，还是西部网对“全民免费医疗”做的报道，

标题是《陕西神木医改已过半年 百姓受益最担心政

策会变》，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病不花钱，想都

不敢想，’许多神木人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着内心的

喜悦，当记者问及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时，他们异

口同声：‘担心政策会变化。’”同一家媒体的前后两

篇报道使我们不难看出，媒体对于“全民免费医疗”

的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

３两会前后媒体报道出现变化的原因分析

３．１政府有效的舆论引导

政府通过舆论引导，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电

影、图书、出版等方式将政策传达给受众，让大家知

道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引导其做出符合社会发展

的选择。
［３］
两会上，政府对“全民免费医疗”给予了一

定的肯定，媒体作为党政宣传的喉舌，必须对党政政

策加以正确宣传，积极引导公众的立场和观点。

３．２网民的极大关注

两会以后，政府及老百姓都对神木“全民免费医

疗”极为关注，媒体开放的传播主导了舆论，网络本

身所具有的民意真实性、便捷及时无筛选的互动性

以及传递内容的多元化等特点，使越来越多的民众

汇聚到媒体的舆论场中，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并行

使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形成良性的传播互

动关系，使受众对“全民免费医疗”有更多的认识，并

主动积极地参与。

３．３媒体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

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

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

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

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

么。
［４］
媒体可以通过议程设置，对客观事实加以报

道，使受众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

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予以关注。这样

一来，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议题达成某种

一致，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

通过两会前后的报道比较，可以看出，媒体在此

过程中充当了宣传党政思想的角色。通过议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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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利用媒体的中介作用将政府对医改模式的主张

与态度传达给受众，使受众对“全民免费医疗”的认

识达成统一，促进政策的推广与执行。

４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媒体报道的反响

４．１从神木医改的角度看

媒体报道在某些程度上对“全民免费医疗”的实

施起到了监督和促进的作用。面对媒体的质疑，

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２日，神木县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公

开回应外界质疑，２０多家媒体的记者到场。发布会

就免费医疗实施的背景、目的、前期准备、制度设计、

运行情况等方面作了介绍，并欢迎媒体到全县调查

采访。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５日，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主持

召开神木县常委扩大会议，就媒体反响进行专题研

究，参会领导意见高度统一，都认为“全民免费医疗”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符合全国医改的方向和神

木的实际，将坚定不移的继续实施。在这样主动回

应媒体的情况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必然会想把

自己最好的一方面展现在媒体面前，通过媒体传播

出去，对该项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媒体的报道，促使政策的实施者真正把维护和

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从本县

实际出发，有问题时要开展充分调研，搞好制度设计

与完善，加强运行监管，面对媒体、公众的质疑时，必

须积极应对，听取意见，不断完善“全民免费医疗”政

策，使之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性和公正性。另外，媒

体的报道扩大了神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免费医疗

制度显然已成为神木扩大影响与交流的一个不可或

缺的因素。

４．２从全国医改的角度看

媒体和相关领导对免费医疗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一些专家称免费医疗是一场深刻的民生革命和

社会革命。神木实施“全民免费医疗”的初始目标是

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目前看来，一定程

度上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项

改革是成功的。神木不是“神话”，但神木“全民免费

医疗”可以成为全国医改推进的“试金石”，对全国医

改起到启示作用，为全面落实医改政策提供了

经验。
［５］

４．３从国际医改的角度看

国外媒体也一直在关注神木医改的进展。马来

西亚《星洲日报》、美国《世界经理人文摘》、新加坡

《联合早报》、法国《世界报》等，都给予了“全民免费

医疗”充分的肯定，其中《世界经理人文摘》中这样写

道“神木实行的免费医疗，让人民群众确实得到了实

惠，就不必过多给予指责，或者给予很高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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