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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致辞

为满足对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卫生保健筹资提供实践指导的需求，我委托制作了今年的世界卫生报告。

报告的目标是将各种研究所收集的证据转化为各种选择，如筹集充足资源，消除影响人们，尤其是贫困者获取

卫生服务的经济障碍。正如报告副标题所表明的，报告的重点是坚定不移地朝着全民覆盖的目标前进，这也

正是目前卫生服务提供争论的核心。

在当今时代，经济低迷的同时卫生费用不断升高，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不断增加以及新的昂贵的治疗

措施的出现，对卫生筹资指导的需求日显紧迫。正如本报告所指出的，公众对优质、可负担的卫生服务不断增

长的需求使政治压力进一步增加，迫使各国政府要做出明智的政策抉择。

在当今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我对各国的建议是在寻求削减卫生费用之前，首先寻找提高卫生服务效

率的机会。全世界所有的卫生系统都可以更好地利用卫生资源，包括采用更好的购买机制，广泛使用仿制药

品，对卫生工作者采取更好的激励措施以及改进筹资和管理过程。

报告估计，当前所有卫生费用中有２０％～４０％由于效率低下而被浪费。报告同时指出了有１０项特定领

域，好的政策和措施可以显著增加有限费用的使用效能。对这些资源的更明智投资可以帮助各国进一步接近

全民覆盖而无须增加费用。

报告指出，持续依靠患者直接支付，包括向使用者收费的方式是目前为止实现全民覆盖取得进展的最大

障碍。大量证据表明，通过预付费措施筹集资金是增加人群覆盖率最有效、最公平的基础。实际上，这种机制

意味着富人资助穷人，健康人资助病人。经验表明，当预付费用来自大多数人群，通过不断统筹不同来源的资

金来覆盖每个人的卫生费用时，这种机制的运行效果最好。

不应该有人因支付所需的预防或治疗服务而面临经济崩溃的风险。

证据表明，各国均需要稳定充足的卫生经费，但国家富裕程度并不是实现全民覆盖的先决条件。卫生费

用水平相近的国家，其健康产出却迥然不同。不同的政策抉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这些不同。

同时，没有哪种综合政策选择能在各个条件下都行之有效。报告中肯地提示，任何一种有效的卫生筹资

策略均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卫生系统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各个环节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

作用。本报告将通过各种失败、挫折以及成功案例帮助各国准备应对和避免各种意外的发生。卫生政策抉择

过程中要考虑如何平衡人口覆盖、卫生服务项目的覆盖和卫生费用覆盖比例之间的取舍关系。

尽管有诸多的警告，但总体上还是很乐观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国可采取措施加快实施全民覆盖目

标并保持现有的成就。采用正确策略的国家可以极大地增加服务的覆盖面，从而降低任何费用水平下的经济

风险。我衷心希望本报告中所提出的实践经验和建议将指导政策制定者做出正确的选择。为实现全民覆盖

而奋斗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目标，同时也是全世界都可以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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