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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卫生体系研究及其方法学问题

孟庆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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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卫生体系研究

医学科学研究为解决人类健康问题已经产生

了大量的知识，有些知识已经转化为卫生技术、产

品和服务。但是，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很多有

效的基本卫生技术和产品并没有惠及全民。比

如，很多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对适宜卫生技术的可

及性。医学科学研究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找

到问题的答案需要分析制约卫生技术和服务利用

的瓶颈因素。卫生体系研究提供了回答这类问题

的基本框架。

卫生体系研究（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ＳＲ）

近几年来得到了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资助机构

等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世界卫生组织在

瑞士举办了第一届全球卫生体系研究大会（Ｇｌｏｂ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吸引了１２００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会者。第二届大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球卫生体系研究大

会有两个主题：一是展示卫生体系研究的成果，涉及

的研究领域包括全民卫生保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卫生系统筹资，卫生服务扩展，监测、评价和知识转

化；二是关于卫生体系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的加强，

包括卫生体系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框架、研究和知识

传播方法、测量、能力加强和多学科方法。

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卫生体系界定为所有

以促进健康为基本目标的组织、制度和资源的整合，

并提出了卫生体系的六个功能模块，即卫生服务体

系、卫生人力、卫生信息系统、对医学产品和卫生技

术的可及性、卫生筹资、领导力及管制。［１］

卫生体系研究通过提供证据和知识，服务于卫

生体系绩效和人群健康的改善。卫生体系绩效包

括效率、公平、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等。实际上，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国际上已经开始关注卫生体系研究。

其主要动因是，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我们就

无法或者很难回答卫生体系面临的问题。比如：为

什么有些成本低效果好的健康干预措施不能在有

些地区或者人群中得到有效实施？能否利用现有

卫生资源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服务更多的人群和提

供更好的服务？能否通过实施和扩大医疗保险覆

盖解决疾病经济风险问题，特别是对低收入人群？

能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卫生人力资源

短缺的问题？能否更好的控制影响健康和卫生服

务提供的环境因素？回答上述问题往往需要从体

系的角度出发。

国际上提出了一些卫生体系研究的基本原则：

卫生体系研究需要关注卫生服务中的优先问题；需

要以行动为导向，注重通过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策

略和方法，而不是侧重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注重

多学科交叉和合作；鼓励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共

同开展研究；注重研究的时效性，能够及时为政策

决策服务；注重研究成果传播的方式和有效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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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卫生体系研究方法学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卫生体系研究的多学科性

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卫生体系研究并不

存在一套独立于其他学科之外的方法学体系，所有

能够用于回答卫生体系问题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应用

在卫生体系研究中。因此，卫生体系研究方法的选

择主要取决于拟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条件以及研

究需求。研究问题的性质包括研究问题是回答“是

什么”，还是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条件包

括资金、人员能力和研究现场；研究需求则包括资助

方的要求、政策问题的时效性等。下面从研究类型

和设计的角度，对卫生体系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进

行简单介绍。

２．１非干预性研究（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１．１探索性研究

这类研究往往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小规模研

究，主要是在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不甚明确的情况

下开展的研究。这类研究可以是描述性研究，也可

以是解释性研究。探索性研究往往是为进一步研究

做准备，或者是某个拟研究问题的前期研究。文献

复习、访谈、小规模抽样调查等是探索性研究资料收

集的方法。比如研究者希望研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问题，但不清楚哪些问题需要研究和可以

研究，通过访谈和文献学习等，能够为筛选研究问题

及提出研究假设提供基本信息。

２．１．２描述性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对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事件

或者个案进行全面准确的描述和分析，用于回答“是

什么”或“怎么样”等问题。描述性研究中常用的资

料收集方法包括访谈、问卷、档案调查和观察法等。

比如研究新农合费用控制情况，需要利用家庭、卫生

服务机构、新农合经办机构等来源的资料，对医疗费

用水平及其趋势、费用分摊情况、控费政策和措施、

主要问题等进行客观分析和科学总结，对新农合费

用问题给出清晰和准确的描述和分析。

个案研究属于描述性研究的范畴，是对特定研

究对象（人群、事件、区域等）根据某主题进行深入系

统分析的方法。个案研究最大的缺陷是研究对象不

能选择或缺乏可供比较的个体，研究结果无法推论。

比如描述分析新农合控费，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多个

县，从控费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等方面进行系统和

深入的剖析。

２．１．３解释性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或因果

关系，主要是回答“为什么”等问题，其一般研究思路

是，依据理论形成研究假设或命题，然后收集经验事

实材料，通过统计分析方法，验证假设，并通过对假

设的证实解释事物间的各种关系。还是以新农合控

费为例，比如根据研究综述和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

假设为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卫生服务提供方逐利

行为。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设计测量供方行为的指

标，以及其它可能影响费用水平的指标，通过资料收

集和统计分析，验证假设是否成立。

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的类

型。计量经济模型揭示经济活动中各个因素之间

的定量关系，用随机性的数学方程加以描述，其常

用的样本数据有时间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虚变

量数据三类。计量经济模型主要用于结构分析、

预测和政策评价等方面。比如利用新农合医疗费

用及其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能够测量出影

响费用的主要因素。

２．２干预性研究（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干预性研究用于测量和评价干预的效果。其基

本设计思路是设计干预，然后设置干预组和对照组，

在对干预组实施一定时间干预后，比较其与对照组

因变量指标的差异，分析干预有无效果及其效果的

强度。干预性研究有两类，即实验研究和准实验

研究。

２．２．１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通过控制一个或多个自变量并观

察因变量相应变化以检验假设的研究方法。核心

要素包括形成假设和确定研究目标、确定研究对

象和现场、确定样本、确定研究周期和评估等。实

验研究的控制水平很高，但是它对于干预和控制

的条件要求很高，在操作上有很大困难，现实性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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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比如新农合控费研究，可以采取实验研究

的方法，检验不同支付方式费用控制的效果。研

究者设计新的支付方式，并假设该方式控费效果

优于现有方式。采用完全随机的方法选择干预组

和对照组，除了支付方式有别外，其它自变量基本

一致。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利用统计分析方法，验

证新的支付方式的效果。

２．２．２准实验研究

准实验研究是指在无须随机地安排干预组和对

照组，运用原始群体，在较为自然的情况下进行实验

处理的研究方法。准实验研究不能完全控制研究的

条件，在某些方面降低了控制水平，现实性较强。但

是，准实验研究利用原始组进行研究，缺少随机组

合，因此在内在效度上，准实验研究劣于实验研究。

在卫生改革实践中，能够发现不少这类自然实验的

情况。比如在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中，不同的县可

能采用不同的支付办法，为开展准实验研究创造了

很好条件。需要控制的是，除了支付方式外，尽量选

择有可比性的县进行比较和分析。

２．３系统综述（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卫生体系研究的核心是提供科学的知识和证

据。除了原始研究外，对已有研究进行二次分析、评

价和总结已经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针对某个主

题，系统综述通过全面收集所有相关研究，对纳入的

研究逐个评价和分析，并得出综合结论，进而为卫生

干预或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和指南。本期有专文介

绍，在此不再赘述。

２．４其他问题

卫生体系研究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对研究人员

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学科交叉

和合作成为决定卫生体系研究质量和影响程度的重

要因素。因此，考虑卫生体系研究方法，需要首先分

析拟研究问题的复杂程度和可能涉及的学科，组成

适宜的研究团队。卫生体系研究不等于卫生经济研

究，也不等于卫生政策研究，它需要更加宽广的学科

基础。

卫生体系研究要重视定性研究的作用。卫生体

系研究既有自然科学研究的性质，更具有政治和社

会科学研究的性质。除了定量研究方法和技术外，

要重视定性研究在信息收集、提取和政策转化等方

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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