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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南非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做法与特点

陈　瑶　韦　潇　谢　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相对于私立医院占有五分之三的卫生支出为２０％的人群提供服务，南非公立医院约使用五分
之二的卫生支出，为南非８０％的人群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但面临着资源不足和人力短缺的问题。为此，南非政
府着重建立公平导向的卫生管理体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重点保障基层公立医院发展，探索公私合作，在优

先保障弱势人群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动员可利用的所有医疗资源，着力保障居民公平地获得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建立以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医疗管理体制，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医疗资源，

建立公私合作机制，动员民营机构力量，优先保障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这些经验对

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良好启示。

【关键词】南非；公立医院；改革；做法；特点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２９８２．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５

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ＥＮＹａｏ，ＷＥＩＸｉａｏ，ＸＩＥＹｕ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ｉｖａｔ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ｆｉｆｔｈ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ｏ２０％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ａｂｏｕｔｔｗｏｆｉｆｔｈ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ｏ８０％ ｏｆ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ｉｓ
ｆａｃ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ｔｈｉｓｅ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ａｙｓｃｌｏｓ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ｑｕｉｔｙｌｅ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ｌａｙｉｎｇ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ｓａｌｌ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ｗｈｉｌｅ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ａｓａ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ｅｑｕ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ｂ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ｔｏ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ｂ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
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ａｍｏｒｅｅｑｕｉｔａｂｌｅｍａｎｎ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ａｎｄｅｑｕｉｔｙｉｎｂａ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ｈ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ｌｓｏｏｆｆｅ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ｓｗｅｌ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Ｐｕｂｌｉｃ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１公立医院的起源和发展

南非是非洲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

一，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１］
南非公立医院的

起源和发展依赖于整个的卫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

１９１９年以前，受到英国影响，南非的卫生体系不断专
业化、制度化和组织化，建立了军人医院和民间医

院，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规范。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
普敦殖民地政府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医院管理部门，

医院的政策、管理以及筹资不断标准化。从１９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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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南非出台公共卫生法令，进一步促进医疗保健

发展；并重新制定卫生政策，尝试建立一个统一的国

家资助的卫生服务体系。１９９４年以后，南非实现了

统一，建立了民主政府和新的卫生部，在医疗领域消

除种族隔离，同时私立营利性医院产业有所发展，试

图为南非人民提供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２］

１９９４年根据新的宪法，公立医院的主要筹资来

源是地方当局的财政补助、患者自付费用以及社会

捐赠。但医院管理者对医院日常经营支出和采购预

算的控制权限较弱。根据１９９９年的数据估计，很多

有资历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因待遇问题离开公立医

院，只有４５５％的专业医生留在公立医院工作。［３］医

疗服务体系明显的分裂成公立和私立两部分，公立

医院虽掌握的医疗资源不充足，但主要服务于贫困

人群和没有医疗保险计划的人群，约占全国人口的

８０％，由政府的税收进行补偿；而私立医院主要是为

有医疗保险的中等和高等收入的人群提供医疗卫生

服务。

２００７年，私立医院使用了卫生总费用的６２％，为
２０％的人口提供服务，而公立医院则使用３８％的卫

生总费用，为８０％的人口提供服务，大部分卫生资源

集中在私立医院中。
［４］
公立医院缺少医务人员，约有

１／３的职位是空缺的，仅有３０％的医生和４２％的护

士留在公立医院工作。为解决公立医院面临的人力

等资源短缺的问题，公私合营正在慢慢形成，一些私

立医疗机构为公立医院的部分患者提供病床和医疗

服务。

２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做法

种族隔离使南非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不公平

根深蒂固，同样也表现在健康水平和卫生服务可及

性方面。南非大部分黑人都是在公立医院获得服

务，而白人和印第安非洲人主要在私立医院获得服

务。非洲的种族斗争以及艾滋病猖獗，使得南非居

民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转，而治疗疾病的费用却在不

断增加，人们的贫困状况进一步加剧。
［５］
私立医院拥

有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端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卫

生专业人员从公立医院流失到私立医院，导致公立

医院出现人才危机。
［６］
随着１９９４年南非民主政府的

建立，国家开始推行消除种族歧视的卫生政策，南非

包括公立医院改革在内的卫生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２１建立以公平为导向的卫生管理体制

非洲民主政府建立以后，颁布的卫生宪章保证

建立一个公平、高质量的卫生服务体系，在卫生体制

中废除种族歧视。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公立医院由９个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管理，省级行政部门将部分预算

下拨给地方当局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７］２００３年南

非国家卫生法案，建立了一个层级更为明确的行政

框架，划分国家、省和地方卫生当局的权力和功能，

强调建立和运行公立和私立卫生服务机构，保护患

者的权利。国家卫生署负责全国层面的卫生保健，

尤其是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

２２为弱势人群免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现公

立医院公益性

艾滋病、结核和霍乱对南非的医疗卫生体系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公立医院在政府财政支持下实行

相应的免费筛查和治疗措施。
［８］１９９４年以前，为了保

障弱势人群的权利，以下的几类人群可以获得免费

的医疗卫生服务：做临床试验的病人；患有法定传染

病（如结核病，麻风病，霍乱，性病）的患者；捐献器官

或血液的居民；在履行其职责时受伤的公共部门工

作人员。另外，还有为慢性疾病、营养缺乏和精神病

的患者提供的免费医疗卫生服务。１９９４年５月，南

非总统宣布为６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分娩６周后的

妇女提供免费医疗卫生服务。南非政府还启动医疗

研究理事会项目（对结核和艾滋病的治疗进行支持）

提高公立医院筛选疾病的能力，为那些未参加医疗

保险的患者治疗艾滋病和结核提供各种形式的

支持。

２３加大政府财政投入，重点保障地区级公立医院

发展

１９９５年１月，南非国家健康保险制度咨询委员

会成立，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制度：使得

所有的南非人能够平等地获得可支付的、可持续的、

高效率的卫生保健服务。
［９］２００３年，政府启动了医院

重整方案，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将大约三分之二

的卫生预算投入到公立医院，加强医院的基础设施、

增加必要的设备以及提高管理技能，从而提高整个

医院系统的绩效。该方案规定，当地的医院管理部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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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权管理医院的运行问题，如财政和人员配置，以

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南非政府的财政体制也发生

很大变化，引入联邦财政制度，改变了政府卫生经费

的筹措和预算，要求各地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医疗

资源。医疗资源主要是在国家层次上的重新分配，

减少对大型公立医院的补偿，将财力主要集中于已

被长期忽视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地区级公立医

院，同时将医务人员引导到那些需要的地区和

机构
［１０］。

２４加强政府干预，改善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
南非在卫生人力资源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医生

和护士数量严重不足，在不同地域和公私立医疗服

务提供体系之间还存在分布不均衡的问题。２００６年
南非每千人口医生数为０７７人，每千人口护士数为
４０８人；２００７年，在公立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的独立
从业者每千人口２３７人，在私立医院每千人口多达
１６６３人。［１１］为了改变这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

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人才培训计

划、提高公立医院医生和护士薪酬、鼓励私立医院开

办医学院等。目前在政府推动下，南非公立医院增

加医生的工资并吸引年轻的医生，并与私立医院共

同建立区域人力资源网络，努力实现人力资源共享。

２５探索公私合作模式，加快区域内卫生体系的健全
与发展

公私合作是南非医疗卫生部门的一个特定提

法，指一个政府实体和一个私人实体之间形成一种

契约性合作关系。
［１０］
主要目的在于允许和促进私立

医院存在和发展的同时，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

医疗服务体系，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公私合作有利于加强医院的制度化建设和服务，促

进医院专业化管理和专业人员的培训。
［１２］
早期由于

公立医院医生的待遇低下，公立医院中专科医生、牙

医、药师以及精神治疗医生数量不足，并有不断减少

的趋势，使得公私合作具有其必要性。当社会医疗

保险成为南非卫生保健筹资的主要来源后，为公私

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一方面，南非出台了相应

的政策，允许公立医疗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利用他

们的技能在公立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提供有偿服

务，如到私立医疗机构兼职等，以提高他们的收入并

保证他们能够继续留在公立医院工作。另一方面，

南非私立医院参与卫生服务提供，是缓解卫生资源

短缺、增加卫生服务可及性、满足多元化卫生服务需

求的重要途径。
［１３］

３特点与启示

３１建立以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医疗管理体

制，优先保障弱势人群健康权益

南非新政府成立以来，通过建立以地区为基础

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体制，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加

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加强医院的基础设施和设备，

同时首先保障弱势人群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免费

提供传染病、慢性病防治以及妇幼保健方面的服务，

从财政上保障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对实现人们的健

康公平性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也应

首先落实财政投入，保障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人员

支出等固定成本部分以及政策性亏损支出，保证人

们能够公平地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弱势

人群。

３２加大对基层公立医院投入，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

医疗资源

为了应对不同收入和种族人群健康公平性较

差、医疗费用不断增长、优质医疗资源集中于私立医

疗机构等诸多挑战，南非政府改变财政投入方向和

资源配置方式，从以补偿大型公立医院为主转向重

点保障基层公立医院投入，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保

证广大居民优先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种“保

基本”的改革策略与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尝试以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为突破口的做法不谋而合，都是

优先保障居民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３３建立公私合作机制，动员民营机构力量，充实医

疗服务提供系统

南非政府在公立医疗资源与人们健康需求差距

较大的现实背景下，鼓励公私合作，借助民营机构力

量加强公立医院人力资源建设，同时促进私立部门

参与卫生服务的提供，从而使更多的人获得医疗保

健服务，提高服务提供的效率和质量。我国公立医

院改革过程中也应为民营医疗机构留下发展空间，

鼓励多元化办医，弥补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同时，还

能通过有序合理的竞争，进一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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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世界肝炎日：肝炎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

　　７月２５日是世界肝炎日，２０１２年世界肝炎日的
主题界是“肝炎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遥远”。世界卫生

组织（简称“世卫组织”）敦促各国政府进一步努力防

治病毒性肝炎。病毒性肝炎是肝脏炎症，每年约有

１００万人死于此病。此外，约有５亿人感染了慢性肝
炎。肝炎是导致肝癌和肝硬化的一项主要因素。

１肝炎种类
肝炎病毒分为甲、乙、丙、丁和戊型五种。乙肝

和丙肝病毒特别令人关注，因为大量感染这两种病

毒的人在疾病初期可能毫无症状，只在转为慢性病

时才意识到受到感染。有的人在受感染几十年后才

意识到患病。这两种病毒还是导致肝硬化和肝癌的

主要原因，近８０％的肝癌病例由这两种病毒引致。
人们通过接触受感染的体液或受污染的食品和

水而感染肝炎病毒。各种肝炎的感染途径不一：乙、

丙和丁型肝炎通过输注受感染者的血液（如通过不

安全注射或未经筛检的输血）传播，乙和丙型肝炎还

通过未加保护的性行为传播；只有已感染乙型肝炎

病毒者才会感染丁型肝炎病毒；甲和戊型肝炎与恶

劣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如不洗手）密切相

关，通常经由受污染的水或食品传播；可通过接种有

效疫苗预防除丙型以外的各种肝炎病毒。

２肝炎防控的新框架
世卫组织为筹备今年的世界肝炎日活动，发起

了全球防控肝炎新框架：《预防和控制病毒性肝炎感

染：全球行动框架》。该框架有四项重点：提高认识、

促进合作和调动资源；将科学证据转化为政策和行

动；预防传播；以及开展筛检、护理和治疗工作。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