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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国际经验和趋势，以及中国现状，阐述整合医疗在医疗卫生改革中的重要性和作

用。建议将整合医疗作为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大力整合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公立医院之间、公立医院与城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恢复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实行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医疗服务模式，从根

本上改变目前医疗卫生体系分割的局面，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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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２月，卫生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要“建立公立医院

之间、公立医院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工协

作机制”，通过分工协作实现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促

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全国许多地方也已经开始探索和尝试分工协作

的有效模式，效果不一。促进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

分工协作关键在于要大力整合我们目前分割的医疗

卫生体系。那么什么是整合医疗？整合医疗的意义

何在？如何通过整合医疗实现有效的分工协作？本

文将从整合医疗的国际经验、理论基础和中国现实

三个角度阐述这些问题。

１整合医疗是国际医改的新趋势

条块分割是世界各国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的普遍

问题，它严重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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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质量，也是医疗费用高涨的主要原因。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末开始，许多国家提出了“整合医疗、促进

协作”的口号，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医疗卫生体系进

行整合，为我国医改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１１英国提出“整合、合作”的理念

英国是欧洲最早建立全民医疗服务制度的国

家。全民医疗服务制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ＨＳ），即政府同时承担筹资和服务职能，通过税收

筹集资金，通过公立医院提供覆盖全民的服务。采

取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部

分北欧国家。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公平性较好、成本

较低，但同时也面临着排队时间长、设备和技术落后

等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到９０年代，英国政府把企业管

理与法人制度引入医疗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购

买者与提供者分离”，即政府只承担购买者的职能，

扩大医院自主权，鼓励医院竞争，这些措施被称为

“内部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成

效，医疗质量提高，患者选择医院的自由度增加，但

不久之后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最突出的是，医疗服

务体系出现分割，大小医院各自为政、无序竞争，难

以为患者提供连续、统一的医疗服务。
［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后，针对

这些突出的问题，对ＮＨＳ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提出了废除“内部市场”，把“合作、和谐”作为改革的

中心，推进医疗服务体系的资源整合与一体化，把

ＮＨＳ体系内部的各个部分很好的组织起来，形成一

个高度集成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连续的、更

安全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改善的医疗服务
［２］。具体

措施包括：（１）进一步加强社区医疗，服务重心由医

院向社区卫生机构转移，整合由于过度竞争而分散

的医疗卫生资源，推动医院之间形成转诊网络、实现

资源共享，加强公立医院之间的合作。（２）加强公立

医院与疾病预防、社区和居民自治机构的合作，为群

众提供从预防到康复的连续性服务。一体化的医疗

机构，有利于医生和患者形成长期互相信任的关系，

做好预防保健，控制医疗费用，确保服务的连续性。

同时，新的计划强调了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照

顾（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ｒｅ）体系的紧密配合，促进健康维护过程

中所有层次的医疗和照顾机构之间的协作，确保以

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无缝的（ｓｅａｍｌｅｓｓ）的健康维

护。具体措施包括
［３］：（１）一站式（ｏｎｅｓｔｏｐ）的医疗

与社会照顾服务。１９９９年，英国颁布了新的健康法

案（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用法律形式保证了地方政府与

ＮＨＳ之间更加紧密的协作，整合原来分割的医疗服

务体系与社会照顾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包，社会照顾工作人员与全科医生以及其他的社区

基层医疗团队一起工作、互相配合，组成单一的区域

性健康维护网络。（２）促进协作的激励机制。国家

健康绩效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ｕｎｄ）每年给

予那些促进医疗服务与社会照顾紧密协作的基层医

疗机构一定数额的奖励，基金总额达１亿英镑。

１２美国提出“整合医疗”的理念

２００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认为，条块分割、支离破碎是美国医疗体系最大的问

题。
［４］
最突出的是，严重分割的医疗服务体系和以商

业健康保险为主的筹资模式是美国医疗支出持续高

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美国的卫生服务体系高度

分散，绝大多数医生是私人开业，独立于医院之外，

医院以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为主体，医院之间各自为

政，公共卫生服务由政府（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

提供，这种分散的卫生服务体系导致了医院和医生

之间、医院和医院之间、医院和公共卫生部门之间利

益不一致，难以形成有效的协作，并且产生了医疗资

源的巨大浪费和配置的无效率，克鲁格曼估计，美国

医疗支出的３０％都是不必要的浪费，这些问题直接

或间接地推高了医疗卫生的成本。不仅如此，分割

还会严重影响医疗质量和安全，降低了患者的健康

收益。另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商业

健康保险作为医疗卫生制度主体的国家，商业保险

模式的优势在于患者的选择空间大、有利于促进医

疗技术创新，但是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由于逆向选择的原因，商业保险不能有效

地发挥医疗保障的作用，尤其是对高风险、低收入人

群的保障，反而保险公司为了筛选顾客会消耗大量

的成本。因此，克鲁格曼认为，过度依赖于私人保险

是导致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高涨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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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整合医疗（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ＩＤＳ）”的理念，他们认为，避

免不必要的浪费和不安全的治疗对于改进医疗服务

质量、降低医疗成本是至关重要的，而通过整合医疗

服务体系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５］。ＩＤＳ指的是一个将

各个层次的卫生保健工作者联系起来的有组织的、

协调的、相互协作的服务网络，为特定的患者人群和

社区居民提供配合协调、纵向连续统一的医疗服务，

它不仅在临床上要为社区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负

责，而且在财务上也承担着控制医疗成本的责任。

一个成功的整合医疗服务体系要满足以下这些原

则：（１）以患者为中心的目标和价值观：为患者提供

高质量的、费用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最大化患者的

健康收益。（２）所有机构之间有序协作、信息共享，

为患者提供无缝的、连续统一的服务，尽量减少侵入

性治疗，使治疗达到成本—效率最适宜的程度。（３）

与患者利益一致的激励机制，包括健康收益的分成、

风险调整后按人头付费的支付方式等，通过这些机

制设计引导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费用负

担得起的医疗服务，避免重复治疗，使医疗资源达到

有效配置。

针对商业保险模式带来的问题，克鲁格曼提出，

美国应当推行医疗保险体系的整合，实行单一支付

者（ｓｉｎｇｌｅｐａｙｅｒ）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社会医

疗保险。国际经验表明，实行社会保险模式的国家

（如加拿大）可以用更低廉的成本获得更高的健康收

益，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它可以降低管理成本，避免

了私人保险为了规避逆向选择所付出的高成本；另

一方面社会保险机构在与供应商（尤其是药商）的谈

判过程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可以降低价格。

尽管条块分割是美国医疗体系的严重问题，但

是美国在整合医疗的实践中有非常成功的经验。最

著名的是凯撒医疗集团（Ｋａｉｓｅｒ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ｅ），凯撒是

美国最大的管理式医疗组织（ＭａｎａｇｅｄＣａ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ＭＣＯ），它将原本分割的初级治疗与专科治疗、

门诊治疗与住院治疗纳入到一个整合的医疗系统

中，加强了慢病管理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与

资源共享，在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建立起终身关系，

确保医院和社区之间的有效联系，使医疗机构更加

注重预防性医疗，为居民的长期健康负责，用更低的

成本实现更高的绩效。整合包括三个方面：（１）筹资

与服务提供的整合，也就是将保险方和服务提供方

整合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可以促使医院和

医生控制医疗成本。（２）初级治疗与专科治疗的整

合，也就是建立起纵向整合的医疗服务网络，实现医

疗服务的一体化和连续性。（３）预防、医疗与照顾的

整合，尤其对于慢病患者和老年人来说，他们需要接

受多种形式的健康保健服务，医疗只是其中的一方

面，加强公共卫生、医疗与社会照顾之间的整合与协

作更有助于维护这些人群的健康
［６］。

１３德国实行“疾病管理计划”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举办社会医疗保险的国家，

目前也面临着医院体系条块分割、缺乏协作、医疗体

系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
［６］
德国健康保健发展评估

委员会曾经发布报告称，门诊与住院治疗之间高度

分离、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利益不一致、缺少基于循证

医学的临床路径，这些因素导致了医疗机构之间协

作不力，预防性医疗服务严重不足，慢病患者被动接

受治疗，医疗质量低下。为了改变这些现状，德国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引进疾病管理计划（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ＤＭＰｓ），这一计划旨在加强慢病管理中

初级治疗与专科治疗、门诊治疗与住院治疗之间的

协作，加强对慢病患者的早期健康干预与沟通，重视

慢病患者的自我保健，减少昂贵的住院治疗费用，以

此提高对慢病患者的医疗质量，降低医疗成本。具

体做法是，在不改变医疗体系组织结构的情况下，将

疾病管理纳入到初级治疗服务中，对初级医疗机构

开展的特定的慢病管理给予固定的支付，以激励全

科医生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疾病预防，给予协作治疗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ｃａｒｅ）额外的奖励。ＤＭＰｓ还要求医生按

照基于循证医学的临床路径进行治疗，建立以质量

和绩效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对成本和效率进行评

估等。

２整合医疗的理论基础与意义

２１理论基础

整合医疗不仅是国际医疗改革的新趋势，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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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和医学上都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在经济学

上，医疗服务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产品，最显著的特点

是医、患、保三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

医疗服务产品的质量难以度量，而当医、患、保三方

的利益不一致，甚至医疗服务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

的利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最突出的

是医生利用信息优势提供过度医疗，医生和患者串

谋骗取保险金，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患者和保险

公司之间的双向道德风险等，这些问题都会严重损

害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增加其运行成本。当委托

代理问题成为一个严重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一

体化的办法来消除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产生的问题，

使医疗体系中各主体的利益相一致，成为利益共同

体，使它们为整个体系的目标而服务，即以最小的成

本维护全民的健康。具体来说，整合医疗保险方和

服务提供方，如美国的管理保健组织（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ＭＯ）和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制

度（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ＨＳ），使服务提供方和

保险方的利益相一致，可以促使医疗机构以控制成

本为目的；整合医疗保险体系，实行单一支付者制

度，可以避免保险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促进医疗

保障的公平性，加强对医疗费用的控制，实现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统筹；整合医疗服务体系，可以使医疗

服务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利益相一致，加强部门之

间的协调配合与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重复服

务，实现医疗服务的一体化和连续性，并且通过有效

的激励机制和产权制度安排引导医疗机构更加重视

预防性医疗，对患者的长期健康负责。

２２意义

首先，在医学上，整合医疗符合“整体医学观”的

治病救人理念。这种理念把人体看作是一个统一的

有机整体，疾病是人体“内稳态”失衡或偏离的一种

表现
［７］，同时人体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受到外界环

境的作用，因此，它强调不仅要重视疾病的生理因

素，更要重视心理和社会因素。在分割的医疗体系

下，医生更重视药物、手术治疗，而忽视对患者的心

理、饮食、生活习惯的干预，而“整合医疗”的核心理

念就是以患者的整体的、长期的健康为中心，加强预

防性医疗与自我保健。

其次，整合医疗可以保证慢性病的连续性诊治。

人类疾病谱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慢性病（包括心血

管病、癌症、糖尿病、肺部疾病、精神病等）所占的比

重大幅度上升，据ＷＨＯ估计，全世界６０％的死亡是

由慢性病造成的（不包括艾滋病），而在欧洲这一比

重达到８６％。［６］由于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昂贵

的医疗费用，慢性病已经成为各国疾病负担和医疗

成本的主要来源，如果防治不及，会给社会、家庭造

成巨大的经济压力。慢病患者需要从不同的服务提

供方那里接受长期、复杂的治疗，包括早期预防、疾

病治疗和社会照顾等，分割的医疗服务体系难以及

时预防疾病的发生，难以为患者提供连续、统一的医

疗服务，而且会造成无效的、不安全的治疗和重复治

疗，严重影响医疗质量和患者的健康，增加了医疗成

本和患者的经济负担。整合医疗正符合了现代慢病

管理的需要，通过对各级医疗机构实行组织、财务、

管理上的纵向一体化，加强机构之间的协作和信息

传递，可以实现慢病治疗中各环节的连续性和无缝

对接。

第三，实施整合医疗可以显著地提高医疗质量，

降低医疗成本。据美国专家估计，美国实施整合医

疗之后，可以减少３０％～４０％的医疗成本，手术死亡

率可以降低一半。
［５］
而德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对糖尿

病实施疾病管理计划（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ＤＭＰ）可以使死亡率从 １４４％降低到

１１３％，每年人均的医疗费用从 ４８９７欧元降低到

４３９３欧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于住院日的下降带

来的。
［６］

３我国实行整合医疗的现状和问题

条块分割也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许多问题的根

源。目前我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协作程度很

低，重复建设严重，信息流通不畅，这直接导致了我

国医疗卫生费用高涨、效率低下，反映出来的问题就

是“看病难、看病贵”。一方面，医疗服务体系的分割

导致了各级医疗机构各自为政、无序竞争，转诊体系

被完全打破，分工协作机制完全丧失，许多基层医疗

机构在建设和管理上十分薄弱，有些甚至在与大医

３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５Ｎｏ９

院的竞争压力下，转变成了综合医院，基本医疗服务

被严重削弱，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无序竞争也

导致了各级医院为争夺患者争相购买各种高科技医

疗设备，过度投资、重复建设的问题非常突出，增加

了社会医疗成本和患者的经济负担，加剧了“看病

贵”的问题。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

系的分割会严重影响公共卫生部门的运行效率，例

如，公共卫生部门需要大量的疾病和疫情信息，而这

些信息都掌握在医疗机构手中，公共卫生和医院服

务的分割导致信息不能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及时的传

递，使得公共卫生部门不能及时地发现疫情，最终损

害了老百姓的健康，这也是当年 ＳＡＲＳ给我们最深

刻、最沉痛的教训。

３１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演变

３１１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体系下较

完整的三级医疗网络

事实上，我国曾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了一

套较完整的三级医疗网络和转诊机制，极大提高了

人民的健康水平。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当时缺

医少药的状况，党和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建立了一套

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制度：医疗保

障方面，在城市建立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农村建

立合作医疗，实现了医疗保障的广覆盖。医疗服务

方面，建立了从县到村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各

县成立县医院、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所（站），

乡镇建立卫生院，生产大队建立村卫生室
［８］；实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院”的分级医疗模式：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由赤脚医生和乡镇卫生院构成）负责

社会成员的疾病预防和基本医疗，重大疾病、疑难病

则转诊到有合作关系的医院治疗，基层卫生机构在

医疗卫生体制中起到了“看门人”的作用。这一制度

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重视农村的卫生问题，有效配

置了当时非常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极大促进了人

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因而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

赞赏。

３１２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导致三级医

疗网络和转诊机制被打破

但是，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

革的深入，农村集体经济逐渐瓦解，以集体经济为基

础的农村合作医疗迅速解体，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受到严重的冲击，乡村医生成了变相的个体医生，

三级医疗网络和转诊机制被完全打破，县乡村各级

医疗机构之间丧失了分工协作机制，相互之间利益

矛盾激化、竞争加剧，医疗资源向高端集中，基本医

疗被严重削弱，成为导致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的重要原因。

因此，大力整合医疗卫生体系，建立公立医院之

间、公立医院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分工协作

机制，恢复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实行分级医疗、双向

转诊的医疗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当务之急。

３２目前我国整合医疗和分工协作机制的探索

３２１主要做法

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地方开始探索整合医疗和

分工协作机制，典型做法的有如下几种：

（１）院办院管模式。深圳市社区卫生服务实行

“院办院管”模式，医院按区域卫生规划在所辖地段

建立相应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下简称“社康中

心”），对社康中心进行人、财、物和服务上的全方位

统一管理：中心负责人由医院任命，对院长负责；医

院每年对社康中心的医务人员进行综合能力的考

核；社康中心的经费由医院支持，收入全部上交医

院；社康中心医务人员的薪酬由医院支付；药品由医

院统一购买、配送等。
［９］

（２）政办院管模式（托管模式）。广东省中山市

小榄镇社区卫生服务实行“政办院管”模式，政府举

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行政、

人事、经营决策权委托给镇医院，政府对医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３）医疗服务共同体模式。自２００７年以来，某

大型三级医院先后与３８家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在不改变产权所属的情况下，组建了医疗

卫生服务共同体，通过标准化的通用信息接口实现

不同机构之间医疗信息的对接，实现了医疗信息共

享与互联互通，三级医院对共同体内的医疗机构提

供技术支持和远程教育，为患者提供社区预约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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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帮助患者向上转诊，对共同体内的患者进行统

一的健康管理。

３２２不同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院办院管模式一体化程度最高，

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利益一致，最有利于

促进分工协作。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在这种模式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变成了医院的分

支机构，容易受到医院“重治疗、轻预防”的服务理念

的影响，偏离其预防保健的功能定位。事实上，如果

医院仍然是以创收为目的，它就不可能真正开展分

工协作，只会将社区医疗机构作为其创收的一个部

门，出现“门诊搬家”的现象。医疗服务共同体模式

在产权和管理上都比较松散，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

很不一致，难以真正形成分工协作的局面。

从现实情况来看，以上三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

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１０］：（１）双向转诊下转难。导致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如患者就医观念存在

误区、转诊手续繁琐、缺乏转诊标准等，但是最根本

的原因在于，医疗机构之间利益不一致，双向转诊中

利益划分不清，医院仍然以创收为目的，缺乏将患者

下转到社区的激励。（２）公立医院缺乏分工协作的

动力。许多医院担心分工协作会使患者流失，导致

经济效益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立医院以

利润为导向的经营目标还没有被扭转过来，公立医院

缺乏公益性；另一方面，政府对公立医院开展分工协作

的补偿和激励相当不足，导致许多医院为了应付上级

部门的政策要求仅仅在形式上开展分工协作。

综合以上这些问题，要有效开展公立医院和社

区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必须满足以下几

个条件：（１）政府主导，保证各级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２）医疗机构之间利益一致；（３）人、财、物、资源、服

务的统一管理；（４）医疗信息的互联共享。

４政策建议

４１把整合医疗作为推动医改的战略性选择

国际经验表明，实行整合医疗是国际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它有利于提高医疗质量、

降低医疗成本，有利于改善医疗卫生体系的运行

效率、促进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我们应当

将整合医疗作为中国医改的战略选择，从根本上

改变目前医疗卫生体系分割的局面，提高医疗卫

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切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４２把整合医疗作为实现分工协作的必要手段

整合是实现分工协作的前提，但必须是真正意

义上的整合，即人、财、物、资源、服务的全方位整合，

而不是松散的、形式上的整合。否则，医疗机构之间

利益难以协调一致，资源和信息无法充分共享和及

时传递，分工协作无法有效开展。

４３以整合为目标推动人事和支付制度改革

目前公立医院的人事制度普遍存在缺乏竞争性

的问题，尤其是医院管理者还是按照行政领导的办

法选拔，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才能。实行整合医疗之

后，对整个医疗集团的管理远比管理一家医院要复

杂的多，对管理者的专业化、职业化的要求更高，因

此，实行整合医疗必须首先推动医院人事制度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对院长进行公开招聘，去行政化，并

开展全员竞聘，明确岗位责任。实行整合医疗还需

要对医院按项目付费的支付制度进行改革，整合医

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医疗集团为居民的长期健康负

责，并积极控制医疗成本，在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

下，医疗机构没有控制成本的动力，也没有维护居民

健康的意愿，因此，我们必须推动支付制度改革，尝

试探索按人头付费、按绩效付费、按结果付费等支付

方式。

４４加快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联网、互联互通的医

院信息系统

医疗信息的互联共享是实行整合医疗、促进分

工协作的必要条件。医疗服务共同体就是以一套完

整的、互联互通的医院信息化平台作为支撑，信息系

统的运用极大程度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医疗服

务质量，各家医院不再是一个个信息孤岛，通过电子

病历、个人健康档案等信息化手段可以对更大范围

内的患者进行健康管理。

４５以整合为契机，促进体制机制改革

实行整合医疗必须以保证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公益性为前提，否则会带来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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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５Ｎｏ９

效果。因此，整合必须由政府主导，加强监管，明确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强化区域卫生规划；

明确分工协作的目标、任务和协作方式，明确各方在分

工协作机制中的责、权、利；建立对公立医院开展分工

协作工作的补偿机制，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

入；建立分工协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

参　考　文　献：

［１］ＫｌｅｉｎＲＴｈｅｎｅｗｍｏｄｅｌＮＨ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

［２］ＧｒｅｅｎｅｒＩ，ＰｏｗｅｌｌＭ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ＨＳ：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ａｐｏｓｔ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Ｊ］Ｈｕｍａｎ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８，６１（５）：６１７６３６

［３］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ＮＨＳＴｈｅＮＨＳＰｌａｎ：ａｐｌａｎ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

ｐｌａｎｆｏｒｒｅｆｏｒｍ［Ｒ］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０

［４］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ｏＤｏＡｂｏｕｔＩｔ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８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ｂｏｏｋｓｃｏｍ／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１８８０２

［５］ＡｌａｉｎＣＥｎｔｈｏｖｅ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Ｃｕｒｅ

ｆｏｒ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８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ａｊｍｃｃｏｍ／ｍｅｄｉａ／ｐｄｆ／Ａ２６４＿０９ｄｅｃ＿ＥｎｔｈｏｖｅｎＳ２８４ｔｏ２

９０ｐｄｆ

［６］ＯＥＣＤ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ｉｎＨｅａｌｔｈ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８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０／０，３７４６，ｅｎ＿２６４９＿３３９２９＿４６１４１６３２＿１＿１＿１＿１，

００＆＆ｅｎＵＳＳ＿０１ＤＢＣｈｔｍｌ

［７］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院（ＣｈｉｎａＩＮＩ）现代医学的困惑

———系统医学理念的探讨［Ｍ］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８］章滨云，虞国良，郝超，等我国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

健网的历史沿革和存在问题［Ｊ］中国卫生资源，２０００，

３（６）：２６０２６４

［９］慕欣深圳社康：政府主导 院办院管［Ｎ］医药经济报，

２００９０７３０

［１０］廖新波社区医疗建设的三大法宝［ＥＢ／ＯＬ］［２０１２

０８０９］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４９４０ｂ３ｆ６０１００ｌ

ｇ１ｐ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１３］

（编辑　刘　博）

·信息动态·

《柳叶刀》杂志：总统大选将对美国和全球卫生产生重要影响

　　近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题为“Ｃｌａｓｓ，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的文章，分析了美国总统

大选之前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对美国

和全球卫生的影响。

文章认为，在政治方面，美国政坛几十年来首次

聚焦于阶级的辩论。保守派共和党领导人指责奥巴

马总统煽动“阶级斗争”，而民主党人坚持认为他们

是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经济方面，“财政悬崖”

（ｆｉｓｃａｌｃｌｉｆｆ）是美国未来最大担忧。它主要包含四项

内容：小布什总统减税计划即将到期，２％个人所得

税即将结束，发放延长的失业救济金时间即将截止，

以及如果国会未达成“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Ｓｕｐ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定下的赤字削减目标，根

据预算控制法，美国将在２０１３年启动自动削减赤字

机制———即在１０年内削减财政赤字项目共计１．２万

亿美元。

文章指出，美国大选将决定《可负担医疗法案》

（Ｔｈｅ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ＣａｒｅＡｃｔ，ＡＣＡ）的命运。２０１０年以

来，众议院多次投票试图废除《可负担医疗法案》，但

由于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支持，《可负担医疗法

案》最终获得最高法院通过，目前正在实施，但美国

居民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女性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

从１９５０年的全球第５位下降至２０１１年的第５５位；

１９８７－２００６年，美国妇女因妊娠疾病死亡的数量增

长了１倍。此外，美国大选也对对外援助产生重要

影响，２０１３年对外援助资金将削减１３％，２０１４年的

对外援助支出将低于２００１年的水平。
（来源：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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