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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寄语

我们为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２年取得的成绩而自豪，我们对崭新的２０１３年充满新的期待。值此辞旧迎新之
际，谨代表《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向一直以来关心与支持杂志发展的各位专家和同仁致

以最诚挚的感谢和祝愿！

杂志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传播政策、研究政策、服务决策”的办刊理念，以传播原创性卫生政策研究成果

为重点，杂志学术质量快速提升。据清华大学《２０１２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显示，《中国卫生政策研
究》杂志２０１１年影响因子和他引影响因子分别为１５８７和１４５７，在３１种医药卫生管理类学术期刊中均排名
第一。为更好地发挥专家的学术指导作用，２０１２年组建了第二届编委会，进一步增强了编委的代表性和权威
性。为促进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互动，承办了第二届中国卫生政策研究论坛，对卫生政策成果传播发挥了积极

作用。杂志网站启用以来，总访问量９６万次，２０１２年日均访问量超过１５００次，为及时传播研究成果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回顾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位领导、专家同仁和编委的悉心指导，离不开作者和读者的大

力支持，也离不开编辑部全体成员的辛勤劳动，谨向所有为杂志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和同仁致以最

衷心的感谢！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我们将继续坚持学术质量为核心，严格规范同行评议，开展多种形式的学

术交流，努力办成我国卫生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品牌。

２０１２年，医改各项工作又取得了新进展。基本医保筹资水平和保障范围继续扩大，重大疾病保障全面推
开，受益水平有所增加；基层卫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基本药物制度不断完善；公立医院改革在艰难中前行，县

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快速推进；然而，医改的长期性、复杂性则更为凸显。在目标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目

标的路径可以有多个选择，如何才能保证路径选择的科学合理，仍面临巨大挑战。经济社会形势的快速发展，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有赖于卫生发展模式的转变；科学合理的医疗卫生机构

和医务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亟需建立，人民群众的合理预期和对医改的信心需要引导；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利益部门化严重，政府的缺位、越位、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医保、医疗、医药的协调性差，医改政策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不够。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们能否遵循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规律，能否科学评价已取得的进展和

成绩，能否正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什么时候遵循规律，事业就顺利；什么时候违

反规律，就必然付出代价，教训甚至很惨痛；今天，我们更需要审视和关注。开展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卫生政

策研究，增强卫生政策研究的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及时传播研究成果，为卫生决策提供科学支

撑是《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志义不容辞的使命。

２０１３年是全面落实医改“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关系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能否顺利实现。让我们携起手来，以更加权威、科学、前瞻的视角，更紧密地围绕卫生改革发展的重点、热点和

难点，深入传播医疗卫生政策、分享研究成果、启迪医改思路，为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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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国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思考与设想

张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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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大疾病卫生支出是造成人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国
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完善城

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本研究在介绍国内外大病保障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的

基础上，分析我国目前大病保障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建立大病保障制度的经济、政策可行性等内容进行

分析，提出推进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相关建议：在现有基本医保制度的基础上，推进大病保障制度建设；

探索多种形式互补的大病保障工作模式；结合基本医保基金承载能力建立大病保障基金；以大病保障制度建

立为契机，稳步推进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关键词】灾难性卫生支出；医疗保障；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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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疾病卫生支出是造成家庭贫困的重要原因
之一，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尚未完善的医疗保障

体系并不能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灾

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居高不下。为缓解重大疾病

带来的沉重负担，国际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

了不同模式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目前，我国基本

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

盖城乡，但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仍然较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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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较为突出，居民健康的公

平性有待提高。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

逐步深入推进，我国政府对大病医疗保障工作愈加

重视。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国务院《“十二五”期间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要探索

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国家

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２０１２〕

２６０５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完善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１］
本研究在介绍国

内外大病保障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当前社会宏观政策环境、经济情况等方面对大

病保障制度建设环境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推动和实

施大病保障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１国内外大病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１１国际

ＷＨＯ《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２］，卫生服务

应关注公平性和可及性，保护公民患病时不受资金

风险的干扰，满足其获得充分卫生保健的愿望。但

是迄今为止，重大疾病卫生支出仍然是造成家庭贫

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上的重大疾病费用支出多

被称为“灾难性卫生支出”，其定义包含三个方面：一

是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属于重症疾病；二是在特定

时期内，家庭卫生支出超过原来所界定阈值；三是家

庭用于医疗卫生的个人现金支出（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ＯＯＰ）超过其可支配收入一定比例。［３］国际上通用的

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标准是２００２年ＷＨＯ提出的个人

现金支出占家庭消费的４０％。为缓解重大疾病带来

的沉重负担，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根据本国的实

际情况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

总体来看，各国保障模式主要有三个类型
［４５］：

一是以美国、南非等为代表，实施多元的非组织化的

医疗保险管理制度，以商业健康保险制度作为医疗

保障的主体，以按项目共付的方式，保障参保人在患

重大疾病后的医药费用；二是德国、法国、墨西哥、印

度、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强制建立

大病医疗保障制度，筹资按投保人收入比例缴纳，低

收入者和失业者的保费由雇主和国家负担，主要保

障糖尿病、高血压、艾滋病病毒感染、癌症、器官移植

和透析治疗等重大疾病；三是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实

施国民卫生服务制度，以全民免费医疗保障制度为

主，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为辅，保障居民免受疾病带

来的重大灾难。

１２国内
１２１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大病保障

目前，我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中大病保障工作

已在２４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主要有门诊大

病统筹和对特殊病种的再补偿两种形式。大病保障

的来源主要有从城镇基本医保基金中划拨和对居民

进行再筹资两种形式。开展大病保障的２４个地区

中，１４个地区依据原有基本医保目录，对超出医保报

销限额以上的部分进行再补偿，１０个地区结合各地

实际，规定了大病补偿病种的范围。城镇基本医疗

保险对大病的界定和补偿，与按项目付费为主的支

付方式密切相关，大病保障的范围包含疾病和诊疗

项目两个层面，主要考虑病种的费用负担，范围涉及

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尿毒症透析、心脏

病、脑血管疾病、重症精神病、传染病等近４０个病种

和诊疗项目。

１２２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大病保障

在新农合制度框架内建立的大病医保，基金主

要来源于门诊家庭账户或专项基金，在原有补偿比

例基础上提高对重大疾病的补偿比例和支付限额，

具体补偿标准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确定。

大病医保主要补助参合农民重大疾病的住院医疗费

用，同时对门诊重大疾病如恶性肿瘤、糖尿病等纳入

门诊统筹补偿范围，逐步提高门诊补偿水平，并与城

乡医疗救助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另外，新农合大病

保障在提高特殊病种补偿水平的同时，注重服务质

量提高和费用控制，多数省市重大疾病保障政策指

出，应根据临床路径、诊疗标准及结算标准的有关规

定，探索推行按病种限额、门诊总额预付的付费方

式，推进诊疗规范化、提高服务质量、控制费用不合

理增长；同时，严格论证重大疾病的救治路径，坚持

分级治疗；扩大试点，推行商业保险机构合作的模

式，推动多重补充医疗保险机制；进一步规范新农合

大病保障基金的使用和管理，保障基金安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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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我国大病保障现状及可行性分析

２１我国大病保障现状与主要问题
２１１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重，罹患重大疾病后费

用负担风险高

近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及居民医疗费用快速

上升，对国家经济负担和人民家庭生活产生很大影

响。２０１０年，我国卫生总费用高达１９９８０４亿元，人

均卫生总费用为１４９０１元［６］；同时，第四次卫生服

务调查研究显示，低收入家庭人均年医疗卫生支出

为４７０元，占家庭消费性支出的１７５％，城乡低收入

人群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分别达到５９％

和１０２％，高于全人群的４７％和６０％［７］。高额的

医疗费用对低收入家庭和人群造成的负担加剧，大

病患者不仅本身要承受巨大的疾病痛苦，还要承担

沉重的医疗费用。以恶性肿瘤为例，２００６年恶性肿

瘤发病率达到２６５９３／１０万，其所致直接经济损失为
３７２６８亿元，总经济负担１０７５９６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０５１％，是当年医疗总费用的４６７％。［８］巨额

医疗费用往往使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甚至是绝境。同

时，调查显示，２００９年死亡率排名前五位的疾病依次

为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

损伤和中毒，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重特大

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逐年上升，将会逐年加重

国家大病负担。

２１２现行医保制度注重基本医疗保障，大病费用主

要由家庭和个人承担

截至２０１１年，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

农合三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医保覆盖率超过

９５％，标志着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基本实现全

覆盖。但是目前医保体系工作重点在于居民的基本

医疗保障，而发生大病后的费用主要由家庭和个人

承担。这是因为：第一，三大基本医保制度对于所有

疾病的医疗费用均设有明确的起付线和封顶线，城

镇职工基本医保的封顶线一般是当地职工年平均工

资水平的４倍左右，而新农合一般在５万元左右，一

旦居民罹患大病，其医疗费用会超过封顶线，远远超

出封顶线的部分需要家庭或个人承担；第二，在基本

医保的保险范围内，仅在医保报销目录内的项目和

药品方可报销，而重大疾病往往需要进口药、特效药

或尖端的医疗技术来予以治疗，这些通常不在报销

目录内，导致在基本医保范围内，对大病的实际报销

比例也不高。因此，我国现行基本医保体系对于分

担居民大病费用的作用并不明显，绝大部分需要家

庭和个人承担。

２１３医疗救助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缓解重大疾病

的经济负担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我国城乡逐步推开医疗救助制

度，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等渠道募集资金，目的

在于：一是资助经济困难人群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二

是对罹患大病的经济困难人群（农村贫困居民、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给与自付费用的医疗补

助。但目前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对于大病的救助存在

范围窄、资金相对不足、封顶线普遍较低、区域医疗

资源分布不均衡、审批周期长、程序相对复杂等原

因，对于重大疾病高额的医疗费用来讲，医疗救助制

度并不能有效缓解居民重大疾病负担。

２１４已开展的大病保障工作在不同部门、相关政策

等方面存在衔接障碍

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是利用最少的资源，覆盖

最多人口，实现更多健康产出，并使医疗资源公平分

配。从我国国情来看，医疗保障必须是以向社会成

员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为经线，以满足特殊医疗需求

为纬线而组成的医疗保障安全网，这张网要惠及每

一个社会成员。目前，我国已开展的大病保障工作

在经管部门、保障政策、保障人群、偿付范围与标准

方面均存在差异，不同保障制度的衔接存在障碍，致

使整个医保体系的统筹水平和统筹层次受限，不利

于大病医疗保障工作的健康发展和稳步推进，不利

于公平、有效医疗保障体系的形成。

２２我国大病保障制度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２２１经济可行性

《指导意见》指出，大病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在全

民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广覆盖的基础上，对存在因

患大病致贫、返贫风险的居民进行保障。目前，我国

城乡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但不同保障制度

之间存在差距。覆盖面方面，２０１１年，三大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人数超过１２亿，覆盖率超过９５％，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初步实现全民覆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的参保人口中，７３．７％门诊病人的医疗费用获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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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销或由个人账户支付，９４．８％住院患者的医疗费

用得到了报销。
［９］
筹资方面，２０１１年，城镇基本医疗保

险基金总收入５５３９亿元，年末累计结存４０１５亿元，个

人账户积累２１６５亿元；三大基本医保基金当年结余
１４４５亿元，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新农合基金当年分别结余９２７亿元、１８１亿元

和３３７．４亿元［１０］，我国三大基本医疗保险的年度结余

率连续３年均在２０％～３０％左右。因此，从基本医保

基金中划拨一部分经费作为大病保障基金具备初步的

经济可行性，并且有助于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２２２政策基础

为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我国政府对大

病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愈加重视，近年来，随着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入推进，

政府逐步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大病保障

制度。２０１２年，党中央国务院与各部委先后出台促

进我国重特大疾病保障制度建设的相关政策文件：１

月，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试点工

作的意见》（民发〔２０１２〕２１号），明确了推动重特大

疾病救助工作的总体目标；３月，国务院《“十二五”

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提出

探索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５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２０１２年主要工作安

排》（国办发〔２０１２〕２０号），指出研究制定重特大疾

病保障办法，充分显示了我国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

制度，完善全民医保体系的决心；在此基础上，７月，

在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

全体会议上李克强副总理指出，“大病保障是衡量一

个国家医疗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准，要下决心抓紧把

大病医保纳入全民医保范围，拓展和延伸基本医保

的功能，从制度上筑牢、织密社会安全网，切实解决

大病患者的特殊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给病人

及其家庭带来希望、带来温暖”。李克强副总理的讲

话高度肯定了大病保障制度建立的重要意义，对大

病保障工作的建立给与原则性指示；８月，国家发改

委、卫生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２０１２〕２６０５

号），正式提出开展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

３推进我国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建议

３１在基本医保制度基础上推进大病保障制度建设

在全民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广覆盖的基础上，建

立大病保障制度，对存在因患大病致贫、返贫风险的居

民进行保障，更有利于缓解中低收入居民看病就医的

负担，体现社会公平，筑牢社会安全网。不论从筹资方

式还是保障范围，《指导意见》均提出应将大病保险与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相衔接。因此，大病保险工作的

开展应与原有基本医疗保险中大病保险的实践经验有

机结合，并与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兼顾医

疗服务质量和费用控制，积极试点按病种支付、总额预

付等支付方式改革，探索与商业医疗保险有机结合，在

体现公平的同时注重基金使用效率，为大病保障制度

的建立和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在统筹设计城

乡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补偿水平标准的前提下，大病

保障体系配套制度的设计应更注重实现大病保障的边

际效益最大化，实现风险分担大数法则的基本理念，维

护健康公平性。因此，大病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设计，

应在现有成熟的基本医保制度基础上扩展和延伸，形

成不断完善的大病保障体系。

３２探索不同形式的大病保障模式，优化医疗资源

配置

《指导意见》指出，应合理确定大病保险补偿政

策，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则上医疗

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同时，各地也可从个人负

担较重的疾病病种保障起步开展大病保险。由于我

国已经广泛开展大病医保试点工作，也制定了大病

保障的政策措施，因此，各地应结合本地政治、经济、

社会环境和已开展的大病保障相关政策，以缓解大

病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为核心，对大病保障资金进行

合理测算，对医疗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达到基

本医保基金合理有效使用；探索按费用保障、按病种

保障等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的大病保障模式，并依据

经济发展情况、剩余统筹基金的承载能力，定期调整

医疗服务需方偿付方式，循序渐进的推进大病保障

政策。多种形式互相补充的大病保障模式，更有利

于因地制宜的缓解中低收入居民看病就医的负担，

实现整个大病保障医疗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达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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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理想状态。

３３结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承载能力，建立大病保障
基金

《指导意见》指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

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余

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的地区，在

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

金来源，逐步完善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多渠道筹资

机制。结合国际经验，在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设立

专项的大病保障基金是有效可行的大病保障筹资方

式。我国原有的大病保障筹资方式主要有从原有基

金划拨和对居民再筹资两种方式，目前而言，从医保

基金中划拨一部分经费作为大病保障专项基金具备

初步经济可行性，有助于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同时，由于基于单个医疗保障制度的大病保障费用

负担较重，不利于医疗保险风险分担机制的有效发

挥。因此，在开展大病保险过程中，可以探索在城乡

医保基金统筹的基础上，完善大病保障制度建设，避

免医疗保障城乡二元化的形成，推进城乡居民疾病

风险分担机制的实现。此外，应重视大病保障制度

建立后居民卫生服务需求释放和寿命延长所带来的

医保基金费用负担增加的情况，科学预估医保基金

承载能力，结合居民现实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合理调整大病保障基金筹资水平和筹资方式。

３４以大病保障制度建立为契机，采取综合措施稳步
推进我国医疗保障管理体系建设工作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在大病保障制度建立的

契机下，政府应逐步改革医疗保障体制，创新机制，

对医疗保障管理体系进行统筹设计、协同管理、综合

协调，发挥各部门在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和

职能，充分调动行业管理部门在病种管理、费用分析

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在重大疾病病种管理方面，应采

用综合的方法进行病种界定工作，以卫生服务公平

性为导向关注重点人群，强化疾病治疗向预防模式

转变，积极探索针对大病病种的规范化诊疗手段，强

化医疗质量控制；在费用分析与控制管理方面，综合

支付方式改革、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强化服务要

素准入管理以及建立医疗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等

措施，建立保障与控费并行的大病保险监管和运行

机制；同时，结合相关部门医疗保险管理的经验基

础，加强对医疗保障工作的有效管理，统筹城乡医保

管理和制度设计，在国家保障制度层面建立多方制

度监管体系，保证医疗机构医疗质量，有效控制医疗

费用不合理增长，逐步提高医疗机构工作效率，提高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稳步高效的推进我国大病

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缓解看病贵、看病难问题，逐步

实现更好的社会公平。

参　考　文　献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六部 《关于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

〔２０１２〕２６０５号）［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ｄｐｃｇｏｖｃｎ／ｚｃｆｂ／ｚｃｆｂｔｚ／２０１２ｔｚ／ｔ２０１２０８３０＿５０２８３３ｈｔｍ

［２］ＷＨＯ２０００年世界卫生报告［Ｒ］２０００

［３］ＸｕＫ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ａｔａ

ｓｔｒｏｐｈ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Ｊ］ＷＨＯ／ＥＩＰ／ＨＳＦ／ＰＢ，２００５

（２）：８

［４］ＫｉｎｎｅｙＥＤ，ＦｒｅｕｄＤＡ，ＣａｍｐＭＥ，ｅｔａｌ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ｌ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Ｕｎｉｑｕ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

Ｕｎｉｑｕ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Ｊ］ＪａｍａｌｏｆＬａｗ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ｔｈｉｃｓ，

１９９７（２５）：１８９１

［５］ＴｈｅｒｅＷｈｅｎＹｏｕｒＦａｍｉｌｙＮｅｅｄｓｉｔｍｏ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０／０６／ｙｏｕｒｍｏｎｅｙ／ａｓ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ｒｅｏｆａ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ｅｄｓｈｔｍｌ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２０１１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

计 公 报》 ［ＤＢ／ＯＬ］ ［２０１２１１０９］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ｏｈｗｓｂｗ

ｓｔｊｘｘｚｘ／ｓ７９６７／２０１２０４／５４５３２ｈｔｍ

［７］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

报告［Ｒ］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２００８

［８］赵平，陈石青，孔灵芝 中国癌症发病与死亡（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Ｍ］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年国家统计年鉴

［Ｄ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

ｎｄｓｊ／２０１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１０］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２０１１年全国社会保险情况

［Ｄ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

２０１２０６／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１７１２５０ｈｔ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８］

（编辑　赵晓娟）

６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６卷第１期

·专题研究·

基于大病病种分类的医药费用特征分析

孙纽云
１　梁铭会１　房珊杉１　董丹丹１　孙冬悦１　张宗久２　周　军２　王敏瑶２

１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目的：在界定大病病种的基础上对大病医药费用特征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大病保险政策落实和
工作开展的相关建议，推进我国大病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方法：利用北京等６省（市）６８家三级医院
５０３６２９６份住院患者病案首页数据，分析大病病种范围及其单病种次均费用、总费用和费用构成。结果：６０
种重大疾病的平均住院费用超全国平均住院费用３倍，重大疾病费用负担占住院患者全病种费用负担的１／３
以上，且药品是其高额费用产生的主要因素。结论与建议：探索按病种开展大病保险地区将６０种疾病作为优
先选择，强化服务要素准入管理、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建立医疗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综合支付方式

改革等措施，建立保障与控费并行的大病保险监管和运行机制，提高大病保险经费的使用效率。

【关键词】重大疾病；病种分类；大病保险；费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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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基本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基本

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面覆盖，但居民重大疾病医疗

费用负担仍然较重。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公立

医院改革工作的逐步深入推进，为保证人人享有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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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本医疗服务，实现“十二五”期间我国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政府对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建

设愈加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出台了多项政策措

施。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６部

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各地应当

按照自身情况确定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筹资水平

等，也可以从个人负担较重的疾病病种起步开展大

病保险。
［１］
因此，为推进我国大病保险制度相关工作

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本文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方法，确定优先入选的６０个疾病病种集后，对入

选病种进行费用特征分析，包括入选病种的经济负

担、费用贡献率以及高额费用产生的重要环节，从保

证质量和控制费用并行角度提出推进我国大病保险

工作开展的相关建议。

１大病病种范围界定

１１典型国家大病病种范围

国际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根据本国的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采取了不同模式

的大病医疗保障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大病保障模式

和保障病种范围。美国重大疾病保险资源中心规

定，重大疾病保险必须覆盖的疾病有：心脏病、器官

移植、昏迷、血管成形术、癌症、肾衰竭、失明、失聪、

艾滋病（通常针对医疗人员）、中风、阿尔茨海默病、

冠状动脉搭桥、心脏瓣膜手术、截瘫、多发性硬化症、

主动脉手术、严重烧伤等。
［２４］
台湾、德国等国家和地

区则是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强制建立大病医疗保障制

度，台湾全民健康保险重大伤病范围分为恶性肿瘤、

先天性凝血因子异常、严重溶血性及再生不良性贫

血等共计３０类，《全民健康保险法》第３６条规定，患

有重大伤病就医者免收该项疾病医疗费用的自付部

分。
［５６］
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实施国民卫生服务制度，以

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为辅保障居民免受疾病带来的重

大灾难。２０１１年，英国保险协会《重大疾病保险的最

佳实践声明》指出，商业重疾险的保障范围包括阿尔

茨海默病、主动脉移植手术、癌症等２３种疾病。［７］

１２我国大病病种范围界定

１２１资料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实证分析的稳健性，本文

实证部分微观数据来源于：（１）北京、上海、湖南、广

东、吉林、四川 ６个省（市）１８家三级医院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８１９９２１位住院患者病案首页的原始数据，

按ＩＣＤ１０分类共计１４１５种疾病病种①；（２）北京市

５０家三级医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４２１６３７５位住院患

者病案首页的汇总数据，按 ＩＣＤ１０分类共计１５５２

种疾病病种。

１２２病种范围界定方法

（１）病种范围界定概念及原则

综合国内外关于重大疾病的范围和内涵，本研

究界定重大疾病病种范围的概念和原则如下：严重

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疾病负担重、费用高；疾病转归

好、疗效确切、存活期长；病程长、需持续治疗；对特

殊人群有严重危害（不包括罕见病），特别关注儿童

期疾病和育龄妇女健康；社会影响大，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情况严重。

（２）病种范围界定方法

首先，对两类来源的出院患者病案首页数据进

行归类整理，按照 ＩＣＤ１０编码分别汇总形成 １４１５

和１５５２种疾病病种集，并分别对每种疾病的相关指

标（出院人数、次均医疗费用、平均住院日、疾病转归

等）进行分类整理。

其次，采用 Ｄｅｌｐｈｉ专家咨询法，筛选严重威胁

居民健康、发病率高、疾病负担重等的疾病集。课

题组根据专家意见，对两组病案首页疾病相关指标

进行评判和删减，最终选取出院人数、次均费用、平

均住院日、治愈率和死亡率作为大病病种评价指

标，并确定各指标权重，在综合评分的基础上，两组

数据均选择综合排名在前 ６０位的疾病作为备选

病种。

再次，考虑到病案首页疾病指标并未反映疾病

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及对特殊人群的危害程度，课题

组在定量分析两样本组入选病种基础上，结合典型

８

① 疾病病种按照ＩＣＤ１０前３位编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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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病病种范围及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中已开展大

病保险工作的病种范围，将病种重合次数按照从大

到小排序，选择病种重合率较高的前６０种疾病，作

为最终大病病种范围。

１２３病种范围界定结果

结合国内外大病保障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依据

以上大病保障的内涵、大病概念及界定原则，采用定

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大

病保障病种集的基础上，形成大病病种范围，包括１３

大疾病系统的６０种疾病（表１）。

表１　大病病种筛选结果

序号
ＩＣＤ
编码

疾病名称 疾病系统名

１ Ｃ５０ 乳房恶性肿瘤 肿瘤

２ Ｃ５３ 宫颈恶性肿瘤 肿瘤

３ Ｉ２１ 急性心肌梗死 循环系统疾病

４ Ｃ３４ 支气管、肺恶性肿瘤 肿瘤

５ Ｆ２０ 精神分裂症 精神和行为障碍

６ Ｃ１６ 胃恶性肿瘤 肿瘤

７ Ｃ１５ 食管恶性肿瘤 肿瘤

８ Ｃ１８ 结肠恶性肿瘤 肿瘤

９ Ｎ１８ 慢性肾衰竭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１０ Ｃ２０ 直肠恶性肿瘤 肿瘤

１１ Ｅ０５ 甲状腺毒症【甲状腺机能

亢进】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

疾病

１２ Ｅ１０ 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内分泌、营养和代谢

疾病

１３ Ｂ２４ 未特指的人类免疫缺陷病

毒［ＨＩＶ］病
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１４ Ｄ６６ 遗传Ⅷ因子缺乏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和某些涉及免疫机制

的疾患

１５ Ｄ６８ 其他凝血缺陷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和某些涉及免疫机制

的疾患

１６ Ｄ６７ 遗传性因子ＩＸ缺乏 血液及造血器官疾病

和某些涉及免疫机制

的疾患

１７ Ｊ４２ 未特指的慢性支气管炎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８ Ｍ１６ 髋关节病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

组织疾病

１９ Ｉ２５ 慢性缺血性心脏病 循环系统疾病

２０ Ｉ６９ 脑血管病后遗症 循环系统疾病

２１ Ｓ１２ 颈部骨折 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

些其他后果

２２ Ｉ０５ 风湿性二尖瓣疾病 循环系统疾病

２３ Ｔ８４ 内部矫形外科假体装置、

植入物和移植物的并发症

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

些其他后果

２４ Ｎ１９ 未特指的肾衰竭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续）

序号
ＩＣＤ
编码

疾病名称 疾病系统名

２５ Ｓ３２ 腰部脊柱和骨盆骨折 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

些其他后果

２６ Ｃ１７ 小肠恶性肿瘤 肿瘤

２７ Ｃ２４ 胆道其他和未特指部位的

恶性肿瘤

肿瘤

２８ Ｓ７２ 股骨骨折 损伤，中毒和外因的某

些其他后果

２９ Ｉ６０ 蛛网膜下出血 循环系统疾病

３０ Ｊ４４ 其他慢性阻塞性肺病 呼吸系统疾病

３１ Ｃ１１ 鼻咽恶性肿瘤 肿瘤

３２ Ｃ９２ 髓样白血病 肿瘤

３３ Ｊ９８ 其他呼吸性疾患 呼吸系统疾病

３４ Ｃ２５ 胰恶性肿瘤 肿瘤

３５ Ｃ２２ 肝和肝内胆管恶性肿瘤 肿瘤

３６ Ｑ２１ 心间隔先天性畸形 先天性畸形，变性和染

色体异常

３７ Ｄ３２ 脑脊膜良性肿瘤 肿瘤

３８ Ｃ７１ 脑恶性肿瘤 肿瘤

３９ Ｉ６１ 脑内出血 循环系统疾病

４０ Ｋ７４ 肝纤维化和硬变 消化系统疾病

４１ Ｃ３２ 喉恶性肿瘤 肿瘤

４２ Ｄ３３ 脑和中枢神经系统其他部

位的良性肿瘤

肿瘤

４３ Ｃ９１ 淋巴样白血病 肿瘤

４４ Ｍ４８ 其他脊椎病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

织疾病

４５ Ｍ５０ 颈椎间盘疾患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

织疾病

４６ Ｋ８５ 急性胰腺炎 消化系统疾病

４７ Ｉ６７ 其他脑血管病 循环系统疾病

４８ Ｑ２５ 大动脉先天性畸形 先天性畸形，变性和染

色体异常

４９ Ｃ９５ 未特指细胞类型的白血病 肿瘤

５０ Ｍ１３ 其他关节炎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

织疾病

５１ Ｉ２０ 心绞痛 循环系统疾病

５２ Ｇ２０ 帕金森病 神经系统疾病

５３ Ｃ６４ 肾恶性肿瘤，除外肾盂 肿瘤

５４ Ｊ４３ 肺气肿 呼吸系统疾病

５５ Ｍ４７ 脊椎关节强硬 肌肉骨骼系统和结缔组

织疾病

５６ Ｃ６７ 膀胱恶性肿瘤 肿瘤

５７ Ｃ９０ 多发性骨髓瘤和恶性浆细

胞肿瘤

肿瘤

５８ Ｋ０７ 牙面畸形 消化系统疾病

５９ Ｑ６５ 髋先天性变形 先天性畸形，变性和染

色体异常

６０ Ｇ９５ 脊髓的其他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

　　对最终界定的大病病种集进行分析发现，恶性

肿瘤占近三分之一，比重最大，说明恶性肿瘤在重大

疾病中具有代表性；其次为循环系统疾病，其余系统

的疾病比重相对较小，分布也较均匀。值得注意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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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入选重大疾病范围中，帕金森病、髋关节病、慢性

肾衰等疾病多发于老年人群；而先心病（例如ＩＣＤ１０

编码为Ｑ２１的心间隔先天性畸形）是严重威胁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的重大疾病；慢

阻肺等重大疾病多见于从事特殊职业的人群，应当

给予重视。另外，随着医学模式和疾病谱的改变，高

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慢性疾病已经逐步

成为大病系统中分布比例较高的疾病病种。

２重大疾病费用特征分析

在病种分类基础上，利用北京等６省（市）１８家

三级医院病案首页数据信息，对入选病种的费用特

征及费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计算所有病案信息的

全病种总费用、单病种次均费用、总费用及单病种费

用构成指标。依据公式“单病种费用贡献率 ＝单病

种总费用／全病种总费用”计算６０种疾病的单病种

费用贡献率，分析入选病种为患者带来的疾病负担；

依据公式“前１０种疾病单项费用构成比重 ＝∑单病

种单项费用／∑单病种住院总费用”分析贡献率最高

的前１０种疾病的费用构成，确定重大疾病保险中高

额费用发生的关键环节。由表２可知，入选病种平

均住院日、平均医药费用、平均出院人数以及药占比

指标均显著高于全病种及未入选病种，通过对６０种

入选病种进行深入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表２　大病病种分类相关指标（均值）

病种分类 样本量
平均住院

日（日）

平均住院

费（元）

平均出院人

数（人）

药占比

（％）

全病种 １４１５ １０８８ １３２２６４９ ５７９ ３３６９

入选病种 ６０ １４６９ ２５０８３８０ ２７７８ ３８４１

未入选病种 １３５５ １０７１ １２７０１４４ ４８２ ３３４８

２１重大疾病平均住院费用超全国平均住院费用

３倍

结果显示，６０个重大疾病病种平均住院费用为

２５０８３８元，而２００９年全国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为

５９５１８元［８］，由此可见，重大疾病的住院费用远高于

全国的次均住院费用，超全国平均水平３倍，居民一

旦患重大疾病，将面临极大经济负担。据统计，２００９

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分别为３８６３３３３

元和１２５７９３６元。［９］按照国际上４０％的灾难性卫生

支出界定标准，２５０８３８元的重大疾病费用已经高

于城乡家庭消费性支出的 ４０％（分别为 １５４５３３３

元和５０３１７５元）。这说明基本医疗保险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居民的就医负担，但由于基本医保的

实际报销比例以及报销范围存在局限性，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居民看病贵的问题，居民一旦罹患重大

疾病，可能会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

２２重大疾病住院费用负担占全病种的１／３以上

以北京市等１８家医院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病案首

页数据为基础数据，分析入选疾病费用对１８家医院

病案数据所包含的全病种总费用的贡献率，结果显

示，入选的 ６０种重大疾病占全病种住院总费用的
３６２４％。其中，前十种疾病费用负担占重大疾病总负

担的１／２，按疾病总费用贡献率排序，最高的前１０种

疾病分别为：慢性缺血性心脏病（５７４％）、支气管＼肺

恶性肿瘤（２１１％）、胃恶性肿瘤（１６６％）、急性心肌

梗死（１３７％）、肝和肝内胆管恶性肿瘤（１３０％）、心

间隔先天性畸形（１２９％）、结肠恶性肿瘤（１２１％）、

其他呼吸性疾患（１１４％）、其他慢性阻塞性肺病
（１１２％）、股骨骨折（１１３％），１０种疾病对全病种

费用总贡献率为１８０７％，对６０种重大疾病费用贡

献率为４９８６％，提示以上１０种重大疾病给居民带

来经济风险的概率最大。

２３药品费用仍是重大疾病的主要负担

结合疾病费用贡献率测算结果，对前１０位疾病

费用的分类构成分析，结果显示，西药费占前１０种

疾病总费用的３４５１％、手术费占１２１６％、检查费占
６１３％、化验费占５９２％、诊疗费占５９１％、床位费

占３２１％、中药费占０７８％、护理费占０７２％、其它

费用占３０５４％。可见，西药费用是重大疾病费用的

主要构成，手术费、检查费依次随后，三项费用合计

占总费用的５２８％，因此西药费、手术费以及检查费

应作为重大疾病保障制度实施后费用监测和控制的

重要方面。此外，其它费用在重大疾病费用负担中

的比例高达３０５４％，尤其在慢性缺血性心脏病、急

性心肌梗死、心间隔先天性畸形中其比例超过４０％，

本研究限于该指标具体信息在病案首页中并未详细

分类，未做深入探究，但是该结果仍提示应关注重大

疾病诊疗过程中常规项目之外的医疗收费项目，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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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医务人员诊疗行为，控制医疗成本，避免不必要的

卫生资源浪费。

３讨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在借鉴国内外大病保障病种集的基础

上，利用两组病案首页数据，采取专家评价法最终得

到大病保障的病种范围包括１３大疾病系统的６０种

疾病。这种界定方法综合考虑了疾病负担重、费用

高、严重威胁居民身体健康等因素，为各地区探索大

病病种范围给予理论和方法学上的支持。其次，在

大病病种界定的基础上，对入选病种的疾病特征和

疾病构成进行具体分析，结果发现，６０种重大疾病的

平均住院费用超出全国平均住院费用的３倍，重大

疾病费用负担占全病种的１／３以上，且药品仍是其

高额费用产生的主要原因。这提示我们在保证质量

和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控制医药费用，是大病保险体

系建立和完善的关键。此外，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仅是从６个省（市）中选取部分三级医院进行研

究，鉴于不同地区疾病谱、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

构的不同，病种选择的范围也应有所差异，因此，探

索不同地区的病种范围及其区别成为以后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课题。通过对大病病种界定及费用构成的

分析，提出如下建议以推进大病保障相关工作的落

实与开展。

３１将６０种重大疾病作为大病保险的优先选择病种

６０种重大疾病的经济负担已经超出城乡居民家

庭消费性支出的４０％，在没有医疗保险或基本医疗

保险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罹患这些疾病将给居

民家庭带来经济风险。同时，结合疾病费用贡献率

数据，６０种重大疾病费用负担占全病种费用负担的

１／３以上，而慢性缺血性心脏病、支气管＼肺恶性肿

瘤、胃恶性肿瘤、急性心肌梗死、肝和肝内胆管恶性

肿瘤、心间隔先天性畸形、结肠恶性肿瘤、股骨骨折

１０种疾病对全病种费用总贡献率接近１／５，对６０种

重大疾病费用贡献率接近１／２，这些重大疾病是造成

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风险因素，各地结合

《指导意见》探索按从个人负担较重的疾病病种起步

开展大病保险时可将６０种疾病，尤其是贡献率前１０

的疾病可作为大病保险的优先选择病种。

３２强化药品技术等服务要素准入管理，多部门多措

施控制治疗成本

重大疾病的救治涉及药品、医疗技术以及设备

使用、准入与配置等多个方面，因此，重大疾病医疗

成本控制必须在多部门联合的前提下，强化医疗服

务要素管理，选择最具成本—效益的药品、服务技术

和医疗设备。由于药品费用仍是重大疾病费用主要

负担，因此应进一步推广基本药物使用，加强医疗机

构药品集中采购管理，规范医疗机构药品采购行为，

降低药品价格，合理控制药品费用。为此，应建立多

部门联合协调机制，共同从药品和高值耗材等的定

价、流通管理、合理化诊疗方面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

理增长。同时，应结合我国医药产业情况进行优化

调整，增加对生产重大疾病相关产品行业的投入和

扶持力度，从基础环节层面有效降低医疗成本
［１０１１］，

提高大病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平性。此外，在

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和加强检验检查管理的基础

上，进一步扩大检验检查结果互认的范围，规范互认

程序，减少重复检验检查，降低重大疾病的治疗

成本。

３３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保证医疗质量与费用控

制并行

重大疾病由于致病机理复杂、病程相对较长，需

要消耗更多医疗资源，诊疗过程风险也相对较大。

结合６０种重大疾病贡献率排名前１０的费用项目构

成分析结果，非常规诊疗项目的其它费用比重占

１／３，提示重大疾病的诊疗技术和项目存在更多的不

确定性，缺乏规范性的监管措施与有效手段。在医

疗资源和大病保险基金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加强

对重大疾病诊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行为监管，严格重

大疾病高风险、高费用技术与设备的规范化管理，应

用适宜技术；规范重大疾病诊疗过程，通过制定临床

操作指南、操作规范等措施，有效防范医疗风险，保

证医疗质量，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减少不必

要的医疗资源浪费，降低居民罹患重大疾病的经济

负担。

３４完善医疗机构运行监管体系，建立费用控制的激

励约束机制

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提供的主体，应以推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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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病保险制度为契机，通过行业监管体系的改革完善，

加大医疗机构行业监管力度，建立以公益性为核心、

以病人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体系。结合医院评审评价，将医药费用控制与医疗

机构评级评优相挂钩；在推进医院内部激励和分配

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将控费与绩效薪酬分配相挂钩；

将医疗机构质量改进和费用控制与医保定点和医保

费用结算相挂钩；促进医疗机构内部开展成本核算

工作，强化成本控制和监督意识；通过优化服务流

程、开展日间手术、建立多学科会诊中心、延伸护理

服务等措施，促使医院创新服务方式。最终健全医

药费用监管机制，建立医疗机构医药费用控制的激

励约束机制，提高服务效率，降低医药费用，保障大

病保险经费的使用效率。

３５以支付方式改革为手段，促进大病保障经费合理

使用

大病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助于释放合理医疗需

求，缓解因病致贫问题。然而，由于医疗机构、医保、

患者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医疗资源浪费，也

可能造成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和社会保障福利的不

必要损失。
［１２］
因此，大病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

科学合理的控费政策支持。近年来，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已成为世界各国控制医药费用增长的有效途径

和关键举措，支付方式由传统的按项目付费逐步向

总额预付、按人头支付、按病种支付等转变。
［１３］
多国

实践证明，支付方式改革能够有效促进医疗机构规

范疾病诊疗流程、加强内部管理、改善服务质量、控

制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１４１５］，进而建立自主

控费机制。因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兼顾筹资与支

付的平衡、费用与质量的平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

支付方式，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探索多种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促使医院自觉控制成本内在机制的建立，在

保障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促进大病保险经费的合理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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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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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缓解重大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国际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不同模式的大病医疗保障
制度，主要有商业医疗保险主导，国家医疗保险主导，社会医疗保险主导三种基本模式。考虑国际上典型国家

的大病保障均以本国医疗保障制度为基础，本研究通过介绍三种模式下典型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历史背景、

制度框架等内容，分析其对重大疾病的保障模式与特点，总结各国在降低患者自付费用、控制医保付费水平、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相关经验，进而建议我国在制定大病保障政策时，注意采用综合控费措施，降低患

者自付费用；转变医保支付方式，控制医保付费水平；加强运行监管，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医疗保障；大病保险；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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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

逐步深入推进，我国政府对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愈加

重视。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４日，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 ６

部门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医保体系建

设从实现病有所医向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迈出关键一步。开展大病保障工作，有利于切实减

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提高人民群众就医

公平可及性，有效降低中低收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风险。本文通过分析国际上典型国家医保制

度建设及其对重大疾病的保障模式，为我国大病保

障制度建设的具体实施提供经验和启示。

鉴于世界各国大病保障政策均以其医疗保障体

系为基础，本文首先介绍国际上典型国家医疗保障

３１

 作者简介：孙冬悦，女（１９８８年—），硕士，实习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医院运行绩效管理、病人安全及医疗风
险管理。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ｗｉｎｔｅｒｈａｐｐｙ＠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通讯作者：孙纽云。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ｎｙ６８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体系的历史背景、制度框架等，进而分析重大疾病的

保障模式，并探讨其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根据

医疗保障在基金筹集方式、医疗费用分担方式等方

面存在的差异，国际上将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划分为

以下三种：商业医疗保险模式、国家医疗保险模式、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
［１］
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能同时存

在几种医疗保险制度，但均以一种模式为主导
［２］，因

此本研究分别选取了三种基本医疗保险模式的国家

为研究对象，分析探索其保障制度的相关内容。

１商业医疗保险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例

商业医疗保险模式的特点是将医疗保险作为商

品，按照市场原则筹集医疗保险费用和提供医疗服

务，代表国家是美国。

１１医疗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

美国是一个追求个人独立和自由、反对过多行

政干预，信奉采用市场手段解决医疗问题的国家。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前，美国政府尚无任何医疗保障

政策，受经济危机影响，许多人患病后没有能力就

医，导致患者看病困难，医院和医师收入显著降低。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私人保险开始实行预付保险

计划，也就是后来的蓝十字和蓝盾协会（ＢｌｕｅＣｒｏｓｓ

ＢｌｕｅＳｈｉｅｌ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前身；另一方面，经济危机

后凯恩斯主义悄然兴起，１９３５年美国政府颁布《社会

保障法》（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ｃｔ），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

对社会福利进行干预。发展至今，美国已经形成以

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为辅

的混合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１２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１２１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障

在美国，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分为营利性和非营

利性两种，非营利性保险公司在税收方面享受一定

的优惠，其典型代表是大多数的蓝十字和蓝盾组织，

双蓝组织包括３８家独立经营的地区保险公司［３］，覆

盖了将近１亿的美国民众，占所有商业健康保险参

保人数一半以上。营利性保险公司虽不能享受税收

的优惠，但却可以将经营成果分发给股东和管理层，

不需要将全部盈余用于公共服务，在美国规模较大

的营利性保险公司有联合健康集团（Ｕｎｉｔｅｄ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安泰保险集团（Ａｅｔｎａ）等。据美国人口

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３亿美国人中，大约有１７６

亿人
［４］
享有雇主或家属的雇主提供的私营保险公司

医疗保险，占美国总人口的５８％左右，此外，约有２

７００万人由个人购买商业医疗保险。

１２２由美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

美国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主要

包括医疗照顾计划（Ｍｅｄｉｃａｒｅ）、医疗救助计划（Ｍｅｄｉ

ｃａｉｄ）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ＣＨＩＰ）等。Ｍｅｄｉｃａｒｅ是针

对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因残疾、慢性肾炎等接受

社会福利部门救济者提供的医疗保险，由国家卫生

和人类服务部直属的社会保障总署直接管理，经费

由中央财政拨付，患者个人负担较少
［５］；Ｍｅｄｉｃａｉｄ根

据《美国安全法》规定，对低收入、失业和残疾人群提

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其划定的贫困线标准依据各州

经济情况确定
［６７］；ＳＣＨＩＰ于１９９７年开始实施，目的

是向未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儿童和孕妇提供医疗

补助
［８］。该计划由联邦政府制定指导方针，各州自

行设计计划，其中包括设定审查标准、支付水平和管

理程序等。

１３重大疾病保障的特点

美国虽没有单独建立大病保障制度，但其医疗

保险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基于保障大病的思想，具体

体现在设定个人医疗负担封顶线、降低个人自付比、

开展医疗救助等措施。此外，商业重大疾病保险（以

下简称“商业重疾险”）的发展和完善，不仅补偿大病

患者医疗费用，还弥补了患者因无法正常工作而带

来的经济损失。

１３１商业健康保险一般设置个人负担封顶额，超过

封顶额后患者无需付费

不同于其他国家医疗保障制度模式设定“一揽

子”式的标准，美国商业健康保险由筹资、报销标准

各异的保险产品组成，通过保险市场的良性竞争满

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险需求。虽然保险公司可

以自由制定健康保险产品，但为了降低投保人的道

德风险、自身运营风险和管理成本，纵使待遇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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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一般都采取共付额、免赔额和最高限额等措

施。
［９］
患者需要支出免赔额以下的所有费用以及免

赔额以上的部分费用（比例约为２０％），但为了降低

患者因大病带来的高费用负担所引发的家庭财务危

机，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还设定了个人负担封顶

额，当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一定金额时，不再需要个人

支付。免赔额和共付额的设定降低了患者的道德风

险，而个人自付额封顶也化解了患者因大病造成的

财务风险。因此，这种医疗保险制度设计，既加强

了参保人对自身健康负责的意识，又突显了健康保

险互助共济的作用。即便参保人群不幸罹患重大

疾病，也仅承担有限的医疗费用，因病致贫问题并

不突出。此外，除了对疾病保障外，各州的法律规

定保险公司必须提供某些医疗服务，如乳腺检查、

宫颈癌检查、糖尿病病人健康教育、婴儿免疫等，推

进一、二级预防工作开展，消除或减轻患病危险因

素，降低重、慢性疾病的患病率，进而减轻大病保障

负担。

由于各商业健康保险公司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

于参保个人和企业，当患者和医生将昂贵的医疗费

用转嫁给保险公司时，保险公司只能抬高保险费用，

从而加重参保人负担，甚至使得部分“有工作的穷

人”退出商业健康保险。为控制医疗费用的持续增

长，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各保险公司纷纷探

索对医疗服务供给方的付费方式改革，例如，对家

庭医生实行按人头承包付费；对医院实行 ＤＲＧｓ包

干或是总额预付，预付金额由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

谈判结果决定；为在控费的基础上，保障医疗质量，

近些年还实施按绩效支付（ｐａｙ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４Ｐ）的付费改革［１０１２］，给予质量好的医院或医师

经济激励。以健康为宗旨设计医保付费改革策略，

不仅有助于提高医疗机构服务效率、降低保险公司

运营成本，更能够提高人们生命质量，提升国民健

康素质。

１３２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保障安全网，个人无需支

付或仅支付少部分医药费用

在美国，Ｍｅｄｉｃａｒｅ是主要提供给老年人的社会医

疗保险计划，年轻人工作期间缴费，但只有退休后才

能够享受，具有代际间转化互助作用。Ｍｅｄｉｃａｒｅ由４

类福利组成，包括医院保险、医疗保险、医疗照顾优

势计划、处方药保险。
［１３］
政府负担３天以上的大部

分住院费用、约８０％的医生诊治费用以及大部分药

品费用。虽然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并没有设定自付封顶线，但

在住院费用方面，绝大部分参保人只需支付固定金

额的费用，其余由联邦医保支付；在医疗费用方面，

联邦医保也支付了８０％左右的费用，个人所需支付

费用有限；在处方药品方面，当参保人花费超过一定

额度后，则给予９５％的报销。［１４］可见，Ｍｅｄｉｃａｒｅ虽然

通过设定起付线、自付比等需方偿付方式控制道德

风险，但仍然承担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重大疾病患

者负担比例较低。此外，对于联邦医保未予以报销

的费用，参保人还可以通过参加商业保险进行再保

险；低收入老年人若无力负担自付部分费用，还可以

向政府申请Ｍｅｄｉｃａｉｄ。此外，ＳＣＨＩＰ针对不符合申请

Ｍｅｄｉｃａｉｄ条件的儿童和孕妇进行医疗补助，缓解了更

大范围人群的疾病负担。

１３３商业重疾险的引入，弥补了患者因无法正常工

作而带来的家庭经济损失

随着商业重疾险在南非和英国等地的发展，美

国商业保险公司也开始引入商业重疾险，一般按照

疾病病种进行保障，分担了大病患者绝大部分经济

负担。值得注意的是，商业重疾险的内涵与我国正

在推行的大病医保有本质的区别：首先，保障对象不

同，“大病医保”保障的是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

保（合）人，属于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商业重疾险实行

自愿参保，参保人与商业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并执行

合同条款。其次，保障意义不同，大病医保属于社会

福利，为了防止因病致贫；而商业重疾险是在大病医

保的基础上，按照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签订的条款

履行合同。第三，保障内容不同，大病医保主要对疾

病产生的费用进行保险；而商业重疾险不仅能对医

疗费用进行保障，更重要的是对因病产生的经济困

难进行保障，如因病无法正常工作的损失、孩子的教

育费用、贷款费、家庭的日常消费等。

２国家医疗保险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例

国家医疗保险模式，即全民免费医疗模式，由政

府依靠税收筹集医疗基金，政府直接创办大部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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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通过政府预算拨款或转移支

付获得经济来源，并向本国居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

务。英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等都属于这种模

式，其中以英国为典型代表。

２１医疗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

英国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又称国家健康服务体

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ＨＳ），始建于１９４８年，其

理念源于二战后流行于欧洲的凯恩斯主义，是从摇

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

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在对德国社会福利进

行考察与研究后，提交了构建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

《贝弗里奇报告》
［１５］，其核心原则就是把社会福利作

为一项社会责任确定下来，通过建立一套以国民保

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所有公民都能平

等地获得包括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英国工党政府

上台后通过立法正式确立了这一全民免费医疗体

系，使得每一个英国居民都可获得近乎免费的医疗

服务。

２２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英国医疗服务提供方分为公立医疗机构和私营

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税收购买服务，覆盖绝大多

数英国居民；私营医疗服务是公立医疗服务的补充，

主要服务于高收入、高需求的人群。
［１６］ＮＨＳ建立了

两级医疗服务体系
［１７］，包括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和二

级医疗保健体系。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是 ＮＨＳ的主

体，提供包括常见病的治疗、健康宣传、家庭护理、

疾病预防，甚至是特殊的保健服务如戒烟和戒酒。

初级卫生保健由全科医生（ＧＰ）提供，全科医生在

ＮＨＳ体系中充当守门人的角色，９０％以上的人群在

初级卫生保健体系接受治疗，不需要转诊到二级医

疗保健体系。二级医疗保健体系主要提供专科医

疗服务或手术服务，保障了 １０％大病患者的就医

需求。

２３重大疾病保障的特点

由于英国实行全民保险制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

度，其原则是提供基于患者需求而非支付能力的医

疗服务，患者仅需支付部分处方费，对于部分弱势群

体还实施处方费的减免政策，因此，对于大病患者并

无经济方面的压力，更不会出现因病致贫的社会问

题。对于希望及时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而选择私营

医院就诊的高收入人群，其大病医疗费用还可以通

过商业重疾险予以补偿。

２３１政府以税收方式进行筹资，提供近乎免费的医

疗服务

政府部门是英国医疗服务的最大出资方，主要

以税收转移支付购买医疗服务，并对服务过程进行

监管。英国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一般情况下，患者

得病后需首先预约家庭医生，若经家庭医生诊治后

认为病情较为严重，就可以转诊到医院做进一步治

疗。对于医疗费用的支付，合法居民可以享受免费

医疗，但是牙科手术、视力检查和配眼镜除外；病人

需付部分处方费，但对于产妇、哺乳期妇女、儿童、退

休者、医疗事故病人、战争或因工伤引起的疾病或治

疗、低收入家庭成员予以豁免。可见，在英国，无论

大病小病，只要是在规定的医疗机构就医，都可以享

受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居民无需为大病带来的经

济负担担忧。免费的医疗服务虽然缓解了居民的负

担，但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剧。近些年，英国政府正

通过开展管办分离、医药分开、内部市场制、支付方

式改革，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等多种举

措，以达到降低财政负担，提高ＮＨＳ运行效率和质量

的目标。

２３２对弱势群体开展医疗救助，确保每一位合法居

民享有适当的医疗服务

虽然英国大多数医疗费用由国家承担，但仍有

极少部分需要患者自身承担的费用，包括处方费、牙

医费、眼科费用以及非医疗服务费用如路费等。为

帮助弱势群体缓解这些费用所带来的生活负担，英

国政府实施了医疗救助制度。救助对象包括老人、

体弱多病人群、享受政府津贴补助人群、低收入人群

和税收抵免人群。
［１８］

２３３商业重疾险成为ＮＨＳ的有力补充

虽然政府为公民提供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但

由于住院医疗服务需要通过转诊机制，对于一些非

急诊手术往往需要等待较长时间，为缩短等候时间，

获得及时治疗
［１９］，部分高收入人群开始购买商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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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险。英国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较广，不仅包

括ＮＨＳ的所有服务，还包括各种疾病所造成损失的

补偿。目前，英国有 ４５家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的公

司，提供的医疗保险项目品种繁多，主要分为普通私

人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长

期护理保险等，其中，重大疾病保险是最重要的险

种。
［２０］
早期重大疾病保险只保障６种发病率高的核

心疾病（包括癌症、心脏病、脑中风、冠状动脉绕道

术、肾衰竭和重要器官移植）。如今，重大疾病保险

保障的疾病范围逐步发展扩大，主要有两种产品：一

是只保障６～１０种基本疾病的保险；二是保障３０多

种疾病的综合保险，投保人可自由选择。在疾病定

义和分类方面，英国保险协会对重大疾病保险的几

十种重大疾病制定了统一标准，每年该协会都会发

布《重大疾病保险的最佳实践声明》，旨在帮助保护

消费者，并帮助他们了解和比较重大疾病政策，其中

包含对重大疾病的定义和分类，这些重大疾病包括６

种核心疾病和市场上９５％的重大疾病保险都包括的

疾病。这样减少了因各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疾病不

一致而引发的纠纷，对英国重大疾病保险市场起到

了规范作用。

３社会医疗保险主导模式：以韩国、日本为例

社会医疗保险模式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医疗保

障进行管理，以单位和个人筹资作为主要资金来源，

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拨款、税收优惠等方式给予补

贴，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均采取这种模

式。日本、韩国与我国毗邻，具有相近的文化和社会

背景，具有借鉴意义。

３１日本

３１１医疗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

日本医疗保健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２０世纪初

期，当时日本政府为稳定政治秩序、维护经济发展，

相继制定了《健康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职

员健康保险法》和《船员保险法》等法律，并在管理形

式上吸收和借鉴了德国的经验和做法，发展到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末，日本已经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

体系。

３１２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日本实行强制保险型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参

保率达９０％以上。日本共有８个不同的健康保险制

度，可归纳为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健

康保险始建于１９２２年，是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创立的

标志。健康保险法规定：受雇于５人以上企业的劳

动者及其家属都必须参加健康保险。健康保险主要

分为政府掌管健康保险、共济组合掌管健康保险、船

员保险、国家公务员共济组合、地方公务员共济组合

和私立学校教职员共济组合六种。
［２１］
国民健康保险

于１９５８年建立，保障对象包括农民、自由职业者、农

林渔业从业者、退休人员以及在日本居住一年以上

的外国人等。此外，日本还建立后期高龄者医疗制

度，主要针对７５岁以上的高龄人群以及６５～７４岁残

障人群，参保对象按月缴纳保险金。
［２２］

３１３重大疾病保障的特点

（１）国民健康保险制定高额医疗费用报销制度，

当费用高于一定额度时，高出部分个人只承担１％。

国民健康保险参保人群的医疗费用每月结算，６岁及

以下儿童自付 ２０％，７～６９岁普通人群自付 ３０％，

７０～７４岁低收入者自付２０％、高收入者自付３０％，

其余由政府承担。然而当个人不幸罹患重大疾病

时，医疗费用仍然较高。为解决大病患者的医疗费

用风险，政府出台高额医疗费用报销制度。对于年

龄小于 ７０岁的人群，当医疗费用高于一定额度时

（日本政府将人群划分为高、中、低收入组，不同收入

组的高额医疗费用起付线不同），患者只需承担高出

部分的１％。举例来说，对于中等收入患者，２０１０年，

高额医疗费用的起付线是２６７万日元，若医疗费用

是１００万，则在高额医疗费用报销制度的保障下，患

者只需支付２６７万 ×３０％ ＋（１００２６７）万 ×１％ ＝

８７４万日元。一年若发生４次及以上高额医疗费用

支出，则其高额费用起付线会下降，以中等收入为

例，单次医疗费用支付上限降为４４４万日元。［２３］此

外，对于７０～７５岁之间的人群也有相应费用减免政

策，如对于高收入者门诊个人负担上限 ４４４万日

元，住院个人负担上限公式为８０１万 ＋［（医疗总花

费２６７）×１％］；中等收入者个人门诊负担上限１２

万日元，住院个人负担上限为４４４万日元；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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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门诊 ０８万日元，住院 ２４６万（或 １５万）

日元。
［２３］

（２）制定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高龄人群可报销

９０％的医疗费用。２００３年，将原有的老人保健制度

改为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２４］
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

适用于７５岁及以上人群以及６５～７４岁的残障人群，

自２００８年４月实施。［２５］此制度是从一般医疗制度中

完全独立的新制度，满足条件的人群必须退出原保

险。此保险制度医疗费用报销比例高达９０％，满足

了老年人群的大病医疗需求。

３２韩国

３２１医疗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
１９７７年单位医疗保险的实施标志着韩国医疗保

障制度的正式建立。此前，鉴于韩国长期受殖民统

治以及忙于朝鲜战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无暇

也无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１９６１年，以朴正熙为首

的军部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实权，为稳定民心、维护

政权，新政府于１９６３年制定《医疗保险法》和《产业

灾害补偿保险法》，允许符合条件的人群自愿参保。

随韩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医疗保健制度也不断发展

和完善，从 １９７７年强制实施的单位医疗保险，到
１９８８年农村地域医保、１９８９年城市地域医保的全面

实施，韩国在短短１２年间，完成了从单位医保向全

民医保的转变，成为全球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全民健

康保险目标的成功典范。
［２６２７］

３２２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２００２年之前，韩国的社会医疗保险按职业和居

住地的不同分为单位医疗保险、地域医疗保险和公

教医疗保险。单位医疗保险参保对象为雇用５人及

以上的单位；地域医疗保险参保对象划分为农村地

区和城市地区，此外，雇用５人以下的小企业的工人

也被纳入该保险范畴；公教医疗保险对象为公务员

（包括国立和私立学校教职员）。２００２年，韩国将这

三大社会医疗保险子系统合并成统一的制度。
［２８］
医

疗保险资金来源以投保人缴费为主，以政府财政补

助或其他利息收入为辅。保险费额度原则上是按照

收入征收，其中，单位医疗保险和公务员、私立学校

教职员保险保费为标准月薪的３％～８％，由单位和

个人各负担一半
［２９］；地域医疗保险按收入、财产、家

庭人口等实行定额制，全部由投保者负担。

３２３重大疾病保障的特点

（１）制定个人负担上限标准，超额部分由公共机

构负担。近年来，韩国政府不断探索减免重症高额

疾病患者诊疗费用负担的举措。２００４年起，对各种

癌症及帕金森症等６２种疑难疾病诊疗费用的个人

负担率下降到２０％。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起，为减轻不同阶

层人群的大病医疗费用负担，《国民健康保险法试行

修正令》（２００９年）规定收入标准在前２０％的人群，

个人负担上限标准为４００万韩元；收入在前２０％ ～

５０％的人群，个人负担上限标准为３００万韩元；收入

标准在后５０％的人群，个人负担上限标准为２００万

韩元，超额部分将由公共机构负担。政策的出台使

得韩国健康保险整体保障率水平上升，大病患者如

癌症、心脏病、疑难杂症患者的保障率均显著

提高。
［３０］

（２）制定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缓解老

年人长期护理费用负担过重的社会问题，韩国政府

于２００８年在健康保险的基础上建立了老年人长期

护理保险制度。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３％的老年人成为

受助对象。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减轻老年人

经济风险，改善健康水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４启示

通过对四个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及大病保障相关

政策的分析，可见各国政府均结合本国实际开展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大病保障措施，减轻了患者经济

负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患者的医疗需求。此外，为

降低医保基金风险，提高运营效率，各国还采取了以

满足患者健康需求为导向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

疗机构内部市场化、加强政府监管等措施，为我国开

展大病保障工作提供借鉴。

４１采用综合控费措施，降低患者自付费用

为切实降低患者大额医疗费用，各国采取了不

同的大病保障措施，主要有：设定需方偿付方式（如

个人自付封顶线、自付比例、自付金额）、开展医疗救

助、实施慢性病管理项目、制定老年人口医保制度、

建立大病保障制度等。例如，美国主要通过设定个

人自付封顶线、提高报销比例以及对弱势人群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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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照顾减轻患者大病医疗费用负担；英国通过政府

提供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保障大病患者病有所医；

韩国和日本则主要依靠个人自付费用封顶和制定老

年人医保制度保障弱势人群医疗需求。除依靠社会

保险制度外，各国还纷纷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政

府兜底的做法形成了一道社会安全网，满足了更广

泛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总之，典型国家均根据本国国情和基本医疗保

障体系，在保障医保基金或财政收支可持续运行的

前提下，努力降低患者医疗费用负担，尤其是对疾病

风险高、医疗费用高、收入水平低的人群，给予一定

的政策倾斜。

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重点任务已经从

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因此，在学习国外经验的

基础上，可尝试探索提高医保支付封顶线，设置阶梯

型报销比例使得费用越高的患者自付比例越低，扩

大医保偿付范围等方式，不断降低大病患者负担；此

外，考虑到老龄化和疾病模式的转变等客观因素，也

可探索不同人群、不同病种的大病保障，从而有侧重

的解决弱势患者就医问题。

４２转变医保支付方式，控制医保付费水平

为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尤其是大病医疗费用，典

型国家的做法通常是将付费方式从后付制转向预付

制，将医保基金的运行风险由医保机构独自承担转

变为医保、医疗机构共同分担。在这种理念下，医保

支付方式从按项目付费方式逐渐转变为总额预付、

按疾病诊断相关组和按人头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

医保基金预付制对费用的控制虽取得了显著成效，

却出现了医疗机构治疗不足、推诿病人的现象。一

些国家为建立以患者健康为宗旨的医疗服务体系，

开始逐步探索以质量和健康结果为基础的按绩效支

付方式，在预付制的基础上再给予医疗服务提供者

适当的经济激励，进而规范医疗服务提供行为。

在我国，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进行支付，是两个

体系的衔接点；改革医保支付方式，转变医疗行为的

激励机制，是两大体系协同发展的关键。在大病保

障体系的建设中尤其要注重这一点，因大病存在病

程长、费用高等特点，后付制的支付方式将会使费用

控制更加困难。因此，在未来大病保障体系建设乃

至整个医保体系完善过程中，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应

逐渐从粗放型的单一控费发展到集约型控费，在此

基础上注重保障质量和效率，保障患者的切身利益。

４３加强运行监管，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

以患者为核心的医疗服务理念已成为国际共

识，各国不断探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措施

和方法，如美国近年来推出按绩效支付计划，给予质

量好的医院经济奖励；英国通过内部市场化，实行管

办分开，政府与医疗服务提供方建立契约化的服务

购买关系；通过进行合理有效的医疗服务运行监管，

医疗机构对于疾病尤其是一些费用高、病程长、风险

大的重大疾病的治疗质量和效率均有明显提升。

因此，我国在进行大病保障建设中，同样不能忽

视对医疗机构的运行监管，应吸取发达国家经验，采

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措施，监管医疗机构对于疾

病尤其是重大疾病的医疗质量和效率，进而提高大

病治疗效果，提升大病保障基金的使用效率。此外，

各国均开始注重疾病的预防，比如通过法律法规强

制保险公司提供某些预防性服务，这种“治未病”的

做法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遏制了慢性

病和一些重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提高了居民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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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基金有效使用：风险管理、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

董丹丹
　孙纽云　孙冬悦　房珊杉　梁铭会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医保基金有效使用是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管理的核心，本文分析了我国医保基金有效使用与管理
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价格上涨、社会福利政策完善所致医疗需求释放等外部风险因素以及医保系统本身的运

行风险，总结了国际上应对医保基金运行管理风险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为确保我国医保基金有效使用

应科学预估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合理确定医保筹集费率与补偿标准；提高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提升基本医保互

助共济水平；健全医保基金监测机制，提高基金使用效率；完善医保报销目录，加强医疗服务项目管理的相关

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医保基金的管理。

【关键词】医保基金；费用管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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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保基金的有效使用与管理是整个医疗保险制

度的核心，也是保障其健康持续运行的根本。当前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医疗技术

日新月异、医学模式不断转变，如何基于我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趋势，充分估计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建立合

理稳定的医保基金使用与管理机制，使医保基金的

使用与管理更加科学、规范和高效，达到既降低医保

基金风险，又能为参保患者提供较好医疗服务的目

的，成为医保管理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共同面临的

一道难题。结合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本文

分析了我国医保基金运行管理的风险因素，在借鉴

发达国家医保基金使用与管控经验基础上，提出促

１２

 作者简介：董丹丹，女（１９８６年—），实习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管理、医院运行绩效管理、病人安全及医疗风险管
理。Ｅｍａｉｌ：ｄ１９８６０１２６＠１２６ｃｏｍ

通讯作者：孙纽云。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ｎｙ６８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进我国医保基金有效使用的建议。

１我国医保基金运行管理的主要风险

１１医保体系外部因素

１１１人口老龄化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人口期望寿命逐步提

高，老龄人口比例逐步增加。２０１０年人均期望寿命

达到 ７４８岁，２０１１年 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比例达

９１％［１］，已经远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７％的

老龄化国家标准。相关研究预测，２０２０年我国老年

人口将达到１７２％［２］，进入“超老龄社会”。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参保人群高龄化的趋势对医保

基金的使用与管理提出了挑战。目前基本医疗保险

制度中，与在职职工相比，退休老龄人口享有不缴

费、个人账户划入多、统筹基金个人自付比例低等政

策优惠。虽然每年医保基金存在大量结余，但造成

结余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参保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年轻，医保资金消耗较少。随着参保人群老龄化程

度不断加深，在职与退休比逐渐降低，这些优惠政策

的效应将会不断放大，使得统筹基金支出大幅增加。

因此，从医保基金纵向平衡的视角出发，目前的基金

结余只是表面现象，现有的基金结余能否补偿未来

参保结构老龄化加剧的医疗费用支出，已经成为医

保基金使用与管理的重大风险问题。

１１２价格上涨

“十一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ｏｎｓｕｍ

ｅｒＰｒｉｃｅＩｎｄｅｘ，ＣＰＩ）在３３～５４之间，以２００５年为

基年，２０１０年 ＧＤＰ平减指数为１２７，５年物价水平

上涨２７％，物品与服务的价格与成本都快速提升。

在政府卫生投入不足以及医院创收机制不变的情况

下，医疗服务的价格也将相应快速提升。２０１０年我

国城镇职工和居民医疗保险基金结余为４７４１亿元，

在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下，粗略估计该结余基金在

２０１５年的实际购买水平仅相当于３７３３亿元。因此，

医保基金的大量结余现象并不能有效保障未来支付

能力，如何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保证医保基金的

保值增值应成为当前医保基金管理的重要方向。

１１３新医改政策环境

伴随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基本医疗保障

的全面覆盖，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全国居民卫生服务３年

的需求释放量约为７８亿诊疗人次。［３］新医改方案

中提高职工医保待遇水平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城镇职工医保报销比率逐步提高，扩大和提

高门诊费用报销范围和比率，近期又明确了今年各

统筹地区职工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率要普遍达

到７０％以上；二是将城镇职工医保最高支付限额由

原来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４倍提高到６倍左右。

这两项指标的调整无疑会大大增加职工基本医保统

筹基金支出，减少结余。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国务院

印发《关于“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

划暨实施方案》（国发〔２０１２〕１１号），提出加快健全

全民医保体系，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着力加

强管理服务能力，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费

用保障问题。
［４］２０１２年８月３０日，六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

改社会〔２０１２〕２６０５号），提出要在不增加医保筹资

负担的情况下，建立覆盖城乡的大病保障制度。
［５］
然

而，伴随全民医保制度的完善以及大病保障制度建

立，居民医疗服务需求将大量释放，医保费用负担也

将随之加大。比如，对于肿瘤患者、血透患者这些特

殊病种进行大病保障，将会降低患病死亡率，延长患

者生存周期；在患者延长的寿命年限内，反复多次的

治疗花费、病人存活数量的增加都将消耗大量的大

病保障补偿资金，加大医保基金运营风险。

１１４高新技术、药品、耗材使用与道德风险

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和

诊疗技术的进步，高精尖医疗设备及高值耗材、药品

的使用成了医保费用支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２００３

年我国１００万元以上医疗设备为２２５万台，２００９年

增至４４万台。目前，国内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在购

置医用设备、引进医疗技术时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

况，存在过度追求技术新、配置高、功能全的现象，使

得医疗资源不能有效利用，医保基金的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均得不到有效保证。
［６］
同时，由于信息不对

称，医疗机构与患者的道德风险大量存在，诱导需求

以及联合骗保时有发生，助推了医疗成本上涨，增加

了医保基金的运行风险。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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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医保体系内部因素

第一，在基金收缴方面，医保统筹层次偏低，不

同保险制度的筹资水平、报销比例差异较大，不利于

医保风险分担机制的实现。当前以县为主要统筹单

元的医保基金统筹规模偏小，医保基金的保障能力

有限，同时，部分地区参保率并不理想，参保人员逆

向选择问题较为突出，对医疗费用的损失分布难以

准确把握，从而增加了基金的风险。
［７］

第二，医保费率测定方面，部分地区对于参保人

员结构及其变化趋势估计不足，各地一般以非寿险

精算理论为基础实行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存在对

历史债务缺乏妥善处理，对医疗保险关系转移缺乏

协调的机制，对提前退休产生的负面效应估计不足

等问题
［８］，为医疗保险制度持续健康运行埋下了

隐患。

第三，在基金支付方面，传统按项目付费的支付

方式，难以对医疗服务费用进行有效控制，医务人员

成本意识缺乏。部分地区未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情况来制定医保基金的筹集比例与偿付标准，往往

导致结余过多或经费超支的问题，增加了医保基金

的可持续运行风险。
［９］

２医保基金有效使用与管控的国际经验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

善的医疗保险制度，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国家也

经历了人口老龄化、通货膨胀、科学技术发展等外部

环境改变与内部政策制度完善的阶段，并逐步采取

多项改革措施防范以上风险的发生，保证医保基金

的安全与有效使用，相关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２１提高筹资水平，严格补偿管理，防范人口老龄化

与经济通胀风险

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加剧了医保基金的运行

负担，为提高医保制度互助救济能力，保障医保制度

的健康可持续运行，世界各国通过提高医保基金筹

集水平和严控补偿管理两个方面开展医保基金的使

用与管理改革。

一是通过强制性立法提高医保费率。德国、美

国等一些国家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中，医保费用被

固定在既定的总额中，按照既定薪资比例和税率来

筹集。
［１０］
如果医保费用过快增长，这些国家会通过强

制性立法程序来重新调整医疗保险费或税率以保障

医保经费的支付能力。
［１１１２］

二是通过价格与服务量控制来改革医保基金补

偿管理。医保费用取决于医疗服务价格与服务量，

在服务价格控制方面，国外主要采用协商定价以及

强制定价两种方式控制服务价格。加拿大与大多数

欧洲国家，医疗服务价格往往通过医保支付者与专

业团体（医疗机构）间的协商来确定，一般为价低优

先。
［１３］
日本政府控制费用的主要手段则是通过设定

有约束力的全国性给付价格目录来实现。这一价格

目录决定了所有门诊和住院病人医疗服务的付费，

医生必须完全按照目录标准收费。服务量控制方面，

国际上主要通过改变支付单元和利用审查方式，来控

制医院诱导需求的现象，避免服务量的不合理增长。

此外，为提高医保基金的整体效率，多数国家医

保管理中引入了健康管理的概念，通过加大预防服

务的偿付力度以及国家立法方式促进参保人员健

康。同时，一些国家还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来分担人

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医保费用负担。１９８２年日本建立

了老年医疗制度，目的是为了“在国民年老之后能保

持健康和获得必要的医疗”，实施主体是地方政府，实

施对象是已经加入社会保险、７０岁以上或６５～７０岁

且长期卧床的辖区内居住者，其医疗费用国家负担

２０％，地方政府负担１０％，医疗保险负担７０％。［１４］

２２医疗服务供需方双向控制，减少医疗资源浪费，

抵御道德风险

医疗机构和参保患者是医疗服务提供与医疗资

源消耗的主体，在利益驱动下，占据资源与信息优势

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容易产生诱导需求的行为，而处

于决策信息劣势的参保患者，在医保机构的第三方

付费机制下缺乏成本控制意识，往往盲从医疗服务

提供者的建议，产生道德风险。为增进医疗资源合

理使用，防范医保市场的道德风险，各国纷纷从供需

双方采取措施，监测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成本，

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２２１供方

第一，建立服务监管机构与审查制度，防范医疗

资源浪费。为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提高医保基

３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金使用效率与效果，德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在法定医

疗保险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医药处方管理机构，制定

了一份可在保险机构报销的药物清单，凡是没有列

入清单的药物必须由患者本人支付费用
［１５１６］；为了

确定医疗服务和产品的价值，德国还成立了医疗服

务质量和效率研究所（Ｇｅｒｍ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ＩＱＷｉＧ），主要负责调查确定

医疗设备、药品及其他治疗方法的疗效。如果该研

究所认为某种治疗方法没有价值，那么就会从保险

套餐中将此服务剔除。日本则建立了严格的第三方

审查制度，医疗机构定期把医疗结算单送交医疗保

险部门，医疗保险部门委托医疗费用支付基金会和

国民健康保险团体联合会（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查，

如果发现医院开大处方等违规行为，立即取消该医

院为被保险人提供医疗服务的资格。该措施防范了

医疗机构诱导需求的行为，有利于抵御医疗机构的

道德风险。
［１７］

第二，引入竞争机制，保障患者权利，提高服务

效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英国对全民医保体制进

行了重大变革：引入内部市场机制。在内部市场中，

将ＮＨＳ分为购买者和提供者。原先相关的国家医疗

治理机构变成了医疗服务的购买者，负责分析居民

医疗需求，代表国家与服务提供者订立承包合同，购

买服务。而提供者只有通过提供比以前和其他竞争

者更质优价廉的服务，经过激烈的相互竞争，获得购

买者的合同，才能取得资金，以继续经营。改革实施

四年后，英国医保体系效率提高了１％，医疗机构对

治疗成本的信息披露得到极大改善，病人及其代理

者的可得信息更为充分，迫使提供者不得不努力降

低成本，从而提高对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１８１９］

第三，建立医疗机构间合作，提高非住院治疗服务

比例。非住院治疗是指日间医院、家庭护理、老年保健

院等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推广非住院治疗的主要思

路为政策引导、建立发展基金、改革对家庭护理保健的

偿付办法等。以往德国卫生系统严格划分成两大类：

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提供的门诊和住院治疗。但这种

严格的划分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浪费，因此德国目前正

试图拉近门诊和住院之间的距离，鼓励门诊医生与住

院医生紧密合作，在诊所、医院以及保险之间形成网

络，优化医疗资源，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第四，医保管理机构自办医疗机构。由于长期

形成的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在实行市场经济

的国家，私人医院、诊所、开业医生以及药商数量众

多，医疗保险机构对其不能弃之不用，但其高昂的收

费又使医疗保险机构难以承受。为此，南美一些国

家的社会保险机构自己设立医疗单位，为被保险人

服务，进行国民健康管理。墨西哥把医疗服务和经

费集中统一管理，其做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办

医疗单位，实行严格的分级医疗；二是把加强防治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注重保健和预防宣传，以减少参保

人员罹患重大疾病的风险，从源头上节约医保开支。

２２２需方

在第三方付费机制的作用下，医疗服务的需求

方对于医保经费的成本控制意识较差，各国主要通

过调整经济利益，增强患者的费用意识，以达到控制

医疗费用的目的。主要改革措施有：

一是增加患者个人自付比例，减少服务项目，提

高药品费用分担份额。日本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政府管

理的健康保健制度中被保险者自付医疗费用比例已

从１０％提高到２０％。［２０］２００４年起，德国病人每个季

度首次门诊需交１０欧元，住院病人每天需交６～１８

欧元，每年需付２８天的费用；每瓶处方药个人须付

费３元，经济困难者可凭证明免除，非处方药费用全

部自理；个人越过全科医生直接找专科医生费用要

自理。
［２１２２］

二是引进奖励机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德国根据

卫生改革法要求每一个州，必须要有一部分疾病基

金对一年内没有就医的参保人返还部分费用。
［２３］

三是建立个人账户。新加坡采用以储蓄为基础

的医疗保险体制，建立了强制性的保健储蓄（Ｍｅｄｉｓ

ａｖｅ）。［２４２５］目前，我国医疗保险改革也是采用社会统

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目的是为了增强参保

人的费用意识，促使医疗消费者审慎合理地利用医

疗服务，自觉地控制医疗费用。

２３提高统筹层次，改革基金结算方式，完善医保管

理制度

低统筹、碎片化的医疗保险基金不利于风险分

担，最优的风险池应该是一种尽量集中化的设计。
［２６］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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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经验来看，提高统筹层次是各国医疗保险发

展的趋势。如韩国将低统筹层次的医疗保险强制合

并为高统筹层次的医疗保险。
［２７］
德国医疗保险以集

体化为特征，在保留低统筹层次医疗保险的基础上，

建立高层面的机构，对各低层次的医疗保险进行管

理，所有在政府确定的收入线以下的居民必须根据

联邦法律，强制性成为疾病基金的成员。疾病基金

是非营利性的医疗保险组织，疾病基金会代表病人

的利益和医疗机构打交道，同时筹集保险金并支付

地区医生的服务费。这样的强制性医保集中制措

施，提高了医保组织的风险分散池水平，有助于保障

患者权益。这些国家的医疗保险改革都经历了统筹

层次由低级到中级，再发展到高级的过程。
［２８２９］

改变医疗服务结算方式也是完善医保制度，提

高医保经费使用效率的重要措施。总体来看，国际

上医保结算方式改革趋势由单一后付制向混合预付

制转变，主要通过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

费等方式，制定预付标准和总量来约束供方行为，使

其共同承担经济风险，自觉规范医疗行为。
［３０］

３提高我国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３１科学预估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合理确定筹资费率

与支出标准，确保基金安全

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有效手段，

医保基金的使用与管理必须充分考虑基金的成本效

益，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结

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厘定医保筹集费率，充分

估计人口老龄化、价格上涨以及医疗需求释放对医

保基金运行造成的风险，处理好基金结余和提高待

遇水平的关系。然后，建立确保合理筹资的精算标

准和技术体系。国家可在总体基金收支测算的基础

上，先提出指导各省（市）确定费率的计算公式，然后

由各省（市）测算出本地区执行费率和待遇支付总水

平，以此实现依据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全国分地区

的差别费率和梯级待遇支出标准，并以此进行风险

评估与管理，指导各省对所辖各地市进行保险费用

征缴和资金再分配。
［３１］
此外，为确保结余基金安全，

针对大量结余基金，应管理监督结余基金的使用与

利息，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基金保值增值

的有效途径。

３２提高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提升基本医保互助共济

水平，实现制度公平

依据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医保统筹层次越

高，医保基金的互助共济、抗风险能力就越强，医保

制度的运行就越持续稳健。统筹与公平是医保制度

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主要时期，

确保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必须把握三个方面的

统筹：

一是制度内统筹。在我国大多数地区，城镇职

工医保制度与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均由各地社保部门

管理，但筹资水平、补偿比例相差甚远。一个地区内

的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往往高于城镇居民，目前管

理分离、制度分设的医疗保障制度呈现高收入高补

偿，低收入低补偿的问题，不能有效发挥医疗保险的

风险分担机制，也造成了人力与管理资源的浪费。

因此，制度内统筹首先应解决城镇医保的统筹问题，

统筹城镇职工与居民医保制度，扩大医保基金的风

险池，提高城镇医保基金的共济能力。

二是地域内统筹。在医保制度建立之初，为满

足参保人就近就医，降低管理难度，实行较低的统筹

层次是适宜可行的，但其造成的资源分散，管理成本

高、效率低、漏洞多、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日益突出，

提高统筹层次已刻不容缓。统筹层次实质是统筹区

域间的协调发展，层次越低，区域间的差距就越大，

公平程度越低。“十二五”规划提出要“逐步提高统

筹层次，加快实现医保关系转移接续和医疗费用异

地就医结算”，就是要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减少医保

关系在区域间转接和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的难

度，提高区域间的公平性。地域统筹层次的提高，将

打破原有多地医保经办机构分管的管理模式。因

此，首先应统一医保政策，科学合理地测算医保经费

筹集与支出水平；其次应统一基金管理与经办服务，

规范服务标准与管理报销流程；最后应划分权责，合

理确定新统筹地区和原统筹地区的职权和责任，确

保基金的运行效率。

三是制度间统筹。伴随大病保险制度逐步建

立，医疗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商业医疗保险的

介入，基本医保制度的完善需统筹考虑多种保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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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衔接问题，例如不同制度的转换、各项制度的筹

资与报销、参保地就医与异地就医、以及起付线、共

付比例、封顶线之间的关系等，都应统筹设计、相互

协调。

３３健全医保基金监测机制，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抵

御道德风险

建立医保基金监测机制，动态调整医保政策是完

善医疗保险制度和优化决策过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制

定和调整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与标准的基础。
［３２］
总

体来讲，由于制度间覆盖人群存在交叉，不同医保制度

与地域间医保基金筹集水平与偿付额度存在差异，医

保基金转移支付体系尚未完善，我国现有的医保基金

难以统计参保人员全部医疗费用支出情况，多数地区

也尚未针对医疗保险费用和基金收支情况建立系统而

灵敏的监测体系。针对这一情况，建议：

一是尽快建立系统完整的医保基金监测体系，

对医保基金、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药店以及参保人员

的整体情况进行监测。动态分析医保基金的筹集、

支出以及结余趋势，监测医保定点机构服务与成本

空置情况，分析参保人员的年龄结构、医疗服务利用

趋势及人群疾病风险。结合监测结果，动态调整医

保经费收缴比例与偿付标准。

二是增进医疗机构成本意识，激励医院在总额

预算的支付方式下，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与服务效率，降低医院道德风险与诱导需求倾向。

可建立医保定点机构的质量评估体系，在目前对定

点医疗机构考核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于医院服

务质量的考核，充分考虑患者的反应、医疗服务量、

服务态度、医疗质量、医疗管理等多方因素，在考核

结果中引入质量校正系数的理念。医保机构依据质

量校正系数对医院结算费用进行调整，从而建立起

经济上的激励和奖惩机制。此外，为了操作简便，增

加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力度，可以在每次支付给医院

费用时，预留一定比例的费用，年终根据医院的总体

考核状况给予奖惩。

３４完善医保报销目录，加强医疗服务项目管理，控

制医疗成本

尽管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展总额预付、按服

务单元付费等预付制支付方式改革，但现有医保报

销政策中，仍是以按服务项目、药品及耗材为单位进

行报销，在当前城镇医保全面推进总额预付的契机

下，完善基本医保报销目录，推广使用基本药物制

度，采用适宜技术，有助于医院在既定总额下控制成

本，规范诊疗行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加强医

疗服务项目管理，要做好以下三方面：

一是结合医药科技发展现状，完善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持续增加疗效好、成本低的基本药物，加强

对药品合理使用监测与经济学评价，推进普适性诊

疗技术的开展，促进相关政策的落实。
［３３］

二是伴随诊疗技术的规范与发展，完善基本医

保诊疗项目目录。由于目前基本医保尚缺乏对医用

耗材的规范管理，建议尝试建立基本医保医用材料

目录，规范医用材料的使用，控制医用材料成本。

三是应借助信息化技术，与相关部门协调合作，

规范医保报销目录的诊断编码、技术规范等标准，建

立完善基本医疗保险药品、诊疗项目和医用材料数

据库以及疾病诊断库，逐步建立统一完整的医疗保

险服务管理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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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德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及启示

房珊杉
　孙纽云　梁铭会

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其医疗保障体系以法定医疗保险为主，私人
医疗保险为辅，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本文在梳理德国医疗保障体系三次改革的基础上，阐述德国当前医保

管理模式、医疗保险体系、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对弱势人群进行保障的现状特点，归纳德国医疗保障体系在发挥

市场机制、医保福利包设计、提供均等医疗服务、实行家庭医生制度、注重质量和效率的具体经验，进而提出厘

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适时调整医保福利包、逐步建立分级诊疗模式、保障公平的医疗服务以及合理控制医药

费用等建议。

【关键词】社会健康保险；竞争；质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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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经济社会制度［１］，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

系。为应对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疾病谱变化、医药技

术创新引发卫生费用快速增长等问题，国务院于

２０１２年３月发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指出要充分发挥全民基本医

保的基础性作用，重点由扩大范围转向提升质量；通

过支付制度改革，加大医保经办机构和医疗机构控

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责任；在继续提高基本医保

参保率基础上，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着力加

强管理服务能力，切实解决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费

用保障问题。
［２］
可见，我国基本医保的重点已从低水

平的覆盖面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为更好的

完成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新任务、新目标，本文选取

了具有代表性的德国进行案例研究，在阐述改革历

程的基础上，分析其医疗保障管理模式、医疗保险体

系、医疗服务体系的现状及特点，并提出对我国发展

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启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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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三次改革

１１第一次改革：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
１９世纪末，为解决德国产业工人看病问题，缓解

社会矛盾，维护经济发展，德国开始了第一次卫生改

革，建立了全面覆盖和平等准入的卫生系统，构建了

较为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实现了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１８８３年，德国通过《医疗保险法》，成为世界上

首个建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经过不断的调

整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强制性全面覆盖、有限共

付、自由选择医疗服务供给方和开放式融资体制为

特征的医疗保障体系
［３］，包括：通过立法建立医疗保

障制度并强制执行；强调社会公平公正，覆盖面广，

依据患者需求补偿和分配卫生资源；实行混合制医

疗保健供给，法定强制性保险和私人自愿型保险并

存；加强保险机构组织间相互竞争、自我管理等
［４］。

医疗保健体系覆盖范围的发展路径可归纳为社会保

险计划区域间、人群间和工作单位间的扩展，如社会

保险计划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展，从正规就

业向非正规就业人群扩展，从高收入到低收入人群

扩展，从大规模的公司向小规模公司扩展等。
［５］

在注重覆盖率提升的同时，德国政府还针对医

保福利包进行了补充和完善。首先，将事故保险、养

老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纳入法定社会保险体系范

畴
［６］；其次，在已有福利包中增加特定疾病及服务，

如职业病（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９年）、性传播疾病（１９５２年）

和一系列预防性措施（１９５５年）［７］；第三，对已有福

利逐步增加保障金额和治疗时间，如１９５４年增加病

假工资的金额和期限，１９７４年取消住院服务的时间

限制等
［８９］。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德国政府为公众提

供的福利包甚至包括温泉治疗，此外，患者在门诊和

住院方面也享有近乎免费的治疗。
［３］
医保覆盖范围

和保障水平的提高满足并提升了人们的医疗服务需

求，然而供方诱导需求容易发生，且当时的医疗保险

制度设计对供需双方均缺乏制约，随着医学科技的

发展、人口老龄化、慢病患者增加等因素，导致医疗

费用快速膨胀，最终致使医疗保险基金无力承担。

１２第二次改革：控制费用过快增长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为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

长，德国对医疗服务供需双方采取管制、定量配给、

制定支出上限等措施，开展了第二次卫生改革。控

费以供方措施为主，包括控制医院的规模和准入、医

疗服务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数量配给、单次医疗服务

支出上限、医院总额预算制等；辅以适度的需方措

施，包括福利包范围、共付保险和自付额等。以医师

的控制为例，从１９７７年设定单次门诊医疗服务支出

上限和实行医师总额预付制，１９９３年实施医生处方

药预算；对医院的控制方面，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实行总额

预算制度；药品方面包括 １９８２年增加个人自付药

品，１９８９年实施药品参考价格制度；在需方控制措施

方面，１９８９年以后将部分牙科服务、医疗救护设备、

普通感冒以及部分药品均排除在医保福利包范围

外
［１０］，这些政策短期内对控制费用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配给政策下的供方调控和价格管制造成资源

分配和服务提供效率低下，而医学技术不断创新，消

费者医疗保健需求持续增长，使得配给政策根本无

法达到控制费用长期增长的目的。

１３第三次改革：提高卫生系统运行效率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为控制医疗费用的长期增

长及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德国医改从管制配

给转变为强调竞争激励的作用，朝向加强市场竞争

和政府干预的管理型竞争模式发展，第三次卫生改

革开始。以激励机制为基础的改革包括三方面内

容：患者方面，实行费用分担机制的改革，增加参保

人个人责任，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幅增加处方药的自

付比例；医保方面，１９９３和１９９７年的改革允许投保

人拥有自由选择疾病基金的权利（之前仅有高收入

的工人拥有此权利），加强了保险基金的相互竞

争
［１１］；医疗机构方面，医保机构通过付费方式改革进

一步加强了对医疗机构的费用控制，如２００７年与医

保机构签约的门诊医生的薪酬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实行以疾病为导向的总报酬模式和与医生绩效挂钩

的最低费用总额模式
［１２］。然而，由于医疗服务本身

的特点，在市场竞争型的卫生系统中，如何保证弱势

群体公平地获得卫生保健一直是政府最为关注的问

题之一。
［１３］
为弥补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德国政府通过

行政和法律手段防止单纯的市场竞争造成的不利影

响，并尝试对卫生系统不同部门进行整合。２０００年

施罗德政府开始实施守门人制度，并取消门诊和住

院的严格分离，从而更好的协调家庭医生、专科医生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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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院提供的卫生保健服务。目前，德国仍处在第

三次改革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们不再进行重大变革，

而是对现有体系进行微调。

２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特点

２１分散管理、社会自治的管理模式

德国法定健康保险的管理主要由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共同协作完成，其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统一制度、

分散管理、鼓励竞争、社会自治。从政府组织层面上

看，在德国卫生系统中，各级政府都有各自具体的职

责，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联邦卫生部，负责

全国医疗卫生管理，主要职能是制定和颁布卫生和

医疗保险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对全国卫生和医疗保

险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宏观调控，制定卫

生防疫规划等；第二层是各州的卫生管理部门，负责

医院规划、管理州内医院，以及监督疾病基金、医院

和医生协会等组织；第三层是地方卫生管理部门，包

括市、县卫生局，负责公共健康问题。此外，政府职

能还包括对医疗保险机构进行监督。从非政府组织

层面上看，德国政府委派相关自治团体对疾病基金

和医疗提供者协会进行监管。其中，最重要的自治

团体为２００４年成立的联邦联合委员会（ＧＢＡ），法律

规定联邦联合委员会有广泛的监管权利，包括制定

和实施疾病基金所提供服务的标准等。２００８年，联

邦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联邦疾病基金协会（Ｆｅｄｅｒ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ｃｋｎｅｓｓＦｕｎｄｓ），医院联盟（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和法定医疗保险医师协会（Ｆｅｄｅｒａ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此外，联邦联合委员会还

下设两个政策研究及咨询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经

济研究所（ＩＱＷｉＧ）和医疗质量监督协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联邦联合委员会在参考政策研究所及咨

询机构建议的基础上，制定疾病基金所需保障的医

疗服务种类及质量标准。医师协会、医院联盟和疾

病基金协会分别负责监督其成员执行。
［１４］

２２广覆盖、高竞争、高福利的医疗保险体系

法律规定公民必须要参加法定健康保险或是私

人健康保险。工资低于特定水平的人群，必须参加

法定健康保险，保费由个人及雇主共同负担，参保者

无工作的配偶及其子女可免费获得医疗保障；工资

高于特定水平的公民，可以自由选择社会医疗保险

或是商业医疗保险
［１５］。２００９年，月收入低于４０５０

欧元或是年收入低于４８６００欧元的雇员必须参加法

定健康保险。在德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法定健康保

险覆盖了８５％的公民，私人健康保险覆盖了约１０％

的公民（其中个体经营者和国家公务员是其最大的

购买群体），剩余的极少部分人群，如军人、警察等特

殊群体由专设的保险体系进行保障。
［１６］

德国医疗保险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疾病基金的

市场化运作，即采取政府扶持、社会举办的形式。
［１７］

截至２０１０年，法定健康保险是由１８０多个自治的、非

营利性、非政府组织相互竞争的疾病基金运作。疾

病基金在政府监督下实行自我管理，基金的管理机

构通常包括基金管理委员会（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

ｃｉｌｓ）和执行委员会（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Ｂｏａｒｄｓ）。管理委员会

依据参保者的缴费率制定疾病基金年度预算，确定

基金运作相关条例等；基金执行委员会负责基金的

日常运行。２００９年，政府在国家层面设立中央健康

基金，为医疗保险融资，并确定面向全体参保人员和

雇主的统一保险费率。尽管保费运作是由多个自治

的保险基金持续进行，但是保险费率不再由每个保

险机构决定，而是由联邦政府统一设定和征缴。所

有保费先被汇集到新的中央健康基金后，按照风险

调整后的人头税公式将保费分配给不同的自治保险

公司运营。这使疾病基金逐步失去以往单独收缴、

管理医疗保险费的权利，只能从中央健康基金领取

每个投保人统一数额的保费。此外，鉴于投保人可

以自由选择疾病基金，服务质量、价格等成为疾病基

金竞争的焦点。

较高的保障水平是德国医疗保障体系又一显著

特点。政府规定了最低福利包，允许疾病基金在最

低福利包外增加额外的保障内容。事实上，鉴于德

国最低保障福利包水平已经相当高，因此各类疾病

基金在福利包的设置上相差不大。
［１８］
一般而言，福利

包涵盖了预防保健、住院和门诊护理、医师服务、精

神卫生保健、牙齿护理、处方药物、艾滋病治疗、康复

和病假补偿等。
［１９］
为防止道德风险和促进医保基金

持续运行，法律规定１８岁及以上的成年患者仍需承

担部分医药费用
［１９］，但个人年度医疗成本分担通常

仅限于家庭年收入的２％。对于慢性病患者，以家庭

年收入的１％为医疗成本分担阈值，超过部分由法定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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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全额补偿。
［１１］
此外，由于疾病基金风险结构

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考虑慢性病的照料成本，因此

“撇奶油”现象日益严重，即疾病基金会倾向于选择

健康的投保者。
［２０］
政府加大对慢性病患者的补偿力

度，２００２年在法定医疗保险中成立疾病管理项目
（ＤＭＰｓ），旨在引导疾病基金以及法定医疗保险的财

政资源转向改善慢性病治疗服务的供给。
［２１］ＤＭＰｓ

对疾病基金实行强制性参加原则，对患者和医师采

用自愿参加原则，包括的疾病有１型和２型糖尿病、

乳腺癌、冠心病、哮喘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研究表

明，ＤＭＰｓ优化了护理过程，改善了临床产出，降低了

参与者的并发症和紧急住院情况的发生，满足了患

者需求。
［２２２３］

２３多元化、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服务体系

德国医疗保障体系不仅结合了需求方的强制保

险融资，还包括供给方的多样化服务。
［２４］
门诊服务由

家庭医生主要负责提供，充当守门人角色，其中，家

庭医生不仅限于全科医生，还包括部分专科医生以

及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联合置业的小型综合诊

所。
［１１］
住院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和非营利私立医院

构成，近年来，非营利私立医院通过兼并和收购公立

医院的形式不断发展壮大。过去，即使私人门诊无

法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一般也不允许住院

医师为门诊病人进行治疗。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德国允

许医院开放门诊服务，为患者提供专业化的门诊专

科服务，患者有权利在门诊和住院医疗之间进行选

择。医保对门诊医生主要采用按项目付费，对医院

主要采用按诊断相关组（ＤＲＧｓ）付费。在医疗服务

合同签订方面，医院协会代表与疾病基金会对服务

价格、数量以及质量保证措施方面进行谈判。医院

可以通过州政府的资金投入以及疾病基金获得双重

筹资。
［２５］

德国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保障了医疗服务的高

质量和高效率。保障医疗质量的措施包括：开展《结

构质量项目》以建立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质量管理体

系，如对医生的继续教育、对药物和医疗过程的健康

技术评估和对医院的评审评价等；开展《过程和结果

质量项目》，对约２２５０家急性病治疗的医院建立强制

性质量报告系统，该系统设置了超过１５０个指标用

于衡量３０个质量维度，涵盖了德国约１／６的住院治

疗服务。除上述改善质量措施外，另一类措施更直

接有效地解决了效率问题。２００４年以来，所有药品，

无论专利药还是仿制药，除非有充足证据证明其具

有成本效益，否则必须受制于参考价格。２００８年医

疗服务质量和经济研究所对疾病基金提供的药物和

医疗服务开展成本效益评价，从而增加药企在药品

定价方面的压力。此外，所有医院必须按照ＤＲＧｓ方

式获得医保支付，鉴于ＤＲＧｓ设计的思想是同类型的

疾病支付标准相同，且ＤＲＧｓ的权重设计是基于所有

医院同类疾病的平均成本，因此对于效率低的医院

会主动提高医疗效率、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多

收益。
［２６２７］

３对我国的启示

综观三次改革，德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

善是立足国情，在医疗服务机会公平基础上，基于人

们对平等、健康、和谐生活的追求和保证全民共享经

济发展社会成果的重要举措。
［２８］
从逐步建立起全覆

盖的、高水平的医疗保障网，到简单的通过控制政府

管制、定量配给以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最终到通

过建立有效竞争激励机制、促进卫生保健体系的结

构变革以提高卫生系统的整体运作效率，德国医疗

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多阶段的改革措施，为我国完善

医疗保障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３１厘清政府责任和市场作用，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德国医疗保障体系在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充

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如德国政府在医疗保

险制度的作用主要是设计总体框架，表现为开展法

定医疗保险，在制度框架内的具体执行领域，则充分

尊重市场机制作用和自由选择权利。２００７年正式实

施的《法定疾病保险———强化竞争法》提出需通过引

入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有助于扩

大投保人的选择空间，通过“用脚投票”促使医疗保

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医疗保险制度给予各

医疗保险公司充分的权利进行自我管理、自主经营，

激励保险机构更多的考虑投保人利益，满足投保人

需求。德国这种混合型的医疗保障模式是经过反复

实践逐步形成的。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

既要借鉴又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混合型医疗保障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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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需要结合实际，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政

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首先，应

坚持政府主导，确保基本医疗保障的公益性；其次，

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制定政策法律及监管职能；第

三，在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

调节功能，在医疗服务供给、就医方式、参保方式等

方面给予自由选择权，从而实现医疗资源配置政府

主导和市场调节的协调发展。

３２适时调整医保福利包，保障医保基金持续运行
德国医疗保障体系建立之初，福利包近乎涵盖

了所有医疗服务，然而，面对医疗技术进步、医学模

式转变等因素导致医疗费用飞涨、医保基金风险增

大的问题，政府逐渐意识到在提供医疗福利的同时，

应对需求方给予有效的控制和激励，使参保者接受

部分共付。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建立不久，有学习和

吸取国外经验的后发优势，为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维护医保基金持续运行，在三大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尤其是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建立时，秉承“广覆

盖、保基本、可持续”的思想，初步满足了人们的基本

医疗服务需求。需要承认的是，我国整体保障水平

不高，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随着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人们医疗需求不断提

高，医保福利包也应随之扩展，从而真正实现医保社

会互助共济的作用。当然，也应避免福利包过高，否

则不利于医保基金持续有效运行，还会进一步诱发

患者道德风险。

３３注重医疗服务公平，实现全体公民病有所医
在德国，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公民，患病后

所产生的费用基本上全部由医疗保险机构进行支

付。无论参保者实际缴费水平和保险机构选择的异

同，患者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水平基本一致，这体现了

医疗保障的公平性原则。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以及卫生资源配置失衡，不同医疗保障待遇水平

还存在差异，人人公平享有医疗保障目标尚未实现。

因此，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从法律和制度层

面保障公民公平享有医疗服务的权利；增加对农村、

社区、偏远地区卫生资源投入，逐步形成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机制和大病进医院、小病在社区的格局，从

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加强我国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和发展，逐步提高新农合、居民

医保的统筹层次，缩小与职工医保的差距，提高医疗

保障体系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３４优化医疗资源结构布局，推动建立分级诊疗格局
德国实行家庭医生制度，一般情况下，公民患病

后先前往诊所就医，若诊所无法解决再转诊到医院。

一座城市通常只有一所大型医院，医院设施先进，能

够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在城乡、地区、区域间分布不均

衡，患者随着优质医疗资源的分布，向大城市、大医

院集中，是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为

此，我们需不断整合和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从根本上

缓解患者就医难题，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应给予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其次，探索托管、

建立医疗集团（联合体）、院管院办等方式，形成公立

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有

效促进优质资源下沉；第三，借力医保部门付费制度

改革，合理设置激励机制，引导患者基层就诊，推动

建立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就医格局，提升医疗服务

体系整体效率，有效控制费用。

３５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合理控制医药费用
德国医保制度改革从最初的单纯遏制费用增

长，稳定缴费费率，最终走向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率为

核心。在宏观制度设计层面上，通过增加透明度和

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以扩大投保人选择范围，提高

服务效率；在微观运行层面上，通过开展医院评审评

价、建立质量报告系统、实施 ＤＲＧｓ医保付费制度改
革、推进药物和医疗服务的成本效益评价、制定药品

参考价格等举措进一步规范了医院和药企行为、提

高了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和效率。随着医改的逐步深

化，我国基本医保改革的重点也由扩大范围转向提

升质量，可以充分学习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医保经办

部门和卫生监管部门对医疗服务的监管，探索和开

展总额预付、按人头、按病种等复合付费方式，充分

利用信息平台和网络建设提高信息透明度，引入医

保和医疗机构的竞争机制，开展医院运行绩效管理

等，从而持续改善医疗质量和效率，合理控制医药费

用，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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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病医保的筹资、经办与费用控制
———“如何建立大病医保制度”圆桌会议综述

宋　伟１　李　沛１　蔡江南２

１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２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上海　２０１２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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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
第二届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顺利举行。本次会议

的主题为“如何建立大病医保制度”，围绕大病医保

制度的筹资方式、商业保险经办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以及如何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等方面展开了讨

论。现将主要内容和观点综述如下。

１大病医保的筹资方式

１１大病医保筹资来源的合理性
２０１２年８月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６部委《关于

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简称《指

导意见》）中提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

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多数专

家认为大病和小病都属于基本医疗的组成部分，支

持用基本医保费用来办大病医保，认为这样可以继

续通过政府补贴吸引居民参保，从而减少因自愿参

保而可能产生的逆向选择。但专家也提醒，如果继

续延续自愿参保政策，长期来看可能会出现较为严

重的逆向选择，从而影响大病医保的发展。

也有专家认为大病医保筹资从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中抽取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规定大病医保属于

补充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那么就应该遵循

“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参保，而不是从既有的

基本医保基金中“切割”。建议大病医保可以参照美

国商业保险制度的模式，当公司为员工购买商业医

疗保险时，这部分费用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从

公司的税前收入中扣除。

１２大病医保基金的统筹层次和可持续性
要提高大病医保资金的统筹层次，可以从目前

的县级统筹向地级市和省级统筹迈进。首先要从顶

层设计上做好统筹，以实现十八大报告中反复提到

的保障公平和公正的目标。具体的统筹方式，可以

是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城乡统筹，也可

以是行业统筹、区域统筹等。

但是，大病医保筹资仅仅依靠城镇居民医保和

新农合基金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医疗费用上涨和保

障水平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将受到冲

击。因此，要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政府和居民

多方筹资的机制，并且政府要在大病医保筹资上承

担更多责任。

２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大病医保的机遇与挑战

《指导意见》中提出，建议大病医疗保险由商业

保险机构承办，地方政府制定大病保险的筹资、报销

范围、最低补偿比例以及就医、结算管理等基本政策

要求，并通过政府招标选定承办大病保险的商业保

险机构。对此，专家表示，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医

保，机遇与挑战并存。

专家认为，目前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管理大病医

保面临人员紧缺、专业性不足、监管乏力等问题，引

入商业保险公司是推动医疗卫生领域市场化管理的

有益尝试。对于政府而言，商业保险公司优秀的管

理团队、专业的精算水平可以弥补其人员和专业上

的不足，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对医疗机构

具有更强的监管动力和能力。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

言，可以借助大病医保，逐步积累医疗保险管理经

验，为拓展医疗保险业务打下基础。

同时，商业保险公司是营利性企业，其主要目的是

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因此，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医保

主要是获取经济利益，有可能会降低患者受益程度，或

继续出现补偿比增长、自付费用同时增长的现象。为

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政府必须加强对参与大病医保

的商业保险公司的监管，防止垄断。商业保险公司参

与大病医保的性质应该定位非营利性、微利或只收取

管理费。目前大病医保基金只能采取委托的方式由商

业保险公司管理，并且必须由政府主导。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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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行大病医保后如何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
上涨

３１合理确定大病医保的补偿范围和支付标准
医保目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病医保的保障

水平，也影响着大病医保基金的支出。为切实解决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必须扩大报销目录。但

新增大病医保项目需要建立一个共同参与选择的机

制，所有医疗服务项目都按照公众的价值标准进行

重要性排序，医疗服务项目按照重要性从高到低依

次进入医保目录。制定医保目录要结合定量和定性

两种方式，既要通过数据分析选择经济效益高的服

务项目，也要定性分析医疗保障的公平性。

支付标准对于调节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行为，优

化资源配置，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具有重要作用。

支付标准的确定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照病种进行

支付，二是根据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数量进行支付。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如果按病种支付，各地可以从个人

负担较重的病种起步开展大病保险，但是由于大病患

者一般都在大医院就诊，按病种支付导致大病医保基

金都流向大医院，从而助推大医院的进一步扩张。在

我国，公立大医院垄断了公共资源，由此产生了垄断

利润和寻租成本，大医院的扩张会加剧垄断，也会增

加医疗保险机构对大医院的监管难度。

如果按照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进行补偿，其优

点是可以直接补偿需方，但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挑战，

并且支付标准的制定是关键。专家认为，在制定起

付标准时，参照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规定当地城乡居民年均

可支配收入作为起付标准，同时达到国家规定的大病

医保５０％的赔付率，这样高的保障水平要求相应的筹
资水平做支撑，但是在很多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筹

资水平有限，长此以往，大病医保必将入不敷出，难以

持续。如果为了达到收支平衡而提高起付标准，根据

当地的经济水平，规定以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的

２～３倍甚至更高作为起付标准，那么实质上可支配收
入在制定起付标准中的参考价值已经丧失。

３２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对医疗服务
的监管

要切实解决大病致贫的问题，要从源头抓起，居

民应该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防病于未然，从而减少

大病支出。对于已经发生的大病，专家提出要采取

恰当监管措施，控制过度医疗。

随着医疗保险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医疗需求释

放，加上医疗机构以牟利为目的的诱导需求，大病医

保基金的费用控制面临挑战。专家指出，控制费用

首先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过度医疗的监管方，并且

从法律上赋予监管方执行监管的权利。同时，专家

也提醒，建立医疗保险评审、医疗服务评审机制或医

疗保险服务评审机制，有可能受到医院等利益相关

方的抵触，在全国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２］
（编辑　薛　云）

·信息动态·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影响因子位列学科榜首

　　近日，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科技文献计量评
价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了《２０１２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
因子年报》。据该年报数据，《中国卫生政策研究》杂

志２０１１年影响因子和他引影响因子分别为１５８７和
１４５７，分别比２０１０年提高４６６７％和７１８２％，在３１
种医药卫生管理类学术期刊中均排名第一，也领先

于８７种预防医学与卫生学期刊。
为更好地发挥专家的学术指导作用，２０１２年组

建了第二届编委会，进一步增强了编委的代表性和

权威性。为促进研究者与决策者的互动，搭建卫生

政策研究学术交流平台，２０１１年杂志与中国医学科

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共同创办中国卫生政

策研究论坛，并承办两届研讨会，形成了一定影响。

杂志网站启用以来，总访问量９６万次，２０１２年日均
访问量突破１５００次，为及时传播研究成果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顾四年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各位领导、专家同仁

和编委的悉心指导，得益于作者和读者的大力支持，谨

向所有为杂志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导、专家和同仁

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新的起点，新的征程，杂志将继续

坚持学术质量为核心，严格规范同行评议，丰富学术交

流形式，努力办成我国卫生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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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政策·

医药分开的内涵与实现途径探讨

王贤吉
１，２　付　晨３　金春林１　晏　波３　彭玉梅３　陈小丽３　陈卓蕾３

１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３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　２０００４０

【摘　要】本文围绕什么是医药分开和如何实现医药分开进行探讨，提出医药分开的核心是切断公立医
院、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纽带；取消药品加成不等于医药分开，但它是医药分开的必要措施，且现阶段取消

药品加成对于打破我国公立医院改革的僵局而言有重要意义；“医”和“药”的真正分开不仅要在补偿机制上

下功夫，还需要同步推进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公立医院监管考核机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

【关键词】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药品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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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长期以来公立医院、医生与药品之间存

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医药不分、以药补医被公

认为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原因
［１］，这不仅推

动了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导致了药品不合理使用，

而且扭曲了医生的执业行为，腐蚀了医务人员队

伍
［２］。针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国家和地方进行了多

种形式的医药分开改革探索。２００２年，原国家发展

计划委员会等九部委下发了《关于印发完善“三项改

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１６８

号），选择青海省西宁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山

东省青岛市等城市，试点门诊药房剥离、医药分业；

上海市松江区２００５年起对包括区属二级医院在内

的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３］，江苏省南

京市２００６年实行了医院药房托管［４］，安徽省芜湖市

２００７年实行了医院药品集中管理［５］
等。２０１２年，国

务院《“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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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国发〔２０１２〕１１号）、《关于县级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２〕３３号）和卫生

部等五部委《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公立医院改革工作的

通知》（卫医管发〔２０１２〕５３号）等文件发布后，１７个

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和３１１个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县中多数已相继取消药品加成，进行

了医药分开改革。取消药品加成俨然已取代前期的

药房托管、药房剥离、收支两条线管理等，成为医药

分开的代名词。这其中，不少地方尚存在认识上的

误区。本文围绕什么是医药分开、如何实现医药分

开等问题进行探讨。

１医药分开的内涵与本质

１１医药分开的本质是实现医院、医生利益与药品脱

钩，取消药品加成并不等于医药分开

实现医药分开，核心是要从医院、医生两个层面

切断其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即做到以下两点：一

是公立医院利益与药品脱钩，不依靠药品收入（销售

利润）来维持日常运行和发展；二是医生利益与药品

脱钩，不从开具处方的药品中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

从医疗服务的特点来看，任何改革措施最终都要落

脚到医生的执业行为，即医生对患者提供服务上，因

此，医药分开根本上是使医生能够为患者提供最适

宜的诊疗服务，而不考虑与处方行为和药品销售相

关的经济利益（包括来自医院的开单提成和医药企

业为医生提供的各种形式的返利、回扣等）。从这个

角度来讲，与药房托管、药房剥离、收支两条线管理

一样，单纯的取消药品加成并不能实现医药分开，因

为这种做法仅去除了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成收入，只

是从表面上切断了医院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但

实际上目前医药企业给予医院药品销售提成（即“暗

扣”）的现象普遍存在，取消药品加成并不能改变这

一状况，且未涉及到医生层面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

系问题。因此，取消药品加成与医药分开之间绝不

能画上等号。

１２医药分开主要涉及机制层面的改革

国家新医改提出了“四个分开”的要求，其中政

事分开、管办分开主要是体制层面的问题，前者指政

府行政职能与公共事业运作功能的分开，后者指政

府对公立医院的监督管理职能与医院的运营和服务

提供职能的分开
［６］；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更多的

涉及政策层面的问题，是指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在政策上区别对待；

而医药分开则主要涉及机制层面，要求去除医院运

行发展和医务人员经济收入方面对药品收益的依赖

（即以药补医）。目前国内对医药分开的研究，从补

偿机制角度进行的探讨较多
［７８］，然而从国家医改

“一个目标、四梁八柱”的框架来看，医药分开不仅关

系到补偿机制改革，而且与其他多个领域的改革密

切相关，包括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监管考核机制、运

行机制等，甚至与医药科技产业发展政策、卫生法制

和卫生信息化也不无关系。

２取消药品加成作用有限，但现阶段仍具有重
要意义

２１单纯取消药品加成对于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作用甚微

２００６年，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９１２号），规定县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销售药品执行以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

１５％的加价率作价，中药饮片加价率不超过２５％。从

上海市的情况来看，加成率下调政策实施后，全市公立

医院药品加价率确实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

药品加成收入不但没有下降（政策实施后第一年，即

２００７年除外），反而以年均１２０％的速度增长，药品总

收入增速更是高达１７６％，群众医药费用负担不降反

升。这其中，除了上述的取消药品加成不能切断医院

和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原

因不容忽视：一是医院的收入来源不只有药品，还包括

挂号、诊疗、检查、化验、治疗、手术和卫生材料等收入，

去除以药补医后，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以检查补医、以

耗材补医等新问题
［９］；且取消药品加成后，很多地方采

取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或增设药事服务费、医事服务

费
［１０］
的做法，容易出现分解服务的问题。二是从我国

药品价格的形成角度来看，１５％的加成只占药品价格

的小部分，而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占绝大部分，取消药

品加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可见，单纯的取

消药品加成，很难对公立医院、医生的服务行为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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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供应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很难改变目前开贵

药、大处方的现象。

２２现阶段取消药品加成仍有重要意义

尽管取消药品加成的作用有限，但从深化公立

医院改革的大背景来看，现阶段取消药品加成仍有

重要意义。首先，有助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以药

补医问题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家对公立医院

实行的进一步放权搞活、“不给钱给政策”，国家允许

公立医院采用顺加作价的方式销售药品。
［１１］
尽管这

一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效调动了公立医院和

医务人员积极性，增加了服务供给，促进了公立医院

尤其是城市大医院的发展，但其带来的问题也是显

而易见的。取消药品加成，有助于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也有助于改变公立医院长期以来在公众心中业

已形成的“卖药赚钱”的不良形象。其次，取消药品

加成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一举措将带来一系列连

锁反应，有助于推动公立医院改革深化。因为在当

前情况下，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必然面临收不抵

支的问题，提高技术劳务服务项目价格、增加对公立

医院的财政投入等必将提到政府议事日程，而这些

正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必由之路。可以说，取消药品

加成是我国公立医院改革勇涉深水区的第一步，对

于打破公立医院改革的僵局有重要意义。此外，取

消药品加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药品价格，尽管

作用有限，但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医改的信心。

３实现医药分开需要在取消药品加成基础上
实行多措施联动

３１建立新的补偿机制，保障公立医院正常运营

国家新医改方案提出，要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

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改为服务收费和

财政补助。如上所述，取消药品加成后，首先面临的

问题是如何弥补公立医院的收入缺口、理顺投入补

偿机制，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价格补偿。在我国，由

于医疗服务价格扭曲，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长期得

不到合理体现。
［１２］
因此，取消药品加成后，很重要一

点是要适度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服务项目价格

（如提高诊疗费、护理费、手术费，或增设医事服务

费、药事服务费等），与此同时降低容易诱导消费的

检查检验类项目价格，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让公立医院真正能够凭借技术服务来维持

正常运营，这是实现医药分开的前提和基础。二是

财政投入补偿。加大政府投入也很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转变财政投入机制。除基本建设、大型设备购

置、离退休人员费用等经费可在核定后由财政部门

直接拨付外，其余用于保障公立医院日常运行的经

费应按照服务的数量、质量、效果等考核评价结果拨

付，利用政府资金引导医院良性发展。特别是，取消

药品加成、提高技术劳务服务项目价格后，对于大部

分公立医院，应主要靠转变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管理

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价格调整具有普适性，不同医

院的收治病种和用药结构差异较大，因而对专科特

点导致亏损的公立医院，财政部门应在原有基础上

适当增加补助力度。三是医保补偿。应充分发挥医

保支付方式这一经济杠杆的作用，以引导、规范公立

医院和医生的服务行为。有研究表明，实行总量控

制下的按服务单元付费，符合我国医改实际，能够有

效改变公立医院和医生的趋利行为，并确保医院运

行的可持续性。
［１３］

３２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挤出药品价格中的“水分”

当前我国药品价格虚高是公认的事实，取消药

品加成只是针对药品价格形成的末端环节，而更重

要的是要从其源头和中间环节着手，挤出药品价格

中的“水分”，从而压缩医药企业的促销和让利空间，

这是要实现医药分开的治本之策。首先，要规范药

品出厂价设定，科学制定政府指导价，并建立常规性

的价格调查、监测和调整机制。在这方面，可以借鉴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通过定期开展药品

价格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不断调整药品价格，使其逐

渐趋于合理化。
［１４］
其次，要强化招采合一、量价挂钩

的药品招标采购机制。在这方面，国家已有相关文

件规定，但目前我国多数省市的药品招标还只是“招

品种”，并未实现“招数量”和“招价格”，由于“招”、

“采”分离，目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在降低药品价格

方面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

３３强化监管考核机制，规范公立医院和医生的服务

行为

要实现公立医院、医生利益与药品脱钩，必须加

强针对公立医院和医生服务行为的监管考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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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完善公立医院用药管理、处方审核制度，结合

临床路径管理和诊疗规范，加大对药品（特别是抗菌

药物和高价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的检查力

度。在提高技术劳务服务项目价格后，政府部门更

有理由强化对药品、医疗器械购销领域商业贿赂行

为的监管。其中，卫生信息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有了

信息化平台的支撑，可以对公立医院和医生的服务

行为实施实时、动态、智能化的监管，确保监管考核

数据的客观真实和结果的公正有效。随着经济社会

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卫生信息化的作用将越来越

凸显，上海市闵行区的经验值得有条件的地区借

鉴
［１５］。其次，更重要的是要强化监管考核结果的应

用，将其与公立医院的财政资金拨付和医保资金分配

挂钩，与院长和科主任的绩效考核挂钩，与医生的收入

分配甚至是职称评聘、执业资格再注册等挂钩，以此建

立起强有力的激励约束机制，让体现公益性者得到激

励，让违背公益性者受到约束。只有通过强化监管考

核建立有效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改变公立医院和医生

的服务行为，这是实现医药分开的重要保障。

３４转变内部运行机制，形成正向的激励导向

在以药补医机制下，目前公立医院普遍采取按

业务创收进行提成和分配的做法，这一盈利式的运

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将公立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与

患者利益置于对立面，损害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因

为科室要获得更多的奖金、医生要取得更高的报酬，

就不得不让患者多买药、多花钱。在这种情况下，很

难切断医院、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因此，要

实现医药分开，就必须转变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形

成正向的激励导向。首先，要转变公立医院长期以

来采用的“总收入－总支出＝结余”并用结余进行分

配的模式
［１６］，实行不直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的工

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建立以工作量核定和人员成

本核算为基础的公立医院工资总额核定办法，消除

公立医院的“扩盘”动机；其次，要改变公立医院按业

务创收提成的内部分配方式，建立基于绩效考核的

收入分配机制，将岗位工作量、服务质量、服务效果、

患者满意度等绩效考核结果作为收入分配的直接依

据，消除医生多开药、开贵药的动机，这是实现医药

分开的关键所在。

此外，医药分开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健全的卫生

法制作为保障，需要健康而非低水平重复的医药科

技产业作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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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政策·

陕西省药店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现状研究

姜明欢
１　方　宇１　陈文娟１　杨世民１　刘　均１　侯鸿军２　张抗怀３

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药学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２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５
３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７５

【摘　要】目的：调查陕西省药店抗生素凭处方销售情况，为完善药店抗生素管理提供建议。方法：采用神
秘顾客法，分别模拟儿童腹泻和成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者，调查陕西省２１３家药店凭处方销售抗生素情况
和药店工作人员药学服务行为。结果：大多数药店不凭处方出售抗生素，儿童腹泻和成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病症不凭处方获得抗生素的比例分别为 ７２８％和 ９５８％；对两类病症能提供完整药学服务的药店仅占
０９％，药店药学服务缺位；大部分患者未能得到正确的用药指导，难以确保抗生素合理使用。结论：陕西省药
店抗生素销售行为亟待规范。建议加强零售药店抗生素销售的监管，提升药店工作人员规范化服务水平，加

强药师队伍建设，广泛开展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根本提升社区抗生

素用药安全水平。

【关键词】药店；抗生素；神秘顾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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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是用于治疗各种细菌或其它致病微生物

感染的药物，目前在临床上应用最为广泛。抗生素

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其滥用亦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

害。２０１０年《柳叶刀》报道了“超级细菌”［１］，它能抵

御几乎所有抗生素，再次为抗生素滥用敲响了警钟。

２０１１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

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救”定为当年世界卫生日的主

题，表明推动抗生素合理使用、重建用药新秩序已成

为当务之急。

２００４年，我国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

则》，旨在遏制抗生素滥用带来的不良后果。２０１１年
４月，卫生部出台了《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

治活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开展抗菌药物专项治理的

督导检查工作。据统计，我国抗生素的销售额约占

零售药店销售总额的３０％ ～４０％［２］，确保社区药店

抗生素的规范销售和合理使用对于提高人民群众健

康水平至关重要。但是，由于药店难以获得处方等

原因
［３］，严格执行抗生素凭处方销售政策后，将会使

零售药店经营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药店抗生素规范化销售任重道远。在此背景

下，本文采用神秘顾客法对陕西省３个地市、２１３家

零售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情况进行实证研

究，为加强药店抗生素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研究总体设定为陕西省十个地市（杨凌区因辖

区面积及人口相对较少，在本研究中未单独列出）的

零售药店，采取以下步骤确定研究对象：（１）根据陕

西省统计局公布的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十个地市人均
ＧＤＰ排名［４］，选取西安、咸阳、商洛三个地级市为调

研地区，分别代表发达、中等和欠发达地区。（２）从陕

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库中下载西安、咸阳、商

洛所有零售药店及其地域分布数据，采用配额抽样法，

按１５％的比例抽取样本，分别从西安市６６６家药店中

选取样本药店１００家（实际调研１０２家），从咸阳市
４７３家药店中选取样本药店７１家，从商洛市２６５家药

店中选取样本药店４０家，以上合计２１３家。［５］

１２研究方法

现场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法，即现场调查员到达

指定地点后选择距离最近的药店作为调查对象，同

时兼顾药店的地域分布、规模大小、单体或连锁业态

等情形。采用神秘顾客法（Ｍｙｓｔｅｒｙ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进行数据收集。神秘顾客法是指由经过严格培训的

调查员，在规定或指定的时间里扮演成顾客，对事先

设计的一系列问题逐一进行评估或评定的一种调查

方式。
［６］

本研究中神秘顾客模拟病症的选择考虑以下因

素：（１）兼顾成人和儿童病症的抗生素用药；（２）参考
２０１０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有关２００９年中国城市

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构成统计结果，呼吸系统疾

病和消化系统疾病分别居于第４和第７位。［７］结合

国外相关文献
［８１０］，最终确定儿童腹泻（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和成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ＡｄｕｌｔＡｃｕｔｅ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简称“成人上感”）作为本研

究的两类模拟病症。

本研究拟定现场调查的访问指南（图１）。神秘

顾客依次陈述抗生素购药需求，图中标示的①、②、

③步骤中，神秘顾客若不凭处方获得抗生素，则应在

记录表中详细记录其通用名称。

图１　药店神秘顾客调研的访问指南

　　调研记录表包括四部分内容：（１）药店基本情况
（如药店地域、规模、抗生素是否设专柜、是否有处方

药销售标识等）；（２）药店工作人员在岗情况、性别、

年龄等信息；（３）按照访问指南操作后药店销售抗生

素的具体情况；（４）药店工作人员向患者提供用药咨

询和就医建议的情况以及接待时间。

本研究招募８名神秘顾客（调研员），其中，１名

在校研究生，７名在校大学生，性别比例为１：１，年龄

为２０～２４周岁。两人为一组，分别扮演５岁儿童腹

泻患者的阿姨和成人上感患者的同学。正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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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前，对调研员严格按照访问指南进行集中培训，四组

神秘顾客各选取两家药店进行预调查，熟悉调研流

程和记录表的填写，并依照预调查结果调整记录表

个别文字表述。

１３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
西安、咸阳、商洛三市的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１年４—

１０月。每组两名神秘顾客先后进入同一家药店分别

进行两类病症的抗生素销售情况调查，调查完成离

店１５分钟内即填写完成记录表，交叉审核，确认无

误。将所有调查数据双遍录入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汇总，

检查纠错，确认无误后纳入统计。统计检验采用双

侧检验，Ｐ≤００５将被认为所检验的差别有统计意

义。人口统计学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配

对χ２检验比较儿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不凭处
方销售抗生素情况的差异，采用行 ×列表资料 χ２检
验分别比较不同发达程度地区、不同规模药店针对

儿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销售抗生素情况的

差异。

２结果

２１受访药店的基本情况
实际调查药店共２１３家（西安市１０２家，咸阳市

７１家，商洛市４０家），收集现场调查记录表４２６份。

受访药店的基本情况见表１。从药店规模来看，大型

药店４６家，占２１６％，中、小型药店合计１６７家，占
７８４％，受访药店规模多为中、小型。９６２％的药店
都设有抗生素销售专柜，９５８％的药店都有明确的

处方药销售标识，表明受访药店基本符合药品分类

管理的一般规定。但２１３家药店中仅有２８家在调查

时有药师在岗，药师在岗率仅为１３１％，说明零售药
店药师配备制度实施情况欠佳。

２２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抗生素获得情况
２２１药店不凭处方向两类病症模拟患者出售抗生

素情况

采用配对四格表χ２检验分析药店不凭处方向儿
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出售抗生素情况是否有

显著性差异（表２）。经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明药店
不凭处方向儿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销售抗生

素的情况具有显著性差异，成人上感患者较儿童腹

泻患者更容易不凭处方获得抗生素。

表１　受访药店的基本情况

项目 药店数量（个） 比例（％）

地区

西安市 １０２ ４７９

咸阳市 ７１ ３３３

商洛市 ４０ １８８

规模

大型 ４６ ２１６

中型 ９４ ４４１

小型 ７３ ３４３

抗生素是否设专柜

是 ２０５ ９６２

否 ８ ３８

是否有处方药销售标识

是 ２０４ ９５８

否 ９ ４２

药师是否在岗

是 ２８ １３１

否 １８５ ８６９

注：医院规模中大型、中型和小型分别是指其面积为 １００ｍ２以上、
５０～１００ｍ２和４０～５０ｍ２

表２　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不凭处方获得
抗生素情况，人（％）

疾　病 获得抗生素 未获得抗生素 Ｐ值

儿童腹泻 １５５（７２８） ５８（２７２）
成人上感 ２０４（９５８） ９（４２）

＜００５

２２２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不同层次表述获得

抗生素的情况

在调查中，模拟患者购买抗生素三个层次的表

述分别为：（１）你能给我点缓解症状的药吗？（２）你

能给我点抗生素吗？（３）你能给我开阿莫西林和诺

氟沙星／头孢克洛吗？由表３可知，大部分不凭处方

销售的抗生素都是在第二层次表述（你能给我点抗

生素吗？）中获得。

表３　儿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不同层次表述
获得抗生素的情况，人（％）

疾　病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合计

儿童腹泻 ３４（１６０） ８６（４０３） ３４（１６０） １５４（７２３）
成人上感 ６２（２９１） ９２（４３２） ５０（２３５） ２０４（９５８）

２２３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获得的抗生素品种

情况

药店向儿童腹泻患者出售的抗生素种类中，排

名前三位的依次为阿莫西林（２３０％）、硫酸庆大霉

素（２１６％）和头孢类（１５５％）。药店向成人上感患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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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售的抗生素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阿莫西林

（５６３％），罗红霉素（１５０％）和头孢类（１３１％）。

可见阿莫西林是目前陕西省零售药店销售最为普遍

的抗生素（表４）。

表４　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获得的抗生素
品种情况，人（％）

抗生素品种 儿童腹泻 成人上感

阿莫西林 ４９（２３０） １２０（５６３）

硫酸庆大霉素 ４６（２１６） ０（０）

头孢类 ３３（１５５） ２８（１３１）

罗红霉素 ２（０９） ３２（１５０）

诺氟沙星 １８（８５） ０（０）

阿奇霉素 ４（１９） １２（５６）

其它 ３（１４） １８（８４）

２２４药店拒绝向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出售抗

生素后销售的药品情况

在向儿童腹泻患者拒售抗生素的５９家药店中，

有１家推荐了蒙脱石散剂，１家推荐了炎可宁胶囊，

其他５７家药店没有推荐其他用药。在向成人上感

患者病症拒售抗生素的９家药店中，没有１家推荐其

他用药。

２３销售抗生素的药店情况

２３１不同地区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情况

对西安、咸阳和商洛三市药店不凭处方向两类

病症患者销售抗生素的情况进行统计（表５），经 χ２

检验，两类病症的 Ｐ值均大于００５，即发达、中等发

达与欠发达地区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情况没有显

著性差异。

表５　不同地区药店向两类病症患者不凭处方销售
抗生素情况，人（％）

疾　病 地　区 是 否 合计 卡方 Ｐ值

儿童腹泻 西安市 ７７（７５５）２５（２４５） １０２
咸阳市 ４９（７００）２１（３００） ７０
商洛市 ２８（６８３）１３（３１７） ４１
合　计 １５４（７２３）５９（２７７） ２１３

１０３２ ０５９７

成人上感 西安市 ９９（９７１）　３（２９） １０２
咸阳市 ６６（９４３） ４（５７） ７０
商洛市 ３８（９２７） ３（７３） ４１
合　计 ２０３（９５３） １０（４７） ２１３

１４９９ ０４７３

２３２不同规模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情况

对不同规模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情况进

行统计（表６）。儿童腹泻患者中，大型药店不凭处方

销售抗生素所占比例最低，为６５２％；成人上感患者

中，中型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所占比例最低，为

９４８％。但经 χ２检验，两类病症的 Ｐ值均大于

００５，即不同规模的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情况

没有显著性差异。

表６　不同规模药店对两类病症患者不凭处方销售
抗生素的情况，人（％）

疾　病 药店规模 是 否 合计 卡方 Ｐ值

儿童腹泻 大 ３０（６５２） １６（３４８） ４６
中 ７１（７５５） ２３（２４５） ９４
小 ５３（７２６） ２０（２７４） ７３
合计 １５４（７２３） ５９（２７７） ２１３

１６４６ ０４３９

成人上感 大 ４０（９５２） 　２（４８） ４２
中 ９１（９４８） ５（５２） ９６
小 ７２（９６０） ３（４０） ７５
合计 ２０３（９５３） １０（４７） ２１３

０１４０ ０９３２

　　但西安市儿童腹泻患者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小

型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比例分别为８５０％和

７９５％，大型药店为 ５００％，经 χ２检验，Ｐ值小于

００５（表７），即中、小型药店与大型药店抗生素不凭

处方销售情况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在陕西省发达

地区，规模较大的连锁型药店对儿童腹泻患者销售

抗生素的管理相对较好。

表７　西安市不同规模药店对儿童腹泻患者不凭处方
销售抗生素的情况，人（％）

药店规模 是 否 合计 卡方 Ｐ值

大 ９（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１８
中 ３４（８５０） ６（１５０） ４０
小 ３５（７９５） ９（２０５） ４４
合计 ７８（６９６） ２４（３０４） １１２

７９４７ ００１９

　　而在咸阳市和商洛市两类病症的统计情况，以

及西安市成人上感患者的统计结果中，经 χ２检验，Ｐ

值均大于００５，即不同规模的药店不凭处方销售抗

生素情况没有显著性差异。

２３３药店拒绝出售抗生素的原因分析

拒绝向儿童腹泻患者出售抗生素的药店拒售原

因依次为：儿童慎用抗生素、病症不明确而建议就

诊、无需使用抗生素、顾客无处方而拒绝出售。而拒

绝向成人上感患者出售抗生素的药店拒售原因依次

为：病症不明确而建议就诊、顾客无处方而拒绝出售

和无需使用抗生素（表８）。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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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药店对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患者拒绝出售
抗生素原因，人（％）

原因 儿童腹泻 成人上感

儿童慎用抗生素 ３７（６２７） —

病症不明确而建议就诊 １０（１６９） ５（５５６）
无需使用抗生素 ７（１１９） ２（２２２）
顾客无处方而拒绝出售 ５（８５） ２（２２２）
合　计 ５９（１０００） ９（１０００）

２４药店工作人员药学服务行为分析

药店工作人员对儿童腹泻患者的平均接待时间

为２２９分钟，对成人上感患者的平均接待时间为
２３９分钟。药店工作人员对两类病症患者的服务行

为分为三步：第一步进一步询问患者病情，第二步要

求患者提供处方，第三步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统

计药店工作人员为两类病症患者提供的抗生素销售

服务行为，结果见表９。

由表９可见，对于儿童腹泻患者，未做到第一步
（即询问患者病情）的药店达７１２％；对于成人上感

患者，未做到第一步的药店达４６９％；两类病症全部

完成三个步骤的药店仅有两家（０９％）。

表９　药店工作人员对两类病症患者的服务行为（％）

疾病
三步全部

完成

只做到前

两步

只做到第

一步

未做到第

一步

儿童腹泻 ０９ ４２ ２８６ ７１２
成人上感 ０９ ３３ ５３１ ４６９

３讨论

３１采用神秘顾客法更能揭示药店抗生素凭处方销

售的真实现状

采用神秘顾客法进行调研能够有效避免问卷调

查、实地访谈等“有干扰研究”可能带来的结果失真

问题，所反映的结果更加接近药店处方药销售实际

情况。同时，据文献查阅，目前国内尚未见采用神秘

顾客法对药店抗生素凭处方销售情况进行研究的文

献报道，所以此研究将为规范国内药店抗生素销售

行为提供更为可靠的实证数据支撑。

３２陕西省零售药店抗生素规范化销售情况堪忧

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两类病症在药店中无处方

获得抗生素的比率均很高，陕西省零售药店抗生素

规范化销售情况不理想。所调研的 ２１３家药店中，

药师在岗率仅为１３１％，大多数药店无药师提供合

理用药指导。在印尼药店抗生素销售的一项研究

中，药店一线从事抗生素调配销售的药师比例也不

足２０％ ［１１］，抗生素规范化销售水平较低。缺乏药师

把关，药店更容易受经济利益驱动，违反药品分类管

理规定销售抗生素，助长了社区抗生素滥用的现象。

３３陕西省零售药店出售的抗生素中阿莫西林最为

普遍

儿童腹泻患者和成人上感患者在零售药店中最

容易获得的抗生素均为阿莫西林，分别占抗生素种

类的２３０％和５６３％。阿莫西林是广谱抗菌药物，

药店工作人员过分信赖阿莫西林的治疗功效，往往

不能对症用药。该结果与蒙古社区抗生素不凭处方

销售的研究结果相近，不凭处方获取的抗生素中阿

莫西林占５８％ ［１２］，提示在药店抗生素监管中应加强

上述常见与重点品种的规范化管理。抗生素的滥用

与公众对抗生素的概念认识模糊密切相关，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众安全用药现状调查报告”显

示，２０７％的居民和３５２％的网友同意“抗生素就等

同于消炎药”的说法，这种错误认知也加剧了抗生素

的不当销售和不合理使用。
［１３］

３４陕西省零售药店抗生素管理的规范化程度与所

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药店规模不相关

本研究中三个地市不同地域、不同规模药店中

不凭处方销售抗生素的情况无显著性差异，表明陕

西省零售药店抗生素不凭处方销售现象较为普遍。

如何加快药品分类管理立法、实质性推动抗生素规

范化销售，将会是相当长时间内药品监管部门面临

的难题。

３５陕西省零售药店抗生素销售的药学服务工作亟

待加强

药店工作人员在抗生素销售过程中，基本未按

规范程序询问患者的病情、病史和过敏史等，大多数

药店单纯销售抗生素而无附加服务，很少根据患者

病情来推荐就医，能够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的药店

较少，药学服务工作严重缺位，药店药学服务亟待加

强。此结果与尼泊尔药店抗生素销售过程中的药学

服务情况相仿，在尼泊尔１００家受访的药店中仅有

７％的药店建议患者先行就医和诊断病情。［８］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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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政策建议

４１加强零售药店抗生素销售监管力度

本研究中儿童腹泻和成人上感病症无处方获得

抗生素的比例达７０％以上，表明抗生素在零售药店

的销售很不规范，迫切需要加强外部监督。药监部

门应从执法层面和技术层面进一步加强对零售药店

抗生素销售行为的全程动态监控。建立药店诚信档

案，奖优罚劣，加大药店违法成本。

４２提升药店工作人员规范化服务水平

药店工作人员提供药学服务的意识较差，在对患

者的病情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就提供治疗药品。药监

部门、协会以及药店等各方应积极开展药店工作人员

合理用药规范化培训，提高药店依法销售抗生素和提

供药学服务的水平。建议该项工作与《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优良药房工作规范》认证等工作紧密结

合，全面提升药店人员规范化服务水平。

４３加强我国药师队伍建设

本研究中药店在岗的药师仅为１３１％，表明零

售药店从事一线药学服务工作的药师严重不足，药

师作用发挥有限，药师队伍数量和质量亟待提升。

建议进一步强化药师队伍建设，加快药学人才的培

养，重视药店药师职业化发展和薪金水平的提升，改

变药学人员固有观念，鼓励药师向零售终端流动，保

证零售终端配备药师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４４广泛开展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的宣传教育

很多患者缺乏对抗生素的认知，不清楚抗生素

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带来的不良后果，尤其是儿童使

用抗生素的风险较高，比如儿童腹泻患者服用诺氟

沙星可能对骨骼发育造成影响。各级药监部门、药

学会、协会、医院、高校等单位应深入社区，面向公众

开展形式多样的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宣传活动，使

公众主动配合药店实施抗生素规范化销售工作。

４５深入推进药品分类管理工作

药品分类管理和抗生素规范化销售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涉及医改诸多方面，建议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理顺体制、机制矛盾，深入推进药品分类管

理立法和实际工作，使老百姓真正受益，同时促进药

品零售业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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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服务集中程度分析

汤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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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北京市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服务的集中程度。方法：从北京市出院病人病案首页

数据库中，提取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因患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等４类先心病在北京地区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并

出院的全部儿童（０～１４岁）病例，计算不同医院的市场份额，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和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对不

同市场份额医疗机构的此类疾病住院服务绩效进行比较。结果：此类型的病例９３％以上集中于３家医院。与

其它医疗机构相比，份额高的医疗机构其治疗技术、质量较高，住院时间较短，住院费用的趋势不尽一致。结

论与建议：在促进医院普遍开展儿科服务的政策基础上，应引导医疗机构结合自身优势确定发展方向和功能

定位，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儿科诊疗服务。

【关键词】儿童；先天性心脏病；住院服务；集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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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健康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１］近年来，我

国出台了建立儿童医疗保险制度等多项措施，旨在

提升儿童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２］
然而，卫生服务的可

及性既受需方影响也受供方影响，医疗保险制度的

建立虽然降低了需方疾病经济负担，但能否真正实

现卫生服务可及性的目标，还有赖于医疗服务提供

方服务能力的提升
［３］
以及服务市场结构的优化

［４］。

本文选择了对儿童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先天性心脏

病（简称“先心病”）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北京市该类

疾病住院服务的集中程度，为规范儿童医疗服务市

场提出相关建议。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从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北京市出院病人

病案首页数据库”中，提取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因患先

天性肺动脉瓣狭窄、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先天性室

间隔缺损或先天性房间隔缺损，在北京地区医疗机

构接受住院治疗并出院的０～１４岁的儿童病例，共

２２９１０例。提取的数据包含了诊断、操作、医疗费用、

住院时间、出院转归（转院、非医嘱出院、转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回常住地、死亡等）及病例个体特征（如年

龄、性别）等信息。

１２研究方法

采用“市场份额”指标描述北京市儿童先心病住

院服务的集中程度，并比较疾病治疗技术、质量、费

用和时间等影响市场份额的绩效指标在不同市场份

额医疗机构之间的差异。“市场份额”以某医院出院

病例占当年全市出院病例的比例来表示。考虑到先

心病治疗主要以外科手术为主，而对低龄儿童施行

外科手术操作难度大、风险高，因此，本研究以“为５

岁及以下患病儿童施行先心病手术治疗占当年出院

病例的百分比”作为衡量医疗机构诊疗技术高低的

指标。医疗质量通过客观的“出院转归”来衡量，分

别以“回原住地率”（即出院后回原住地的病例所占

比例）和“住院死亡率”作为正向及负向指标。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分析。基本模型为：

Ｙ＝Ｂｅｔａ（不同机构市场份额，疾病类型，其它控

制变量）

各模型的分析方法、变量名称和赋值见表１。

表１　各模型统计学分析方法及变量名称和赋值

模型 分析方法 因变量 自变量赋值

模型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５岁以下患病儿童
施行手术治疗的

比例（诊疗技术）

医院 Ａ＝１，其它医院＝０
医院Ｂ＝１，其它医院＝０
医院 Ｃ＝１，其它医院＝０

模型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出院后回常住地

的概率（医疗质

量）

室间隔缺损 ＝１，肺动脉
瓣狭窄＝０
房间隔缺损 ＝１，肺动脉
瓣狭窄＝０
动脉导管未闭 ＝１，肺动
脉瓣狭窄＝０

模型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住院死亡率（医

疗质量）

男性＝１，女性＝０
年龄（连续变量）

年龄平方（连续变量）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１，其它保险类型＝０

模型４ 多重线性

回归　　
住院医疗费用 商业保险 ＝１，其它保险

类型＝０
自付＝１，其它保险类型
＝０
公费医疗 ＝１，其它保险
类型＝０
大病统筹 ＝１，其它保险
类型＝０

模型５ 多重线性

回归　　
住院时间 ２００６年＝１，２００５年＝０

２００７年＝１，２００５年＝０
２００８年＝１，２００５年＝０
２００９年＝１，２００５年＝０
２０１０年＝１，２００５年＝０

注：医疗保险分类为数据来源使用的病例首页对医疗付款方式的分

类。大病统筹主要是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大病统筹，其

它保险类型包括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等未单独分类的保险

类型。

２结果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京市约有１５０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但每年只有约２０家医院收治先天性肺动脉

瓣狭窄等４种儿童先心病病例；４种先心病的年出院

病例从２００５年的不足３０００例逐年增加到２０１０年

的４６００多例，其中先天性室间隔缺损的出院比例最

高（６０％以上），肺动脉瓣狭窄的比例最低（不足

５％）。出院病例的平均年龄从２００５年的４４８岁逐

年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１０岁，５岁以下出院病例所占

比例逐年上升，而５岁以上比例则逐年下降。出院

病例中，男童所占的比例略高。出院病例的例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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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考虑物价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１５％，其中

２０１０年的例均费用达到２８７００元。出院病例平均住

院时间从２００５年 １４０４天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３０

天。出院转归方面，自２００８年以来出院后回原住地

率一直在９７％以上；２００６年的住院死亡率最高，为

１１１％；２００８年以来一直保持在０５％以下（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京市４种儿童先心病出院
病例的基本情况

项　目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医院（个） ２１　 １８　 ２１　 ２０　 ２０　 １８　

疾病类型，％（ｎ）

　肺动脉瓣狭窄 ２３０
（６８）

２９５
（９８）

３１１
（１２２）

３４８
（１３３）

４３７
（１８４）

３９３
（１８４）

　室间隔缺损 ６９１６
（２０４５）

６７３３
（２２４０）

６６３９
（２６０４）

６４１７
（２４５０）

６２６１
（２６３６）

６２４９
（２９２２）

　房间隔缺损 １８７０
（５５３）

１８９１
（６２９）

１６９６
（６６５）

１８３６
（７０１）

１９６７
（８２８）

１９０３
（８９０）

　动脉导管未闭 ９８４
（２９１）

１０８２
（３６０）

１３５４
（５３１）

１３９９
（５３４）

１３３５
（５６２）

１４５４
（６８０）

年龄，％（ｎ）

　０～１ ８９６
（２６５）

１２８
（４２６）

２２２６
（８７３）

１６４
（６２６）

１７５１
（７３７）

２２８２
（１０６７）

　～５ ５９８２
（１７６９）

５８４
（１９４３）

５２６３
（２０６４）

６１４７
（２３４７）

６２１９
（２６１８）

５９３
（２７７３）

　～１０ ２０４３
（６０４）

１９０６
（６３４）

１７０３
（６６８）

１４８８
（５６８）

１３６８
（５７６）

１１４２
（５３４）

　～１４ １０７９
（３１９）

９７４
（３２４）

８０８
（３１７）

７２６
（２７７）

６６３
（２７９）

６４６
（３０２）

性别，％（ｎ）

　男 ５３６４
（１５８６）

５４５２
（１８１４）

５３３７
（２０９３）

５１２６
（１９５７）

５０８３
（２１４０）

５１４５
（２４０６）

　女 ４６３６
（１３７１）

４５４８
（１５１３）

４６６３
（１８２９）

４８７４
（１８６１）

４９１７
（２０７０）

４８５５
（２２７０）

例均费用（万元） ２４８ ２３７ ２４４ ２５２ ２６７ ２８７

平均住院日（天） １４０４ １３２０ １２９３ １２３７ １１８２ １１３０

出院回原住地率

（％）
— — — ９７４１ ９８７２ ９９３８

住院死亡率（％） ０６１ １１１ ０８２ ０４７ ０３６ ０４７

２２儿童先心病住院服务的集中程度

就本研究所选取的４类儿童先心病而言，其住

院服务主要集中于３家医疗机构。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市场份额最高的Ａ医院年出院病例所占比例一直超

过５５％，Ｂ医院维持在２０％以上，Ｃ医院约为１０％。

以出院病例所占百分比为指标的横向市场份额来

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３家机构的市场份额超过９３％，其

它的１０余家机构所占比例低于７％。而剩余的１００

多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并不提供此类住院服

务（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北京市４种儿童先心病住院
服务的集中程度，％（ｎ）

医院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Ａ ５７５２
（１７０１）

６５１３
（２１６７）

５９６６
（２３４０）

６２１３
（２３７２）

６０４
（２５４３）

５８２３
（２７２３）

Ｂ ２８０７
（８３０）

２２８１
（７５９）

２２８５
（８９６）

２０８
（７９４）

２０
（８４２）

２３７８
（１１１２）

Ｃ ８３９
（２４８）

６４９
（２１６）

９８４
（３８６）

９９５
（３８０）

１２８５
（５４１）

１１０８
（５１８）

其它 ６０２
（１７８）

５５６
（１８５）

７６５
（３００）

７１２
（２７２）

６７５
（２８４）

６９１
（３２３）

２３不同市场份额的机构儿童先心病住院服务的绩

效比较

为５岁及以下的先心病患儿施行手术，难度和

风险均较高，与其它机构相比，市场份额较高的３家

机构为５岁及以下患儿施行手术治疗的比例较高，

并且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１）。由表４可以

看出，与先天性肺动脉瓣狭窄的病例相比，室间隔缺

损的５岁及以下手术治疗的比例较高；男性患儿施

行手术治疗的比例略高于女性患儿；自费患者施行

手术治疗的比例较低；２００８年以后，５岁及以下患儿

施行手术治疗的概率较２００８年以前明显增加。

医疗质量的分析方面主要关注“回原住地率”和

“住院死亡率”。市场份额较高的３家医院收治的病

例回原住地率显著高于市场份额较低的其它机构，

同时，这３家医院的住院死亡率则显著低于市场份

额较低的其它机构。另外，４类先心病中，动脉导管

未闭和室间隔缺损的病例，回原住地率较高，住院死

亡率则较低。年龄小的患儿出院后回原住地率较

低，而住院死亡率较高。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４类先心病

患儿出院后回原住地率提高，住院死亡率降低。

在住院医疗费用方面，市场份额大小与医疗费

用高低的关系并不明确：与市场份额较低的其它机

构相比，Ａ医院的医疗费用较低，Ｂ医院与其持平，而

Ｃ医院则大大高于低市场份额的机构。４类先心病

中，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的病例医疗费用较高。

不同年龄儿童中，患病儿童年龄越小，医疗费用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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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不同医疗保险类型中，商业保险的患者费用

较高；而“大病统筹”的患者费用较低。在住院时间

方面，与其它机构相比，Ａ、Ｂ、Ｃ医院的住院时间较

短，分别较前者短５０７天、２５９天和３１４天。４类

先心病中，房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的病例住院时

间较长。年龄越小，住院时间越长。同时，与其它医

疗保险类型相比，“大病统筹”患者住院时间较短。

表４　不同市场份额的机构绩效比较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５岁及以
下患儿实

施手术

比例

回原住地

率

住院死亡

率
费用 住院日

医院（对照＝其它机构）

　医院Ａ ０３９５

（００５８）
２６２９

（０２８７）
１９３６

（０２６０）
２３６５７７

（３９５７０）
５０７

（０３３３）

　医院Ｂ ０３３４

（００６１）
１５９７

（０２９３）
１２６３

（０２５２）
１７１８
（４１７０）

２５９

（０３５１）

　医院Ｃ １１５２

（００７５）
０５９２
（０２２６）

１０７４

（０２６６）
８６２９５９

（４７２９７）
３１４

（０３９８）

疾病类型（对照＝肺动脉瓣狭窄）

　室间隔缺损 ０６０８

（００７６）
０８９９

（０２９０）
１１４８

（０２９６）
６１１７６０

（５１４８３）
３９９

（０４３３）

　房间隔缺损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０）

０６４１
（０３４３）

１２２９

（０３８０）
５１８３８７

（５４８１３）
１５４

（０４６１）

　动脉导管
　未闭

０１５０
（００８３）

１２９８

（０３７２）
１７５８

（０４４１）
１１５９８９

（５６６４８）
０７１
（０４７６）

性别（对照＝女）

　男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４
（０１５８）

０３１３
（０１７２）

２６３９０
（１８８２２）

０１７
（０１５８）

年龄 — ０４７７

（００７９）
０８０５

（０１０２）
１９２７９２

（８１３４）
１４３

（００６８）

　年龄平方 —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９）
１２８７２

（６５３）
００８

（０００５）

保险类型（对照＝其它保险类型）

　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５
（０４７３）

００１０
（０３９３）

９７５４
（４６３８４）

０６７
（０３９０）

　商业保险 ０４６１
（０３１４）

１５５０
（５５９５）

１３２１
（１０８０）

５２６１９３

（２１４６０６）
１８５
（１８０４）

　自付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９）
０１３２
（０３６９）

０２２８
（０３０５）

３３２２０
（３６８９０）

００３
（０３１０）

　公费医疗 ０３１５
（０６１５）

１７９６
（４３８３）

１７２７
（３１０８）

８０５６５０
（４２５９０５）

４７９
（３５８０）

　大病统筹 ０１５８
（０２９７）

１９１１
（３１７７）

１５３７
（５２９６）

６２７１７８

（２０４８３４）
３７４

（１７２２）

年份（对照＝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３）

— ０４６１
（０２９６）

９５０２１

（３５７０３）
０８８

（０３００）

（续）

自变量

５岁及以
下患儿实

施手术

比例

回原住地

率

住院死亡

率
费用 住院日

　２００７年 ００９５
（００５９）

— ００３９
（０３１６）

９０６２５

（３９２９５）
１１２

（０３３０）

　２００８年 ０２５６

（００６０）
— ０５４５

（０３５３）
１６０９３
（３９６２８）

１６９

（０３３３）

　２００９年 ０２９２

（００５９）
１００２

（０１７９）
０９１８

（０３６８）
１０３５２３

（３９０７１）
２２６

（０３２８）

　２０１０年 ０５４３

（００５９）
１７１０

（０２２５）
０７２４

（０３３６）
２９９９７３

（３８１１１）
３０１

（０３２０）

常数 ０２７１

（０１１２）
０９０４

（０４７２）
０９３０

（０４８８）
２４５２４９６

（７６７０３）
１８１６

（０６４５）

样本量 ２２９１０ １２７０４ ２２９１０ ２２９１０ ２２９１０

Ｐｒｏｂ＞Ｆ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校正决定

系数Ｒ２ａｄｊ

— — — ０３５５ ０２７６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表格中除样本量、Ｐｒｏｂ＞Ｆ和校正决定
系数Ｒ２ａｄｊ外，其余数字为偏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注误。在模型１
中，为避免多重线性相关，“年龄”和“年龄平方”并未放入模型。

在模型２中，只有２００７年之后的数据包含患儿出院回原住地率
这个指标，即只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数据进入回归模型。因为年龄与
因变量并非线性关系，而更接近于二次函数的关系，因此在自变量

中包括年龄一次方和二次方。

３讨论与建议

２００９年，北京市８３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

设儿科的６７所，其中只开设儿科门诊的２９所，开设

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 ３８所（三级 １６所，二级 ２２

所）。按综合医院设置标准设置儿科门诊及病房的

医院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在综合医院儿科不

断萎缩的背景之下，儿科专科服务正在向少数医院

集中。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约２０家开展儿科先心

病服务的医院中，北京市９０％以上的儿童先心病住

院服务集中在三家医院。除了受医院本身的硬件和

技术水平限制之外，我国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可能是

造成儿童先心病住院服务向少数医院集中的重要原

因：医疗服务采取公共定价的方式，在医疗服务项目

的设计上并未区分成人和儿童，同样的诊断和操作

项目，医疗服务提供者对成人和儿童的收费是一样

的
［５］。而从临床服务的角度看，婴儿和儿童的治疗

风险显著高于成人。相同收入的情况下，服务提供

者会倾向于提供风险较低的服务，而只有当风险较

９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高的儿科（尤其是儿外科）服务提供达到一定规模

时，由于“规模效应”所带来的较高回报
［６］，服务提供

者才会有提供服务的意愿。因此，价格激励与服务

提供者的付出不相匹配，导致儿科服务（尤其是高风

险的儿外科服务）出现总体“萎缩”、局部“集中”的

态势。

医疗服务的集中带来积极和消极两种效应。积

极方面，除了规模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外，一定程度

的集中更是医疗质量的保证，尤其是对于风险较高

的手术操作，服务提供者如果不能积累一定的病例，

很难保证在临床过程中不出差错
［７］。本研究中，对

市场份额较高的三家医院与份额较低的医院进行比

较分析，其结果表明，份额较高的３家医院住院时间

相对较短，住院死亡率也较低，说明集中趋势对于保

证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长远

来看过度集中可能造成垄断，进而可能导致需方的

福利损失。
［８］
过度的集中使得医院之间缺乏竞争，无

法与处于垄断地位的医院相抗衡，则会带来费用的

增长；另外，如果没有合理引导，需方在偏好质量的

情况下，倾向于到那些资源集中的机构就医，这不仅

浪费了其它医疗机构儿科服务的资源，也给那些资

源集中的机构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因此，政府有必要关注儿科服务的集中所产生

的积极和消极的效应，探索建立一个儿科服务“横向

竞争、纵向合作”的模式，建议：第一，充分利用儿科

高风险医疗服务集中效应带来的较高质量的优势，

以提供高精尖或诊疗高风险疾患为基础定位，合理

安排专科机构；同时需要加强监管，防止过度集中可

能导致的垄断。第二，合理定位一般综合医院的儿

科，以儿科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进而引导更多的综合

医疗机构提供儿内科和儿外科的一般服务，分流专

科机构的服务压力；引导专科机构和一般综合医院

的儿科形成良性分工，并通过转诊制度建立合作关

系。第三，辅以价格政策的调整，给儿科服务补偿政

策的倾斜，引导更多医务人员进入儿科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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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管理·

我国县级医院绩效与财政补偿策略
———基于４省１３１个医院的调查

袁长海
１　王守勇２　李光英２　葛人炜１　董树山３　贾莉英１　傅淑花２

１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　卫生部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点实验室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
２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
３山东省卫生厅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目的：分析县级医院的绩效与资源投入，为政府财政投入策略提供依据。方法：在４省抽取１３１
个县级医院，用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数据包络分析评价比较医院的经济投入、经济社会绩效

及财政补助的作用。结果：绝大多数医院总收支平衡或有结余，业务亏损的医院只占２５２％；规模大的医院人
员效率未见降低，但固定资产效率下降；医院得到政府补偿量与医院规模没有关系，富裕县医院得到明显多的

财政补助；财政补助没有起到减少病人医疗费用的作用。结论：县级医院投入越高、产出越高，政府补助缺乏

计划性及合理性，今后应根据医院服务量、效率、技术质量、费用控制程度等公益性指标进行补偿。

【关键词】县级医院；经济投入；绩效；财政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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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其医疗服务需求相应
增加，但仍难以承担城市大型医院高额的医疗费用。

县级医院作为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的龙

头，在承担农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其他社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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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工作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

卫生改革的重点也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县级

医院，使在城市大型医院就医的部分农村病人回流

到县级医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１］
国务

院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指出，要建

立以公益性质和运行效率为核心的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体系，把控制医疗费用，提高医疗质量、服务效率

和社会满意度等作为主要量化考核指标，考核结果

与院长任免、奖惩和医院财政补助、医院总体工资水

平等挂钩。
［２］
因此，对县级医院进行经济与社会绩效

研究，对于从公益性角度提出政府对县级医院的补

偿和发展策略非常重要。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根据课题设计，本研究原计划抽取６个省（东、

中、西部各２个省）进行调查，但由于时间和原始资
料可得性等因素，本文只对山东、辽宁、湖南、陕西

１３１所县级医院的资料进行分析。由于调查时间不
同，山东和湖南为２０１０年数据，辽宁和陕西为２０１１

年数据。对资料进行了逻辑检查，对不合理数据进

行了电话问询及修改。本研究主要是确定县级医院

效率类型及其决定因素，探讨政府补偿策略，并不是

推测全国县级医院投入产出指标均值及分布；尽管样

本医院分布省份较少，但涵盖了不同规模、经济水平、

地理和竞争环境（距离大城市远近、县城在县域中位

置、周围是否有较大医院等），其数量已经满足回归分

析、数据包络分析的要求。

１２研究方法
资料处理分析方法有描述性统计，不同指标间

相关分析，根据综合效率分析类型进行的方差分析、ｔ

检验，针对医院运行成本即业务支出的决定因素进

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院效率分析采用数据包

络分析ＣＣＲ模型，因为医院是多项投入和产出，适合
用此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原则

是它们之间有相关关系和逻辑关系。

１３指标界定
绩效：绩效是社会期望的产出和效率，希望医院

以尽量少的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治疗更多的病

人，提高医疗质量，控制病人的费用。

工作当量：由于各个医院门诊和住院服务量差

距较大，对于总服务量的对比采用工作当量，即根据

卫生部规定１个住院床日相当于３个诊疗人次计算

出医院总的诊疗人次。

经济发展水平：农民人均收入７０００元以上界定

为较富裕县，５５００～７０００元为中等，５５００元以下为

较贫困县。

医疗质量指数：由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数、急诊抢

救成功率指数、住院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指数、住院病

人手术比例指数、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指数、住院死亡

率指数合成。如某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数＝（某

医院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最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最高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最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该指标越小说明医疗质量越好，如某院住院死亡率指

数＝（最高住院死亡率 －某医院住院死亡率）／（最高

住院死亡率－最低住院死亡率）。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涉及病人多，给以２倍权重，２倍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指

数加其他５个质量指数除以７得到医疗质量指数。

病人费用控制指数：由门急诊人次平均收费水平、

每床日平均收费水平、出院病人平均医药费用、药品收

入占业务收入比重合成，各指标等同权重，方法同上。

以往医院绩效分析很少考虑医院服务质量和病

人费用控制，从医院公益性角度和政府经济补偿策

略出发，进行医院绩效评价需要加入这两个指标。

２结果

２１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总的来看，１３１所样本医院规模比全国平均规模

大。其中，１１５所医院总收支有少量盈余，１６所医院存

在赤字（占１２２％）；３３所业务收支亏损，占２５２％。

医院收支量明显大于全国县级医院统计结果，但次均

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与全国差距较小（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９年样本医院与全国县级医院收支、
费用比较（均值）

指　　标 样本医院 全国县属 全国县级市属

总收入（万元） １２３９３ ４５５７５ ６５８３８
　其中：业务收入（万元） １１６６７ ４０９３１ ６０８０６
总支出（万元） １１７０３ ４２７９４ ６２４５９
　其中：业务支出（万元） １１４２５ ４１４６０ ６１０１４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元） １４５ １０９８ １２６８
出院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元） ３４４９ ２９７８６ ４３８１１

来源：全国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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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医院资源及投入产出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

２，医院各项指标的均数都略大于中位数，说明数据

分布为轻度正偏态；医院规模、业务量等跨度比

较大。

表２　样本医院主要统计指标

指　标 均　数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在职职工（人） 　６４６５ 　５９７ １６３５ １２７

医师数（人） ２１０５ １９０ ５８２ ３１

实有床位数（张） ５３１６ ４８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０

总收入（万元） １２３９３ １０２０３ ５２２７８ ９００

总支出（万元） １１７０３ ９３５３ ４７１５２ ９０８

业务收入（万元） １１６６７ ９６４３ ５１１４４ ８０５

业务支出（万元） １１４２５ ９１５７ ４７１５２ ９００

财政补助（万元） ５５０ ２０４ ９２８０ ０

诊疗人次（万人） ２４４ ２０８ １２３５ ２８

出院人数（万人） ２２ ２０ ７７ ０２

２２县级医院规模与绩效的关系

医院总支出、在职职工数、实有床位数、固定资

产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医院规模，从表３看出，县级

医院产出基本上与规模正相关，即随着医院规模的

不断扩张，其产出相应增长。

但在职职工数与人均产出（人均工作当量）不显

著相关，说明总体上职工多的医院人均产出没有降

低，增加人员可以增加服务量。医院实有床位数与

人均产出有明显正相关，说明床位多的医院人均产

出也较高。医院实有床位数与病床使用率不显著相

关，说明床位多的医院病床使用率没有下降也没有

上升。

在职职工数与次均诊疗费用不显著相关，与每

床日收费水平、出院病人费用明显正相关，说明较大

医院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没有增加，而出院病人

费用增加，可能与收住较多重病患者有关。

随固定资产增加，万元固定资产工作量产出快

速下降，固定资产与万元固定资产工作当量明显负

相关；固定资产与人均工作量正相关，随着固定资产

的增多，人均工作量有所上升，但万元固定资产产出

效率下降很快。

在职职工数与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有相关性（ｒ＝

０２４５，Ｐ＜００５），但与其他质量指标的相关性没有

统计学意义。

表３　医院规模指标与医院绩效指标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规模指标 绩效指标 相关系数

总支出 总诊疗人次 ０８４１

总支出 出院人次 ０８２５

总支出 工作当量 ０９１９

总支出 住院病人占床日数 ０８８３

在职职工数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０４５

在职职工数 次均诊疗费用 ０１６１

在职职工数 出院病人费用 ０４３８

在职职工数 每床日收费水平 ０４２１

实有床位数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３６７

实有床位数 病床使用率 ０１２４

固定资产 万元固定资产工作当量 ０４４

固定资产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３７２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

２３县级医院财政补偿与绩效的关系

富裕地区县级医院平均财政补助水平高于中等

和贫困地区（表４）。富裕、中等和贫困地区县级医院

财政补助分别占其总支出的 ６６１％、４３９％和

４７６％；占其业务支出的６８５％、４４５％和４８８％。

所有样本县级医院的财政补助中基本支出补助占

５４５５％，项目补助占４５４５％，有１１家医院没有政

府补助。

表４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县级医院财政补偿比较

经济水平 医院数量 财政补助均数（万元） Ｆ值 Ｐ值

富　裕 ４３ １１４６

中　等 ５６ ４４８ ２９４６ ００５２

贫　困 ３２ 　４４９

　　政府补偿多的医院没出现病人费用随之下降的

现象。政府补偿量与医院人均工作量、医疗质量指

数不显著相关，政府补偿与医院规模也不显著相关

（表５）。

表５　政府补助量与医院绩效和规模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

绩效指标 相关系数 Ｐ值

出院病人次均费用 ００６５ ０４６０

门急诊次均费用 ００４１ ０５９２

每床日平均费用 ０１１６ ０４０２

人均工作当量 ００８７ ０３２５

医疗质量指数 ０１２９ ０４３４

在职职工数 ００７７ ０３８４

实有床位数 ００２７ ０７６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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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县级医院绩效比较

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次均诊疗费用没有

相关性，但与出院病人次均费用的相关性有统计学

意义，富裕地区出院病人平均费用更高；富裕地区平

均住院日高于中等和贫困地区；但不同经济水平地

区的医疗质量各项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６）。

表６　不同经济水平地区县级医院病人费用、效率与
质量的均值比较

指标 富裕 中等 贫困 Ｆ值 Ｐ值

次均诊疗费用（元） １６９ １４６ １３５ ６６１４ ０００２

出院病人次均费用（元） ５００３ ３４９０ ３０２４ ３５５９５ ＜０００１

平均床日费用（元） ５８６ ４８５ ４４２ １５０２７ ＜０００１

平均住院日（天） ８６ ７２ ６９ １０１９５ ＜０００１

入出院诊断符合率 ０９８５ ０９８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０５ ０４０８

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 ０９７７ ０９８０ ０９５６ １１１６ ０３３２

急重患者抢救成功率 ０９３６ ０９２５ ０９００ １５０５ ０２２７

住院病人手术率 ０２３２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５ ０８５７ ０４２８

住院病人死亡率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４１２ ０６６３

２５县级医院综合效率评价

用数据包络分析ＣＣＲ模型对医院综合效率进行

分析，选择投入产出指标见表７。

表７　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描述

指标类型 指标 均数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投入指标 在职职工数 ６４６５ ５９７ １６３５ １２７

实有床位数 ５３１６ ４８０ １８７０ １００

医师数 ２１０５ １９０ ５８２ ３１

医疗支出（万元） ６５２５１ ５５３２４２１４７４６ ５３６６

药品支出（万元） ４７９７０ ３８０５０２５４１４４ ３５３７

流动资产（万元） ５５０６７ ４２８２６２０８０１６ ３４８０

固定资产（万元） １２７３２８１０４７０６５５７３３１ ７７２５

产出指标 总诊疗人次数

（万人次）

２４４ ２０８ １２３５ ２８

出院人数（万人次） ２２ ２０ ７７ ０２
医疗收入（万元） ６２７９５ ５５７１３２３２０１０ ３２１２
药品收入（万元） ５６０３６ ４５６２８２７９４３６ ４１６５
医疗质量指数 ０９３１３ ０９３１０ ０９９０２ ０８１６２
病人费用控制指数 ０５２２２ ０５３２２ ０７９２５ ０２１９５

　　根据数据包络分析数据模型，处在各项产出效

率前沿的医院为高效医院；低效医院根据它们投入

和产出在所有医院投入产出指标中的位置，分为规

模效益递增医院和规模效益递减医院，后者增加投

入比前者有更小的产出增加。结果显示高效医院５１

所，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１６所，低效规模效率递

减医院６４所。通过各类医院单项效率对比分析（表
８），可以发现：高效医院每床占用固定资产最少，低

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占用最多；出院者平均费用高

效医院最少，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最多；药品占业

务收入比重高效医院最低，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

最多；人均工作当量高效医院最多，但差别不显著；

医疗质量高效医院最高，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最

低；高效医院费用控制最好，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

院最差；人均业务收入高效医院最低，低效规模效

率递增医院最高，但差别无显著性。总的来看，高

效医院投入资源少产出多，应该给予较多财政补

偿；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投入资源多产出相对较

少，应该控制固定资产投入；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

院投入中等，产出经济效益多，需要控制病人费用，

提高医疗质量。高效医院、低效规模效率递增医院

和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分

别是１０３０１万元、１１４６１万元和１４８３２万元，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表８　数据包络分析各类医院效率指标比较

指　　标 效率类型 医院数 均值 Ｆ值 Ｐ值

每床位占用固定资产

（万元）

高　　效 ５１ １７７８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９８５
低效递减 ６４ ２１５２
合　　计 １３１ １９８０

３２１４ ００４４

出院者平均费用（元） 高　　效 ５１ ２９０９
低效递增 １６ ４０６１
低效递减 ６４ ３７６８
合　　计 １３１ ３４４９

１２４５７ ００００

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

比重（％）
高　　效 ５１ ４３３９
低效递增 １６ ４９５５
低效递减 ６４ ４７４３
合　　计 １３１ ４６０２

７４５９ ０００１

人均工作当量 高　　效 ５１ １２２１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１４０
低效递减 ６４ １０９１
合　　计 １３１ １１４８

１９７３ ０１４３

医疗质量指数 高　　效 ５１ ０９４０
低效递增 １６ ０８９７
低效递减 ６４ ０９３３
合　　计 １３１ ０９３１

１０３９７＜０００１

费用控制指数 高　　效 ５１ ０５９０
低效递增 １６ ０４６６
低效递减 ６４ ０４８３
合　　计 １３１ ０５２２

１６００６＜０００１

人均业务收入（万元） 高　　效 ５１ １６２８
低效递增 １６ １９５４
低效递减 ６４ １７３９
合　　计 １３１ １７２２

１８１１ ０１６８

４５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６卷第１期

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县级医院投入与产出基本呈正向关系

医院总支出与服务产出密切相关，业务支出与

诊疗人次、出院人次、工作当量显著正相关。规模大

的医院人均产出效率没有降低，但固定资产产出效

率下降，原因可能是大型医疗设备较多，房屋建筑面

积大或造价高，但业务产出量的增加没有固定资产

增加的快。

３２政府财政补助水平与县级医院规模及绩效无关，

但富裕地区财政补助水平相对较高

财政补偿应以医院业务需要为基础，但贫困地

区的县级医院即使规模大补偿也不多，财政补偿与

医疗服务量及服务效率无关，说明财政补偿缺乏计

划性与合理性。相关研究主张以医院绩效为基础进

行补偿。
［３５］
富裕地区财政补助较多，但医疗费用反

而显著上涨，并且明显高于中等和贫困地区，可能的

原因有：一是富裕地区居民医疗服务需求较高；二是

医院收费价格相对较高或诱导需求多；三是医院技

术水平高，吸引了较多重症疑难病人。三种因素各

占多大比重很难确定，特别是病人需求高与医生诱

导需求，在病人经济状况较好的情况下医生提议用

较贵药物或多检查，病人容易遵从。

３３低效县级医院所占比重较大

数据包络分析高效医院５１所，只占３８３％。低

效规模效益递减型医院较多，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
［６］
低效医院每职工医疗服务量较低，其中低效规

模效率递增医院规模较小，但收费水平较高，经济产

出效率尚可；低效规模效率递减医院规模较大，固定

资产多，医疗服务量效率及经济产出效率不高。通

过对一个效率相对较低医院的访谈发现，低效医院

较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附近有规模较大的高

水平医院竞争，医院在就诊人次、住院人数的增加方

面潜力较小；二是医院要创品牌保持竞争力，开展微

创医疗、高难度手术较多，医院投入大，手术收入也

较多，但从就诊人次、住院病人数方面看效率不高。

另外，医院效率低还存在管理问题，如冗员过多，学

历低、技能低者较多，通过清除冗员可以提高效率。

３４根据绩效水平对县级医院进行财政补偿

首先，对医院的财政补偿要综合考虑医疗服务

量、人均服务产出和固定资产的产出效率，还要考虑

不同医院的业务收支差距、医疗及药品收入的差距

等。对效率高的医院在保证其业务正常运转的同时

给予财政奖励；对效率低下的医院，即使其存在亏损

也不能完全补偿，而是先按改革要求进行整改，比如

要控制固定资产产出效率较低医院固定资产的购

置，对平均职工服务量较小的医院分析其是否存在

冗员过多、社会效率产出激励不强、医疗质量低、服

务态度差等问题，要求进行相应整改。

其次，财政补偿要与医药费用控制和成本节约

相结合。成本节约体现在资源利用效率上，如万元

固定资产产出、万元业务支出产出等。病人费用控

制体现在每诊疗人次费用、出院者平均费用、单病

种费用等方面。病人费用控制较好的医院，业务收

入相对较少，职工工资福利较低，因此，财政上应该

给予较多的补偿；对病人费用控制不好的医院，要

利用财政补偿这一杠杆要求医院自身加强费用

控制。
［７］

最后，通过完善财政补偿政策提高医疗质量。

医疗质量高的医院应得到较多的补偿，鼓励县级医

院提高医疗质量才能更有效的吸引病人，但当前医

院对医疗质量指标的统计不全面、不合理，如缺乏单

病种ＩＣＤ编码病人死亡率、治愈率等，质量指标应该

包括月内再入院率、医疗过程临床正规路径符合率、

医院技术组合指标等。医疗质量与医院规模、经济

环境等没有明显关系有两个原因：一是质量数据可

靠性差，有的医院为提高声誉而造假，有些将死亡的

住院病人按自动出院处理，入出院诊断符合率可以

通过修改病历提高；二是指标不科学，比如三级医院

比二级医院技术水平高，但病人死亡率也高，原因是

收住危重疑难病人多。县级医院技术力量强的收住

危重疑难病人也多，但病人死亡率相对较高。县级

医院要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减少病人县外转

出率，就必须提高医疗质量，提高对常见病危重病人

的诊治能力
［８９］，同时要完善医疗质量指标体系，加

强信息系统建设，提高数据质量。

５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参　考　文　献

［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７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２］国务院 关于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

［Ｚ］２０１２

［３］金春林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革的思考［Ｊ］中国

卫生资源，２００５，８（６）：２６５２６７

［４］邢晓辉，李从东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的财政补偿机制

的探讨［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０，３０（１１）：１２

［５］董四平，肖婧婧，梁铭会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县级综

合医院规模经济效率研究［Ｊ］中国卫生经济，２０１１，３０

（１）：６７７０

［６］张彦琦，唐贵立，王文昌，等重庆市县级及以上医院

投入产出效率分析［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１，３１（３）：

３０３２

［７］李春花，田银华控制县级医院医疗费用，确保新农合

资金安全运行［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０（３）：６８０６８１

［８］卫生部卫生部召开部分省市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交流会 ［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１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ｇｏｖｃｎ ／ｐｕｂｌｉｃｆｉｌｅ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ｓ／ｍａｘｗ／

ｐｌｄｈｄ／２０１２０４／５４５０８ｈｔｍ

［９］山东省卫生厅山东省卫生厅关于实施县级公立医院能力

提升工程的意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１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ｄｗｓ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２／１１／１／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１５２１０４７９

６８ｈｔｍ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８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１］

（编辑　刘　博）

·信息动态·

致谢２０１２年度审稿专家

　　为提高学术质量，本刊一直坚持双盲审稿制度，对稿件进行同行评议，感谢以下专家２０１２年度的审稿支
持（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　鹰　蔡江南　曹建文　巢健茜　陈　娟　陈博文　陈家应　陈晓阳　陈英耀　陈迎春

陈颖健 陈永法 成　刚 程　薇 程景民 程晓明 仇雨临 董燕敏 封　进 高广颖

龚时薇 龚向光 关丽征 郭永松 郭有德 郝晓宁 何文炯 洪宝林 胡　明 胡红濮

胡琳琳 胡敏予 黄悦勤 江启成 蒋学华 蒋中一 匡　莉 李　鲁 李超平 李国红

李宁秀 李士雪 李卫平 梁　鸿 凌　莉 刘　宝 刘国祥 刘晓云 刘亚平 卢祖洵

吕　军 吕国营 罗　力 罗卫芳 马占新 毛　瑛 毛正中 钱东福 邱　琼 任　苒

阮云洲 尚　琪 邵　蓉 沈　晓 石　光 史录文 宋华琳 孙　静 孙　强 孙　玮

孙利华 陶红兵 王　芳 王　健（男） 王　健（女） 王桂英 王红妹 王小合

王晓莉 王增珍 王志锋 魏　建 吴华章 吴群红 项　莉 谢　斌 徐　飚 徐　鹏

徐巍巍 徐勇勇 薛　迪 严　非 杨　莉 杨　平 杨　团 杨金侠 杨肖光 杨印生

姚　岚 尹爱田 应晓华 于德华 于风华 于培明 俞　卫 俞立平 俞文兰 袁长海

袁庆禄 袁兆康 詹思延 张　宏 张　勘 张　亮 张　宁 张彩霞 张东峰 张光鹏

张开金 张林秀 张奇林 张拓红 张新平 张崖冰 张毓辉 张再生 章　平 赵　忠

赵德余 郑　红 朱　坤 朱铭来 左根永

６５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１３年１月第６卷第１期

·医院管理·

我国县级中医药发展的现状和策略

蔡　毅１　吴　蓓２　汤胜蓝２　毛宗福１

１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１
２杜克大学　美国达勒姆　２７７０５

【摘　要】目的：分析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业务变化趋势，为县级中医药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利用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全国所有县中医院执业医师人员数、县级医院医师服务量和收入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院均中医执业医师构成比从６２５％下降到３８３％；县中医院的每医师日均门急诊人
次数、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每医师日均住院床日数均呈现先降低后增长趋势，而县综合医院每医师日均门

急诊人次数持续增长；县中医院门诊和住院中药收入分别仅占其药品收入的３５０％ ～４０９％和１０８％ ～
１４２％。结论：县中医院中医人力资源减少，医师服务效率低于县综合医院，收入结构趋近于县综合医院，中
药收入少于西药。县中医院仍体现门诊服务优势，而县综合医院体现住院服务优势。建议：建立有效的中医

人才激励机制，加强中医人才队伍建设，调整中医药服务价格尤其是门诊服务价格，新农合在分病种的基础上

加强补偿中医药门诊服务。

【关键词】中医药；中医院；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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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６Ｎｏ１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建国初期，简便

廉验的中医药是占总人口 ７０％以上的农村人口可

及、可负担的主要卫生资源。
［１］
随着中医药科学化、

规范化的发展，中医服务形式由分散的、个体为主的

服务模式逐步向以中医院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了促

进农村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政府建议每县建立一家

县中医院
［２］，截至２００９年，县级医院约５０％为中医

院。
［３］
随着现代医学的冲击，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面临

巨大考验：文化传承脱节、发展道路不清晰、中医药

特色淡化等。
［４］
作为农村中医药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县中医院西化不但影响农村人口中医药服务的可及

性和服务质量，还可能增加其医疗负担。２００９年，新

医改方案对中医药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为农

村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本研究目的

是回顾县中医院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的发展，并与县综合

医院的服务提供和收入结构进行比较，为县中医院

中医药发展以及农村中医药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提供依据。

１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中医

药统计摘编（以下简称“摘编”）数据进行二次分析。

研究对象为全国县级公立医院（不包括县级市公立

医院），即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其中县中医院包

括县中医医院和县民族医医院。研究内容包括卫生

资源、服务提供和收入结构。“摘编”中可及的卫生

资源情况仅有县中医院各类执业医师数的相关数

据，所以本文分析了县中医院各类执业医师数；其

中，中医执业医师即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其他执业医

师包括临床、口腔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摘编”中

可及的服务提供情况数据仅为县级医院每医师日均

担负门急诊人次数和日均担负住院日数，因此，本研

究仅分析县级医院服务效率。“摘编”中收入结构中

仅能区分中药和西药收入情况，中西医诊疗收入无

法区分，本文着重分析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收入

结构而非中医药收入构成比。

２结果

２１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基本情况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

势，从１１２４个增长至１２１５个，但２００３年左右出现

了短期的下降。县综合医院数量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呈增

长趋势，从１８１８个增长到２２３８个，而２００３年以后

开始出现下降，到２０１０年降至１９５６个（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数及
构成比，个（％）

类型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中医院 １１２４
（３８２）

１２３８
（３８９）

１２２２
（３５３）

１１９４
（３７０）

１２１５
（３８３）

综合医院 １８１８
（６１８）

１９４６
（６１１）

２２３８
（６４７）

２０２９
（６３０）

１９５６
（６１７）

合计 ２９４２
（１０００）

３１８４
（１０００）

３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３２２３
（１０００）

３１７１
（１０００）

２２县中医院中医执业医师情况

中医执业医师数是反映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服

务提供情况的主要指标，而“摘编”中无县综合医院

中医执业医师数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分析了县中

医院情况，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平均执业医师数

从２４人增加到 ４７人，其中，中医执业医师构成比

从６２５％下降到３８３％，而其他执业医师（包括临

床、口腔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构成比大幅度增加

（表２）。

表２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院均执业医师数及
构成比，人（％）

类型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中医 １５（６２５）１７（５６７）１５（３９５）１６（３７２） １８（３８３）
其他 ９（３７５）１３（４３３）２３（６０５）２７（６２８） ２９（６１７）
合计 ２４

（１０００）
３０

（１０００）
３８

（１０００）
４３

（１０００）
４７

（１０００）

注：２００３年起《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医师数仅包含执业医师数，２００３
年前除了执业医师数，还包括其他医师（实习医生等）。

２３县中医院与县综合医院服务效率比较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级医院服务效率先降低后增

长，其中 ２００３年前效率降低，２００３年后逐渐增长。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县中医院每医师日均门急诊人次数
从６１人次降到５０人次，日均住院床日数从１０日

降到０８日，到２０１０年，其门急诊人次数增加到５７

人次，住院床日数增加到１８日；县综合医院每医师
日均门急诊人次数持续增长，从１９９３年的４０人次

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的 ５６人次，而日均住院床日数从
１９９３年的１７日降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３日，２０１０年又增
加到２４日（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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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每医师日均
服务量比较

指标
县中医院 县综合医院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１９９３１９９８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日均门急

诊人次数
６１ ５５ ５０ ５６ ５７ ４０ ４２ ４２ ５４ ５６

日均住院

床日数
１０ ０８ ０８ １５ １８ １７ １３ １３ ２１ ２４

２４县中医院与县综合医院收支结构
２４１总体收支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业务收入

均占总收入８５％以上。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医疗

收入从１３６万元增加到９５２万元，占业务收入的比例

从３７８％增加到４９６％；药品收入从２１０万元增加到
９２８万元，占业务收入的比例从５８３％减少到４８３％。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综合医院医疗收入从３９２万元增加

到２６６８万元，占业务收入的比例从４５４％增加到
５３４％；药品收入从４３３万元增加到２２５１万元，占业

务收入的比例从５０１％减少到４５１％。就收支结余

来看，县中医院２００３年以前基本处于赤字状态，２００３

年以后逐年增长；县综合医院２００３年也出现了收不抵

支的状况，２００３年后也逐年增长（表４）。

２４２门急诊收入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门急诊医疗总收入

从６９万元增加到 ３３７万元，其中，检查费和治疗

费共占医疗总收入的 ６０％以上；门诊中药收入占

药品总收入的比例约 ４０％左右。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

县综合医院门急诊医疗总收入从１４２万元增加到

８７２万元，检查费和治疗费共占医疗总收入的

６０％以上；门诊中药收入占药品总收入的比例不

超过２０％（表５）。

２４３住院收入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住院医疗总收入从６７

万元增加到６１６万元，其中，治疗费和手术费所占比

例最大，为医疗总收入的 ５０％左右；住院药品收入

中，中药收入占药品总收入的比例为 １０８％ ～

１４２％。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综合医院住院医疗总收

入从２５０万元增加到１７９７万元，治疗费和手术费共

占医疗总收入的５０％左右；住院收入中，中药收入占

药品总收入的比例为３％～４６％（表６）。

表４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院均总收入情况，万元（％）

指标
县中医院 县综合医院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总收入 ４１８ ５７４ １４０６ ２１６４ ９９２ １４４７ ３５３０ ５５６１

　财政收入 ５７（１３６） — — ２４３（１１２） １２８（１２９） — — ５６９（１０２）

　业务收入 ３６０（８６４） ５４０（９４１） １２７１（９０４） １９２１（８８８） ８６４（８７１） １３２７（９１７） ３２３６（９１７） ４９９２（８９８）

　　医疗收入 １３６（３７８） ２３０（４２６） ６４３（５０６） ９５２（４９６） ３９２（４５４） ６５４（４９３） １７４０（５３８） ２６６８（５３４）

　　药品收入 ２１０（５８３） ２８５（５２８） ５９９（４７１） ９２８（４８３） ４３３（５０１） ６２６（４７２） １４４２（４４６） ２２５１（４５１）

　　其他 １４（３９） ２５（４６） ２９（２３） ４１（２１） ３８（４４） ４７（３５） ５５（１７） ７３（１５）

总支出 ４４３ ５７４ １３６７ ２０５４ ８９８ １４６２ ３３７８ ５２３１

收支结余 －２５ ０ ３９ １１０ ９４ －１５ １５２ ３３０

注：１９９３年的统计汇编尚无相关数据，２００３和２００８年缺乏财政收入数据；财政收入包括上级补助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

表５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院均门急诊收入比较，万元（％）

指标
县中医院 县综合医院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医疗收入 ６９ １０７ ２４８ ３３７ １４２ ２４８ ６０５ ８７２

　挂号费 ４（５８） ４（３７） ６（２４） ７（２１） ７（４９） １０（４０） １２（２０） １５（１７）

　检查费 ２５（３６２） ４０（３７４） １１１（４４８） １５４（４５７） ６４（４５１） ８０（３２３） ２９４（４８６） ４２９（４９２）

　治疗费 — ２７（２５２） ５２（２１０） ７０（２０１） — ７５（３０２） １０５（１７４） １４７（１６９）

　手术费 — ７（６５） １１（４４） １３（３９） — １１（４４） ２１（３５） ２７（３１）

药品收入 １３４ １７２ ２６６ ３６９ ２４４ ２５９ ４９１ ７１０

　西药 — １０３（５９９） １７３（６５０） ２１８（５９１） — ２０７（８００） ４０６（８２７） ５８８（８２８）

　中药 — ６９（４０１） ９３（３５０） １５１（４０９） — ５２（２００） ８５（１７３） １２３（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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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院均住院收入情况，万元（％）

指标
县中医院 县综合医院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

医疗收入 ６７ １２３ ３９６ ６１６ ２５０ ４０７ １１３４ １７９７
　床位费 ９（１３４） １４（１１４） ３９（９８） ５６（９１） ２９（１１６） ４１（１０１） １０６（９３） １５５（８６）
　检查费 ９（１３４） １２（９８） ４４（１１１） ７５（１２２） ３４（１３６） ４１（１０１） １３０（１１５） ２２２（１２４）
　治疗费 ２７（４０３） ４２（３４１） １１５（２９０） １８３（２９７） １０２（４０８） １５１（３７１） ３５６（３１４） ５６３（３１３）
　手术费 — ２５（２０３） ８８（２２２） １１７（１９０） — ７１（１７４） ２１５（１９０） ２９３（１６３）
药品收入 ７６ １１３ ３３２ ５５９ １８９ ３６７ ９５１ １５４１
　西药 — ９７（８５８） ２９６（８９２） ４８１（８６０） — ３５０（９５４） ９２３（９７１） １４９５（９７０）
　中药 — １６（１４２） ３７（１０８） ７８（１４０） — １７（４６） ２８（２９） ４６（３０）

３讨论

从县中医院的总体发展来看，２００３年以前县中

医院的发展处于停滞期，医疗资源、服务利用等都未

见明显增加，收支出现赤字；２００３年以后，发展势头

较好，医疗资源和服务利用均成倍增加，收支有结

余。然而，通过对医疗资源和服务利用增长方式的

进一步分析发现，县中医院中医执业医师比例逐渐

下降，门诊服务优势弱化，中药收入比例缩小，这一

趋势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３１县中医院中医人力资源弱化

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中医执业医师比重逐

渐下降，尤其是２００３年前降幅较大，具体表现在县

中医院平均中医执业医师人数维持在１５～１８人左

右，而平均其他执业医师人数从９人增加到２９人，

２００３年其他执业医师已达２３人。根据２００９年中医

药管理局组织制定的《中医医院评价标准》要求，中

医院中医医师所占比例不得低于６０％。然而，仅有

部分地区市级中医院达到了这一标准，如北京市中

医院中医医师比例已达到６１８２％。［５］从总体情况来

看，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间，县中医院中医医师比例呈下降

趋势，２０１０年县中医院平均中医医师的比例不

到４０％。

中医医院中医执业医师减少的原因可能与以下

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减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就医观念的改变，中医药疗

法见效慢、使用不方便以及对其安全性和科学性的

质疑，使人们倾向于选择方便科学的现代医学诊断

和治疗，从而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逐渐减少。
［６７］
二

是中医药服务价格过于低廉，既不能维持中医院的

收支平衡，也不能体现中医医师的劳动价值。随着

医疗服务市场化，财政投入逐渐减少，县中医院需要

依靠业务收入来维持医院的收支平衡。
［８］
而价廉的

中医药服务不能维持医院的收支平衡，需要依靠更

多的西医药服务来增加医疗收入，从而需要雇佣更

多的西医医师。
［９］
此外，中医药治疗收费过低，如４０

～５０元一次的针灸或推拿治疗需要３０分钟［５］，中医

医师的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影响了中医药从业人

员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３２县中医院仍体现了中医药以门诊为主的服务

优势

比较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的每医师日均服务

量可以看出，县中医院医师担负的门急诊服务量同

期多于县综合医院医师，而担负的住院服务量同期

少于县综合医院。说明县中医院和县综合医院仍体

现着各自的服务提供优势。

目前，医院的收入仍以业务收入为主。由于中

医药服务主要依靠中医医师来提供，如针灸治疗、推

拿治疗、中医诊断等，耗时较长，且收费较低。因此，

县中医院中医药服务效率的提高面临两难选择。单

纯发挥中医药门诊服务优势，提高服务效率，则很难

提高业务收入，不能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营；相反，如

果盲目追求较高的服务效率，中医药服务的质量可

能下降，且不能保证提供较高比例的中医药服务。

因此，应以服务质量为主，同时考虑到县中医院面临

的低效率、低收费问题，结合中医药服务劳动成本，

提高中医药服务的价格。

３３中医药服务提供在县级医院中普遍减少

县中医院门诊和住院收入中，中药收入构成比

均较小，其中，门诊中药收入为３５％ ～４０９％，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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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药收入构成比更小，仅为１０８％ ～１４２％。随

着县中医院门诊服务优势逐渐弱化，住院服务提供

增加，中药收入构成比也逐渐下降。在县综合医院

中，门诊和住院中药收入构成比均小于县中医院，且

逐渐减小。可见，中医药服务提供存在普遍减少的

现象。

４建议

４１建立有效的中医人才激励机制，加强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

卫生人力资源是卫生服务提供的主体，中医药

人才引得进来、留得住是县中医院中医药发展的核

心。目前，按服务提供的工资支付方式使中医执业

医师不能主动积极的提供中医药服务，因此，建议增

加县中医院的财政投入，财政投入覆盖中医医师人

员支出，使中医药服务提供与服务效果和质量挂钩，

而与经济效益无关。同时监测中医医师处方，鼓励

中医医师在诊疗过程中加大中医药疗法的使用，对

中医药服务提供比例较高的县中医院给予更多的经

济激励。此外，大量的高学历、高职称、有经验的中

医师集中在地市级以上中医院，县中医院中医医师

水平相对较低，不能应对现代疾病结构的诊疗和患

者的需求，加强县中医院中医医师在岗培训和继续

教育，改变陈旧服务提供观念，积极学习和应用新技

术、新方法，均有利于县中医院中医医师服务能力的

提高。

４２合理调整中医药服务价格

中医药诊疗收费不能体现中医医师的劳动价

值。中医诊断是通过中医医师“望闻问切”收集患者

各项体征、症状后，根据中医基础理论和依靠中医医

师的经验来确定患者症型。然而，在中医诊疗过程

中，中医药收入不包含中医诊断的费用，中医医师仅

通过中草药利润或较低的针灸、推拿等治疗项目获

取不对等的收入。因此，在调整中医药服务价格时，

应充分考虑中医医师诊断服务的价值，通过成本核

算等卫生经济学理论，合理确定中医药价格。

４３调整新农合制度中中医药服务补偿机制

新农合应按照中医药服务特色和优势制定促进

中医药服务利用的补偿机制。中医药服务在门诊应

用频率较住院高，新农合应逐步覆盖门诊服务，增加

覆盖的中医药服务项目，以便提高农村人口门诊中

医药服务可及性。根据不同疾病的需求，筛选出中

医药优势病种，制定分病种中医药门诊治疗或住院

治疗服务包。如癌症化疗患者多采用中草药疗法缓

解化疗副作用、延长寿命等，这类患者需要长期中草

药治疗但不需要住院治疗，因此，新农合提供癌症患

者门诊中草药疗法服务包，不但提高了癌症患者中

草药服务可及性，还减少了不必要的住院康复治疗。

再如中风后瘫痪患者失去行动能力，因此需要住院

康复治疗。新农合可根据患者需要，制定中医药住

院康复服务包，减少不必要的西医检查，最终提高疗

效、降低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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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内涵

１１定义与特点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ＰＳＲ）通常定义为“……通过提升社会组织
能力来实现人群的健康目标，并研究不同社会角色对

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影响以及对政策成果的贡献。卫生

政策与体系研究属于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

学、人类学、政治学、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等学科，揭示

卫生体系如何影响并适应卫生政策，以及卫生政策、健

康相关因素与卫生体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１］

上述定义阐明了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主要特

点
［２３］：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属于多学科范畴，是通

过问题而不是通过单一的学科和方法来区分不同研

究领域；既包括卫生服务研究，又包括健康促进等方

面的研究；既关注全球和国际问题也关注某一国家

和地区的问题，国际力量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体

系产生重要影响；是对相关政策的研究，既包括政策

如何制定和执行，又包括政策参与者如何影响政策

结果，旨在解决卫生体系中的政治问题；试图影响卫

生决策，即为决策而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是一种整

合的研究。它将卫生政策和卫生体系整合为一个研

究范畴，因为二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卫生政策是经

过慎重考虑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方向是加强卫生

体系，目标是提高人群健康水平；对卫生政策的理解

不能仅停留在对卫生体系功能和绩效的理解，也需

要了解人们对卫生体系的反应，知道卫生体系是如

何得以维持或遭到破坏；更好地理解卫生政策演变

的政治学，以及利益相关方如何推动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有助于理解其如何影响卫生决策，进而采取相

应行动以加强卫生体系；关注政策执行，必须熟悉卫

生体系的组织动力学（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这在

卫生体系研究中经常被忽视。因此，卫生政策与卫

生体系看似属于不同的领域，其实存在着部分交叉

重叠，只有把二者整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提供加

强卫生体系的相关理论，进而对卫生决策产生影响。

１２关键领域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主要包括四个领域：卫生

体系、卫生政策、发展或加强卫生体系、卫生政策分

析。每一个领域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定义、概念和

框架来理解，从而形成相关的研究问题。同时，这些

框架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卫生体系的要素和特点，

明确卫生体系中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的思路与方法是卫生政策

与体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的执行政策，

分析政策结果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了解政策性质

和政策变化过程，有助于从崭新的视角揭示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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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权力与信任关系如何影响卫生体系绩效。

２卫生体系

２１目标

卫生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改善健康状况。实现这

一目标，不仅需要治疗和预防服务，还要推行健康干

预和实现跨部门合作。
［４］

然而，在任何一个国家，卫生体系都是社会体系

的一部分，提供的价值远超过健康本身
［５６］，因此，卫

生体系的目标还包括：卫生筹资和资源配置的公平

性、防范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居民对健康期

望的反应和对居民人格尊严的尊重
［７］。其中，后两

个目标更需要：道德守信，公民权利；利益相关者参

与政策制定，明确卫生服务提供中的责任及尊重公

民隐私
［４］；通过制定战略和实际行动，建立和维持社

会关系，保证卫生资源再分配的可持续性
［８］。

因此，通过提供卫生服务和影响社会关系，卫生

体系致力于分析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并解决卫生不

公平问题。
［９１０］

２２要素与特点

卫生体系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服务人群和健康干预措施。其中，人群分为

５类：寻求医疗服务的患者；对治疗怀有期望的消费

者；为卫生体系提供资金的纳税人；享有卫生保健权利

的公民；为追求和促进健康而采取行动的人群。
［１１］

二是卫生服务的功能，包括：服务提供、卫生人力、

信息、医疗产品（疫苗、技术等）、筹资、领导或治理。

三是卫生服务功能的整合
［１２］，包括：一般的预防

与治疗服务和特定健康问题的卫生服务（包括特定

疾病控制项目和特定群体的医疗服务）；卫生服务提

供的模式或渠道，包括不同水平的卫生机构、卫生服

务产品的销售点（如药房或商店）和其它战略（如以

社区为基础的卫生人员和行动）等；通过混合的服务

提供———公立与私立、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正规与非

正规、专业与非专业、对抗疗法与传统疗法、有偿行

为与志愿行为———建立多元化的卫生服务体系
［１３］。

２３多层面运行

卫生体系的运行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

面（图１）。［１３１４］

图１　不同层面的卫生体系

　　宏观层面主要关注国家的卫生体系，受到国内

外环境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卫生体系可以发挥

如下作用：平衡政策、战略、资源配置、卫生人员薪酬

体系等要素，与卫生体系总目标保持一致；在卫生服

务功能、提供和健康干预之间进行协调；制定政策和

规章制度；与居民等卫生体系参与者进行交流；与其

他国家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卫生议程之间进行沟

通。人们已逐渐认识到国际环境对人群健康和卫生

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１５］，如国际贸易、国际援助以

及全球经济、气候的变化，还包括多边或双边组织、全

球公私合作计划等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和参与

者。因此，国内卫生体系是一个置身于国际环境的开

放性体系，既受国际力量的影响，又影响国际力量。

中观层面一般为地方或组织层面的卫生体系，

主要作用有：根据卫生服务提供和健康干预情况对

卫生需求和环境作出反应；协调地方参与者；管理卫

生服务、医疗活动和卫生人员；监管和培训卫生服务

提供者；将国家政策、指导方针与各地实际相结合。

微观层面一般指卫生体系中的个人，包括卫生

服务提供者、患者、居民、管理者、政策精英及他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此层面个人发挥如下作用：寻求医

疗帮助，遵从治疗建议；开展卫生服务提供和健康干

预活动；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进行患者随访；卫生

体系代理人与居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卫生体系内的

管理决策和治理。

２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

卫生体系不仅包含多种要素，而且要素之间、个

人与卫生体系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与关系
［１６］，这不

仅能够改善卫生服务提供，而且有助于卫生体系产

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６］。如图２所示，单一要素并不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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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构成体系，若干要素的有机组合才能形成一个整

体。这是一种多重的相互关系，每一要素影响和决

定着其它要素，又受其它要素的影响，这种交互影响

将这些要素整合成一个体系。
［１７］

图２　卫生体系各组成部分动态关系

　　然而，这种相互作用既受到卫生体系中不同软

硬件的影响，又影响卫生体系绩效。卫生体系的硬

件是指构成卫生体系的组织、政策、法律和筹资框

架，以及卫生服务需求；软件是指体系内的各种制

度、标准、价值观和程序等。

卫生体系中软硬件一般整合在一起，如筹资

机制不仅影响卫生体系的筹资水平，还揭示了卫

生体系的价值，此外筹资机制还会影响国民关系、

医患关系、卫生服务利用的方式和水平以及卫生

体系在遭遇危机或创造社会效益时能够寻求经济

保护的程度。
［１１］
因此，系统思维（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更加专注于卫生体系的性质及所产生的协同效

应，并认识到整体效果要远远大于各个部分

之和。
［１８］

３发展或加强卫生体系

如前所述，卫生体系一般由结构要素（硬件）和

社会要素（软件）构成。因此，为了辨别发展或加强

卫生体系中的行动，研究者需要考虑：能够产生绩效

的卫生体系结构性变化，如何影响卫生体系代理人

的行为与实践活动及如何确保预期政策的效果。
［１８］

这些干预行动一般不只是关注某一要素，如按绩效

支付（ｐａｙｆ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解决的是卫生人力资源和

卫生筹资问题。通过治理或信息要素，一些干预行

动策略会引起整个卫生体系变化。
［１８］
卫生体系中硬

件和软件问题都可以在新的问责机制和监管评估机

制中解决，同时，新的领导和治理方法更加关注卫生

体系的制度性和关联性，在解决软硬件问题方面也

能发挥作用。
［１９］

某些疾病或特定干预策略如扩大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也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１８］，但一般不会单独改

善卫生体系，因为这类策略存在缺陷：改进卫生体系

的政策选择更倾向于微观层面（个人），而不是中观

（地方或组织）和宏观（国家或全球）层面；一些日常

活动（培训等）的开展往往以牺牲卫生服务提供为代

价
［２０］；短期目标的实现阻碍了长期战略的开展，不能

保证目标实现的持续性（如一些援助项目中取得的

绩效结果很难持续）。

表１展示了卫生体系对一些特定卫生服务或项

目局限性作出的反应，这有利于找出问题根源。然

而这些反应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其执

行过程中也很难管理。

表１　卫生体系的局限性以及不同层面的应对措施

局限性 特定疾病领域 卫生体系

资金缺乏：无力支付

日常费用

针对疫源性疾病实施

免税、降价

制定风险共担机制

硬件条件不允许：医

疗设施的差距

针对疫源性疾病延长

服务

慎重考虑卫生投入、

医疗机构选址等长

期规划

不适宜的卫生技术

人员

针对疫源性疾病开展

继续教育和培训，以

加强卫生人员专业

技能

对基本医疗和护理

培训课程进行监督，

以确保涵盖适当的

技能培训

较差的员工激励机制 针对提供特定医疗服

务的人员，给予经济

激励，发放奖金

建立适宜的绩效评

估机制，明确绩效与

健康期望的关系，明

确工资结构和薪酬

体制

较差的人才规划和

管理

开展继续教育和培

训，以强化专业技能

重组卫生部门，招聘

和培养专职管理

人员

缺乏跨部门行动与

协作

建立跨部门委员会和

全国层面的工作组

建立地方卫生体系，

吸收来自卫生、教育

和农业阶层代表，提

高地方领导责任感

私立卫生服务提供者

素质较差

针对私立卫生服务提

供者进行培训

建立资格认证与监

管体制

来源：ＴｒａｖｉｓＰｅｔａｌ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ｏａｌｓ［Ｊ］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４，３６４：９００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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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卫生政策与卫生政策分析

４１卫生政策

卫生政策一般定义为：“……影响卫生体系的机

构、组织、服务和筹资的作为与不作为的过程，包括

国家公共部门（政府）和私立部门的政策。但由于卫

生受到卫生体系以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卫生政

策研究人员也会对卫生体系外的某些组织活动感兴

趣，如食品、烟草或药品行业等”。
［２１］

卫生政策一般是正式的书面文件或指导方针，

体现了决策者对能够加强卫生体系、改善健康状况

的某一行动的合法化。这些正式文件由决策的参与

者（如卫生服务管理者、卫生人员、患者、居民）转化

为实际的行动（如服务的管理和提供、医患沟通），在

这一过程中，卫生政策会不断吸取实践经验，与当初

下发的正式文件有所不同
［２２］。因此，政策不仅可以

是正式的书面表达，也可以是非正式、非书面的实际

行动。
［２２］

４２卫生政策分析

卫生政策分析是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核心，

也可以理解为发展新政策和支持决策评估的技术性

工作，如确定特定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分析等。

然而，更具政治性或组织性的政策分析方法，应当将

政策看作是一个决策过程，而不只是一个过程的输

出或一种管理的输入。
［２３］

卫生政策分析人员认为政策分析一般包括如下

步骤：首先，提出一个需要优先解决的卫生政策问

题；第二，定义问题并确定解决此问题所要达到的目

标；第三，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联系；第四，

拟定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并选择最佳方案执行；

最后，进行评估和反馈
［２４］。然而，在每个决策过程

中，这些步骤并不是连续的或必然发生的，实际上，

卫生政策分析人员一般认为政策过程是混乱的。

目前，对政策分析形式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政策

内容本身，而更加关注卫生政策参与者的行为：他们

的决策过程及采取的行动；无作为或无意识的行动；

政策内容对这些行动的影响等。
［２４］
此类分析能够更

好地结合系统思维去思考问题
［２０］，但也有专家认为

卫生政策是政治的同义词，即明确影响决策的人员

及在何种条件下影响决策
［２２］。

４２１政策参与者

从国家层面讲，政策参与者主要涉及：公共部门

或私立部门中的政策制定人员，包括卫生部门以外

影响卫生政策制定的人员、一些国际组织或机构；影

响卫生政策实施的人员，如卫生服务管理者、卫生技

术人员、患者和居民；试图影响政策进程的人员，如

国际和国内的民间社会团体。从全球范围来看，政

策参与者还包括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组织、新成立

的国际公共或私立组织（如盖茨基金会）及跨国公民

社会。

４２２政策分析的焦点与形式

政策分析重点关注：个人、组织、国家和国际层

面不同卫生决策参与者的角色和利益；权力关系、制

度（能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法律、标准和风俗习惯）

和思路（争论和证据）对卫生体系运行和政策演变的

影响；全球政治经济问题。政策分析试图了解各种

力量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卫生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

包括研究人员如何影响政策制定
［２５］，后者需要考虑

是否以及为什么具体实践与政策意图之间存在差

距。最后，尽管政策分析是回顾性地了解过去的经

验，但仍有助于卫生政策的发展和卫生体系的加强。

预期的政策分析有助于各种倡议行动的开展
［２６］，并

且是卫生体系领导和治理的关键
［２０］。

卫生体系发展的新方法———全球卫生外交，认

为卫生政策参与者之间应与国家或国际间的卫生政

策参与者以及卫生体系之外的其他相关人员协同合

作。全球卫生外交的典型案例包括针对全球烟草贸

易的行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

聘行为守则、努力提高非洲国家的卫生预算等。

５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边界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人们

很少了解其要解决的问题及与其他卫生研究的不同

之处。图３揭示了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框架。

５１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是什么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是研究卫生体系中政策、

组织、人群健康问题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卫生体系

实践和绩效的影响。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试图解

释：卫生体系是什么及如何运行；从健康效益角度如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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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框架

何加强卫生体系以达到绩效改善的目标；对加强卫

生体系的政策议程如何施加影响；如何开展各种行

动，以巩固绩效成果。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涉及卫

生体系的各个要素，其研究领域需要考虑如下几个

方面：政策制定的背景（宏观层面分析）；政策制定和

执行过程中的进程和制度安排（中观层面分析）；某

一特定人群对政策演变的影响（微观层面）。
［２７］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不仅包括拥有政策影响力

或位于体系上层和核心的政策制定者，也包括患者、

居民、卫生人员以及来自卫生体系底层或边缘的管

理者。他们在卫生政策与卫生体系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有助于改进人群健康状况和实现更大

的社会价值。
［２８２９］

同时，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不仅可

以在国家或地区间开展，也可以在多个国家之间开

展。表２和专栏１列出了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有

关的主题。

表２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建议主题

主题 具体问题

卫生筹资与人力资源 社区筹资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地区级及以下层面卫生人力资源

国家层面卫生人力资源

卫生服务组织及提供 社区参与

卫生服务的公平、有效和高效率

卫生服务组织的方法

药物与诊断政策

卫生治理与管理 治理与责任

卫生信息系统

确定优先议题与循证决策

卫生领域跨部门高效协作的方法

国际影响 全球行动和政策对卫生体系造成的影响

来源：ＳａｎｄｅｒｓＤ，Ｈａｉｎｅｓ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ｇｏａｌｓ［Ｊ］ＰＬｏ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６，３（６）：ｅ１８６

专栏１　当前卫生政策与体系实证研究解决的问题

分析和评估卫生体系的某一部分（如分权、卫生筹资）；

分析某些特定背景下卫生政策演变的经验；

分析和解释烟草公司等跨国企业如何影响国际和国内政策；

分析某个政策参与者对决策的影响（例如健康行为研究、调动卫生

人员积极性研究）；

评估新的干预措施能否改善绩效及改善的程度，对一些替代干预措

施的成本效益进行评估；

了解利益相关者对某一新政策或行动的立场，评估接受新政策或干

预措施可能带来的意义；

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经验，并对此过程中的各种环境进

行分析；

解释整体卫生体系的绩效及变化（例如对灾难性卫生支出的跨国

分析）。

５２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不是什么

５２１与卫生服务提供、疾病项目研究的区别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关注在体系层面解决卫生

问题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以及可以改善特定卫生项目

绩效的要素，从服务提供角度，主要涉及评估新的卫

生服务提供模式或不同卫生服务提供者。然而，卫

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一般会扩大研究焦点，从特定的

卫生条件、服务或项目出发，考虑自身的卫生体系和

政策背景，这对于持续解决特定卫生问题及提供特

定服务或项目至关重要。
［２１］

因此，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关注的是卫生体系

这一整体，而不是卫生体系的某一部分，尤其关注卫

生体系的水平维度（如规划、管理、组织功能）。尽管

如此，为了更好的理解体系在应对不同卫生条件和

保证项目持续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卫生政策与体

系研究仍会涉及一些特定卫生项目（即体系内的垂

直要素）的研究，这些问题一般都有必要从系统层面

研究（如艾滋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或者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卫生政策和卫生体系发展的动力。
［３］

５２２边界模糊

不同人员会采用不同术语来定义卫生政策与体

系研究中的各个部分。在高收入国家，卫生服务研

究的开展比较普遍，其出发点是卫生体系的服务提

供功能，有时也与其它功能相关。卫生服务研究一

般涉及医患关系的研究及优化卫生从业者临床指南

的干预行动。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最初由卫生政策

和体系研究联盟引进，涵盖了广泛的卫生领域，尽管

联盟关注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工作，但卫生政策与

体系研究这一术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卫生政策与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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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研究一般以体系中的某一部分为起点，关注整

个政策进程和国际影响力。政策执行和运行方面的

研究也是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一部分，这些研究

往往与管理行为存在交叉，不同领域之间没有明显

的界线。

首先，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

与作为新兴领域的应用科学（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之间存在差别。
［３０］
应用科学已逐渐成为改善某些特

定卫生服务和治疗干预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系统理

解临床研究的成果和循证实践，并将其转化为日常

工作，从而改善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益，目前已广泛用

于卫生人员和组织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相比之

下，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以深厚的政策执行理论为

基础，比应用科学的研究范围更广
［３１］，它认为应用研

究是卫生体系治理的核心，并试图理解各种政策变

化是如何产生的，即解决的是“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

么会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存在政策执行空隙”。这

种方法综合考虑了为卫生体系新理念或干预措施提

供支持的一些管理和沟通方面的实践，而不仅仅关

注某一要素如一种新的卫生服务提供方式等。此

外，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也认为某些权力和信任关

系会影响政策执行。

其次，由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是基于多学科

视角，因此，它与专业学科之间的边界也比较模糊，

如大多数流行病学研究不属于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

范畴，但那些阐明卫生体系绩效或某段时间绩效变

化的内容却与之有关
［３２］；人类学中分析卫生体系功

能和绩效、参与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对其自身影响

的研究也属于这种情况，它一般围绕特定的卫生规

划，并不是和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直接相关；政治学

和社会学也可以为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提供帮

助
［３３３４］；卫生经济学是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核心

学科，更加关注卫生筹资
［３５］
和人力资源问题

［３６］，并

不只是对某一疾病治疗技术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

从根本上讲，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致力于解决卫生

政策和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一些政策见解。

６理解社会与政治现象的性质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和广义卫生研究的差异在

于对事物性质的不同理解。生物医学、临床研究、流

行病学和经济学研究，都是基于对自然和物理科学

的实证理解；而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更加强调社会

科学的视角，不仅包含批判实证主义的知识范式，还

包含相对主义的知识范式及一系列相关的研究问题

和方法学（表３）。这些知识范式之间的差异形成了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策略。
［３７］

表３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中的知识范式要素

知识范式 实证主义 相对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

问题类型 政策或干预措施

是否具有成本

效益？

参与者如何体验并理

解不同类型的干预措

施或政策？什么是社

会进程？这包括了权

力关系、具有影响力

的参与者的理解和

体验

为 谁 工 作？

在何种条件

下开展工作？

相关学科 流行病学

福利经济学

政治学（理性选

择理论）

人类学

社会学

政治学（社会学制度

理论）

政策分析

组 织 行 为

研究

主要研究

方法

演 绎 法：假 设

前提

通过调查、利用

方案及其他数据

记录进行评估

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半结构化的

访谈进行定性资

料的收集

归纳法

包括深入访谈、查阅

文献、个人随访跟踪

在内的多种资料收集

方法

演绎法和归

纳法

包括查阅相

关 文 献、访

谈、观察等在

内的多种资

料收集方法

６１实证主义

生物医学或流行病学等实证主义研究均基于存

在的现象或问题，包含了一系列研究者能够观察和

评价的事实，只要排除外界干扰，其中的一些模式、

规律和因果关系能够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确认。实际

上，这类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分析和验证假设来

发现因果关系。基于这种知识范式的卫生政策与体

系研究，主要是为了确定哪一种干预措施最有效。

６２相对主义

社会科学是通过社会参与者的相互作用来理解

正在调查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并不独立于这些参

与者，其形成往往基于参与者的经验及对问题的理

解，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这类研

究重点关注人们的意愿、信仰、价值观等，研究者对

现象的观察和解释可以形成相关知识。因此，这一

知识范式的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重点关注参与者赋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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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社会现象的意义，而不是解释其产生的原因。

６３批判现实主义

批判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介于前两者之间，虽

然认为参与者对社会现象的理解会影响社会变迁，

但依然可以独立于社会参与者之外来理解社会现

象。而原有的社会结构会作用或反作用于参与者，

人类行为会受到一系列个人、团体、组织和社会进程

与机构的影响。与实证主义者一样，批判现实主义

者试图探讨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但他们通常会采

取一种解释性理解（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即他

们不接受那种普遍性的因果关系，相信存在着一系

列调解原因和结果的机制，包括那些与参与者和背

景有关的因素。因此，对于批判现实主义者来说，其

主要任务是构建可以解释社会现象或干预结果的理

论和机制。这一视角下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的主要

问题是“为谁工作？在何种条件下开展工作？”。
［３８］

６４因果关系、普遍性和学习

在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中融入对社会现象的深

入理解，有利于巩固对社会政治学及意识形态对卫

生政策与体系研究影响的认知，也会导致这些研究

领域在因果关系、普遍性和学习方面存在很大不同。

６４１因果关系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接受复杂因果关系理论，

认为一种结果并不是由单一原因产生，而是多种因

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可预知的结果。从这一理论出

发，卫生政策和卫生体系是不同参与者及对问题的

不同理解、不同的干预措施或政策、不同的卫生体系

运行方式或者干预措施、政策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

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３９］

复杂因果关系也可能是由于卫生体系的开放

性，导致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并融入其中。干预措施

和政策会随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产生不同影响
［１８］，因

此，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首先要调查复杂的因果关

系，此外，系统思维可为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提供一

些见解和观点
［１８，３９］。

６４２普遍性

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认可多种研究方法，实证

主义研究试图得出超越特定背景的普遍性结论，在

评价工作方面，正是允许这种普遍性的存在，随机对

照试验已成为研究设计的金标准。因此，卫生政策

与体系研究也接受普遍性的理论或分析，并应用于

案例研究中。经过缜密的分析过程，从一个或多个

案例中得出的结论，往往认为其具有普遍性。
［４０］

从研究背景、过程到结果的分析过程中，研究结

论逐渐得到抽象和概括。在比较案例研究中，普遍

性并不是基于抽样的代表性，而是对具体的某一个

或多个案例进行抽象的过程。目前，卫生政策和体

系研究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比较性案例

研究分析感兴趣
［１１，４１］；此外，卫生政策与体系研究还

包含一部分非普遍性的研究，主要是为了阐明和介

绍某一特定或具体的实践经验
［４２４３］。

６４３知识产生与学习

最后，卫生政策和体系研究与生物学和流行病

学知识的产生和学习不同。实证主义研究倾向于将

学习看作是一种工程学行为，即知识从一种模式向

另一种模式的转换；而社会科学中的相对主义研究

将学习看作是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
［４４］
有学者认为，政策教训并不是对某一背景中所

实施干预措施的直接复制，相反，这些思路主要来自

于对不同背景干预措施的观察，并将观察的结果进

行概括，应用于新的环境。

在实证主义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确定不同背

景转换的因果关系；而在相对主义研究中，则是在理

解和推动政策演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包括理解社

会参与者如何解释社会现实并赋予意义及帮助政策

参与者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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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晓娟）

·信息动态·

《柳叶刀》杂志：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仍有待改进

　　近日，《柳叶刀》杂志发表了题为“ＴｈｅＮＨＳ———

ｎｏｒｏｏｍｆｏｒｆａｉｌｕｒｅ”的社论，文章认为，从国王基金

（ＴｈｅＫｉｎｇ’ｓＦｕｎｄ）近期对国家卫生服务体系（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ＨＳ）绩效所作的中期评估看，

ＮＨＳ总体绩效较好，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

急诊等待时间较长。为改善这种情况，英国政府和

纳菲尔德信托（ｔｈｅＮｕｆｆｉｅｌｄＴｒｕｓｔ）机构正在酝酿构建

新的医疗保健评价标准。其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

期内 ＮＨＳ会面临预算缩减，这会增加医疗管理者的

资金压力，因此当前背景下需要探索新的医疗服务

模式。更为重要的是，政府需要重建行业信任，否则

改革难以成功。

（来源：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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