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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视角下的我国西部地区妇幼卫生投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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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我国西部地区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状况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妇幼卫生投入的建议。方法：
采用财政学指标对我国西部地区当前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的规模和支出结构进行定量描述性研究。结果：近年

来，我国西部地区妇幼卫生财政投入保持较快增长，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的增速与财政支出持平；妇幼卫生财政

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偏低且有下降趋势；我国西部地区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存在向大城市、大医院倾斜等

不公平现象。结论：我国西部地区妇幼卫生领域存在财政投入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建议增加妇幼卫

生财政投入、优化妇幼卫生资源配置、拓宽妇幼卫生筹资渠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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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与儿童健康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衡量健康的三大指标中，有两项与妇幼卫生直接

相关，即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１］随着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妇女儿童总体健康状

况取得较大改善。２０１１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２６１／１０万，较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５１％；婴儿死亡率和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１２１‰和１５６‰，较２０００
年分别下降了６２％和６１％，已提前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２］妇幼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对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要贡献。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妇幼卫生保健水平

仍有较大差距。同时，不同地区之间孕产妇死亡率

和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差距虽有所缩小，但仍然明
显。总趋势依然是西部地区高于中、东部地区，中部

地区居中。２０１０年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５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４５１／１０万和２１１‰，比２０００
年分别下降６０７％和６５３％，但均高于全国同期平
均水平，西部地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和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面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双

重挑战。如青海省和甘肃省 ２０１０年孕产妇死亡率
分别为４６１４／１０万和３０７２／１０万，婴儿死亡率分别
为１９２４‰和１６８‰。

政府对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和医疗服务的

投入比例反映卫生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３］由于妇

幼保健机构在我国属于公共卫生机构，需要靠国家

财政投入维持运行，公共财政对妇幼卫生事业的发

展能够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研究目前我国公共

财政对妇幼卫生投入状况并做出相关评价，进而提

出政策建议，对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１资料与方法

基于项目研究设计，在综合考虑地区人均 ＧＤＰ、
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等因素的情况下，选取四川、贵

州、青海三个省份为样本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主要

包括：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资料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录入
后，进行描述性分析和比较。

对某项财政投入的规模研究主要包括绝对量指

标和相对量指标，本研究绝对量指标包括公共财政

年度对妇幼卫生投入总量和人均妇幼卫生财政投

入；相对量指标包括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占财政支出

的比重和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占卫生财政投入的比

重。本研究主要分析指标为样本省份的妇幼卫生财

政投入总量、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比

重、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卫生总财政投入比

重以及全国和样本省人均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等。

２结果

２１我国妇幼卫生财政投入规模

从公共财政对各类医疗机构的投入情况来看，

近年来，政府对妇幼保健机构的投入呈逐年增加趋

势，我国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

重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１２％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０５０％，均
高于同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政府投入的平均水

平。同时，政府对妇幼保健机构投入占总投入比例

保持在５％左右，但有一定的下降趋势（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各类医疗机构财政投入情况

年份

妇幼卫生财

政投入总量

（万元）

妇幼保健机

构财政补助

收入占总收

入比重（％）

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

财政补助收

入占总收入

比重（％）

妇幼保健机

构财政补助

收入占卫生

总财政投入

比重（％）

２００５ ２６７３７０ １５１２ ９００ ５５２
２００６ ３１５４７６ １６２２ ９８１ ５３５
２００７ ４２３５３３ １７５１ １３０８ ３６１
２００８ ５１２６９１ １７０５ １０６３ ５０３
２００９ ６５２９２９ １７９０ １１２６ ４８９
２０１０ ９３２３２３ ２０５０ １２１５ ５５９

数据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２我国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的分配结构

为研究目前我国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实际存在的

问题，仅研究投入规模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在财政投入量一定的前提下，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分

配是否合理，妇幼卫生资源如何利用，才能最大限度

改善妇幼卫生事业财政投入不足的现状。

２２１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的省际分配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四川、贵州、青海三个样本省份

妇幼卫生财政投入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并有一定的

波动，且２００９年新医改以来，投入明显增加；三省份

的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波动较

大，变化趋势不明显；而妇幼保健机构财政补助收入

占卫生总财政投入比重波动较小。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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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样本省妇幼卫生财政投入情况

省份 年份

妇幼卫生财

政投入总量

（万元）

妇幼保健机

构财政补助

收入占总收

入比重（％ ）

妇幼保健机

构财政补助

收入占卫生

总财政投入

比重（％ ）

四川

２００７ ３２６７１８９ ２８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２３５２４３ ２３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２６４１６５ ３３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１０ ５８２８８６３ ２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１ ９５９７６２１ ２９００ ６００

贵州

２００７ ７９３７０２ ５０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２９８３２０ ９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８９４７８７ ５１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７０９６７６ ５５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９６２５９ ５７００ ３００

青海

２００７ ２４８５７７ ７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８ ３２９２０６ ７６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９ ４１９９３５ ８１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９５２０９ ６９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１１ ３７５０４０ ７２００ ２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

为了消除人口变化因素对妇幼卫生财政投入的

影响，选用人均妇幼卫生财政投入这一指标反应妇

幼卫生财政投入的水平（表３）。可以看出，四川、青

海两省的人均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反映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西部妇幼卫生工作的

重视程度；从变化趋势来看，全国的人均妇幼卫生财

政投入呈上升趋势，而三样本省份的人均妇幼卫生

财政投入随年份变化存在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西部三省份对妇幼卫生投入的持续性不足。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全国及样本省人均妇幼
卫生财政投入情况（元）

年份 全国 四川 贵州 青海

２００７ ３２１ ４０２ ２１１ ４５０
２００８ ３８６ ３９８ ３４０ ５９４
２００９ ４８９ ７６５ ４９９ ７５４
２０１０ ６９５ ７２５ ４９２ ５２４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全
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妇幼保健机构属于公共卫生机构，需要国家财

政拨款来维持其正常运行，选用妇幼卫生财政投入

占妇幼保健机构实际支出比例这一指标反映政府投

入对维持妇幼保健机构运行的满足程度（表４）。可

以看出，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妇

幼卫生财政投入也迅速增加，三样本省妇幼保健机

构财政补助收入占妇幼保健机构实际支出比重均高

于全国水平，其中贵州省和青海省为全国的 ２～

３倍。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全国及样本省妇幼卫生财政投入
占妇幼保健机构支出比例（％）

年份 全国 四川 贵州 青海

２００７ １８９６ ２４６９ ４９８８ ７３８２
２００８ １８４０ ２２０１ ５２８１ ６９０３
２００９ １９５７ ２５１４ ５１４８ ７６７７
２０１０ ２２３３ ２２６８ ６０８６ ６９９６
２０１１ — ３２０２ ６５６４ ７３２６

注：２０１１年全国数据尚未统计。
数据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２２２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在不同级别妇幼保健机构

的分配

妇幼保健机构分为不同级别，即省属、省辖市

（地区）属、地辖市属、县属和其他，表 ５反映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不同级别妇幼保健机构财政投入占总

财政投入的比例。２００４年县属妇幼保健机构财政投
入占总的财政投入比例相对于其他几年较高，这与

ＳＡＲＳ之后国家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加大投入

有一定关系。然而，这种重视基层妇幼机构投入的

做法并没有持续下去，２００５年之后县属妇幼保健机

构分配的财政投入比例又恢复到与２００２年相当的
水平。

表５　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不同级别妇幼保健机构财政投入
占总财政投入的比例（％）

年份 省属
省辖市

（地区属）
地辖市属 县属 其他

２００２ ７４３ ３２９７ ２２１５ ３１１０ ６３６
２００４ ３４６ ２１５８ １８５０ ５６２２ ０２３
２００５ ６５７ ３０８６ ２５７３ ３６５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６ ６４７ ２８７５ ２４１２ ３８８３ １８３
２００７ ６３０ ２７５４ ２９１１ ３４８０ ２２４
２００８ ５９９ ２９５２ ２９５７ ３１９６ ２９５
２００９ ４４７ ２７４８ ２９１７ ３６４６ ２４３
２０１０ ４６９ ２０５２ ３７９７ ３４１７ ２６５

注：２００４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未对该项目进行统计，因此缺少
２００３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然而，单纯地看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在不同级别

妇幼保健机构的分配比例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不同

等级妇幼保健机构在数量上差别很大。结合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数量进行分析，可以看出，２０１０年，占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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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保健机构总数５１４０％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分
配的妇幼卫生财政投入比例仅为 ３４１７％，占总数
４６０５％的省属、省辖市（地区）属和地辖市属妇幼保
健机构分配到的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共为６３１８％（表
６），尽管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与高级别的妇幼保健机
构在规模和承担的职能上均存在差异，但从不同医

疗机构分配的妇幼卫生财政投入比例可以看出，基

层妇幼保健机构得到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足。

表６　２０１０年不同级别政府办妇幼保健机构的数量及比例

级别 数量（个） 比例（％）

省属 ２６ ０８６
省辖市（地区属） ３５９ １１８７
地辖市属 １００８ ３３３２
县属 １５５５ ５１４０
其他 ７７ ２５５
合计 ３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１１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３讨论与建议

３１进一步强化妇幼卫生的重要地位，继续加大妇幼
卫生财政投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国务院印发的《卫生事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中提出４项主要健康指标，其中３项直
接关系到妇幼卫生，即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

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可见妇幼卫生服务对提高全民
族健康水平的重要作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我国人均
预期寿命从６８６岁提高到７３岁，其中４８％归因于５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２］提高妇幼健康水平也一

直是公共卫生最优先的领域。［４］

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妇幼卫生财政投入在规

模总量上保持增长趋势，但政府对妇幼保健机构投

入仅保持在５％左右的水平，这与妇幼卫生工作在整
个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西部地区妇

幼卫生投入也存在同样问题，有研究表明政府拨款

仅占妇幼保健总收入的５０％，近１／５妇女的孕产期
保健总费用超过家庭年收入的２０％。［５］本研究的三
样本省中，虽然四川、青海两省的人均妇幼卫生财政

投入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妇幼卫生投入的持续

性不足。有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四川省妇幼卫生事业
费仅占卫生事业费的４３４％，妇幼保健人员经费支
出仍然超出财政补助６８９６％。［６］在目前政府财政能
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调整卫生投入结构，将卫生

资源投入到公共政策的优先领域，保障妇幼卫生工

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增加妇幼卫生财政投入也将

改变部分妇幼保健机构价值取向偏离、妇幼卫生服

务公益性弱化的现状。［７］

３２优化妇幼卫生资源配置，增加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财政投入

长期以来，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资源过多

地流向大城市和大医院。结果表明，从财政投入的

角度看，妇幼卫生资源配置也存在向大城市、高级别

妇幼保健机构倾斜的现状。２０１０年，占总数５１４０％
的县级妇幼保健机构分配的妇幼卫生财政投入比例

仅为３４１７％，业务收入成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主

要来源，这与基层妇幼保健机构所承担的公共卫生

职责和基本医疗服务不相适应。以四川省为例，

２００８年该省１７７个县级妇幼保健机构中，１５９所为全
额拨款，６所 （３３９％）为全额／差额拨款，９所

（５０８％）为差额拨款，该年度县级妇幼保健机构的
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７６６７％；财政补助收入仅占总
收入的２０８０％。［６］２００８年青海省海东地区６个县

财政对妇幼保健机构的投入仅限于人员工资，各县

的业务工作经费均靠自筹。［８］２０１０年四川贫困山区

的乡镇卫生院中，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的情况十分

严重，而且从其业务收支的构成比来看，药品的收支

占了大部分，而作为三级医疗网的乡镇卫生院工作

重点的预防保健仅占了很少一部分。［９］

在妇幼卫生资源总体不足的背景下，应优化资

源配置，增加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财政投入。中央财

政层面应做到统筹考虑，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来

确保基层妇幼保健机构财政投入，构建基本的妇幼

保健网络。［１０］地方财政亦可参照中央对地方的做法，

实行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此外，应通过相关

政策及绩效评价体系的制定与完善，确保妇幼卫生财

政专项支出的均等化，确保基层妇幼卫生财政投入。

３３拓宽妇幼卫生筹资方式，确保妇幼卫生投入稳定

增长

妇幼卫生服务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财

政发挥基本妇幼卫生服务筹资的主导作用，但并不

意味着政府投入在妇幼卫生筹资所占比例最大。［１１］

在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妇幼卫生投入增幅不低于

财政支出增幅的前提下，适当拓宽妇幼卫生筹资渠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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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广泛动员和筹集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增加妇幼卫

生投入。首先，应允许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通过收

费来提供基本妇幼卫生服务之外的特需和自费妇幼

卫生服务项目，以满足居民的多层次需求。其次，随

着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对于基本妇幼卫生服务以

外的医疗需求，应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商业医疗

保险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随着妇幼卫生工作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

关注，我国应利用国际组织、多双边活动等平台，通

过引入国际资金来解决我国妇幼卫生投入不足的问

题。如贵州省先后实施了六个世行贷款卫生项目，

总额度约５亿元人民币，配套约３５亿元，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项目地区落后的卫生面貌，有力推动了贵

州省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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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动态·

《柳叶刀》杂志：全球卫生筹资好坏参半

　　《柳叶刀》杂志近期发表了题为“Ｈ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ｗｓ

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ｎｄｉｎｇ”的评论性文章。文章认为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无疑会对卫生筹资产生重要影响，

但根据卫生指标与评估研究所（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ＨＭＥ）近期发布的关于全球卫生费用的报

告，目前全球卫生筹资好坏参半。

好的方面，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来自国家援助机构、

多边援助组织、私人基金组织以及慈善机构等部门

的发展性援助保持稳定增长，虽然 ２０１１年出现下

降，但２０１２年逐步恢复。

坏的方面，全球卫生筹资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来自国家援助机构的卫生支出降低

了４．４％。此外，捐助者确定的优先领域与全球的卫

生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因此，捐助者应使用卫生指

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数据确定优先领域，以实现

资金的合理利用。

（来源：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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