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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疗体制改革是当前的热点和难点。
当前的医疗问题症结何在？
当前的医疗难题如何解决？
我们又该如何理性地看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从宏观、微观各个角度全面展现研究者、从业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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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 中国医改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1．关于卫生部的优先保预防和小病、投资供方的卫生部门主
导模式　　该方案是以建立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管理制
度为四大改革构想。
其核心则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基本作法是：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即基本卫生保健）均由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如农村卫生机
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等）分别免费和按成本收费提供服务，医疗卫生机构所需经费（包括业务经费
、人员工资等）全由政府提供；一般大病靠社会医疗保险（含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救助，费用由政
府、用人单位及个人承担；而重大疾病求助于商业医疗保险，保费完全由个人和用人单位承担。
也就是说，政府的投资重点是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除了其资金基本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也由政府
有关部门分配给由政府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即医疗卫生供应方，简称“供方”），基本药物也由政
府有关部门组织生产和配送。
　　该方案的优点：　　一 是由于政府重点投资预防保健和小病治疗，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国民对疾病
的抵抗能力，让更多的人少生病、不生病；另一方面有利于患者的早诊断、早治疗，防止小病拖大、
短病拖长。
这样，不仅能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减少患者的痛苦，还能降低国民健康成本，减轻政府、单位和
个人的经济负担。
　　二 是如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即疾病预防和小病治疗）由政府投资供方，并由政府主导，更能充
分利用政府高度集中管理的组织制度优势，实现基本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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