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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以及医疗卫生服务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
在人民健康状况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人群间的健
康状况和卫生服务可及性差距越来越大，健康和卫生服务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
提高经济社会落后地区和弱势人群卫生服务可及性，成为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卫生服务系统建设
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在城乡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同时，城市人群内部经济社会和健康差异也十分严重，城市弱势人群背负
着沉重的疾病负担和医疗费用压力，城市弱势人群卫生服务利用和可及性明显低于一般人群，如何改
善城市弱势人群卫生服务成为重要的政策和实践问题。
医疗救助是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医疗救助专门针对弱势群体，以提高弱势群体卫生服务利用和降低弱势群体疾病经济负担为目标，从
健康和经济两个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保护。
医疗救助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起，成为城镇居民医疗保障的核心。
我国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尚在探索中，既需要理论指导，也需要实践创新。
本书以中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与贫困救助项目（UHPP项目）所进行的探索为基础，试图比较全面和
系统地介绍医疗救助的理论和实践，为完善我国城市医疗救助制度服务。
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医疗救助的政策、理论和实践，除UHPP项目外，本书还借鉴了国际经验，以及
由民政部组织的我国医疗救助实施等方面的调研资料。
本书涵盖了我国城市贫困分析，医疗救助政策和筹资，医疗救助服务包设计，医疗救助服务的补偿和
支付，医疗救助评价，以及对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发展的思考。
本书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UHPP项目和民政部组织的全国医疗救助调研，在此，编者向UHPP资助和
管理机构，特别是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卫生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
向UHPP项目执行机构包括UHPP中央项目办和市（区）项目办，向参与调查研究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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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析了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需要遵循的
基本原则和规律；从实践层面，以中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与贫困救助项目和全国各地医疗救助实践为
基础，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医疗救助的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医疗救助制度的建议。
另外，它还对国际医疗救助的经验进行了介绍。
该书和出版正值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对于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将发挥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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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城市医疗救助政策历史沿革1．1 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下岗或待岗职工，城市贫困问题开始被
人们广泛关注。
为了解决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我国政府制定实施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997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由国务院颁布
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政府开始救助贫困人口，确认贫困人口享有基本生活的权
利。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所需资金由地方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
按照该条例规定，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
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对象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持有非农业户口
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以下三类人员：（1）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
；（2）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的居民；（3）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
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
第一类保障对象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额发放，对其他保障对象均按其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的差额发放。
该条例基本生活项目中没有包括医疗问题，因此，各地相应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措施并没有明确的将
贫困人口的医疗需求考虑在内。
走在改革前沿的上海、广州、北京、大连等城市首先体会到了社会经济改革带来的医疗救助需求。
为了缓解广大下岗、待岗职工的生活和就医困难，上海市于1990年实施了《贫困市民急病医疗困难补
助办法》，开始对传统救济对象给予专门的医疗困难补助，并在1997年开始投入专项资金，对城市居
民特困家庭开展医疗救助活动，探索建立医疗救助制度。
大连市则在1996年出台了《城乡特困家庭医疗费用减免办法》，规定全市部分社会医疗机构要向城乡
低保对象提供基本医疗优惠服务，开始了城市医疗救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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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城市医疗救助理论和实践》涵盖了我国城市贫困分析，医疗救助政策和筹资，医疗救助服务包
设计，医疗救助服务的补偿和支付，医疗救助评价，以及对我国医疗救助制度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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