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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进全民医保，是新医改的重中之重。
唯有政府主导，全民医保才能实现。
医疗服务可以放开市场竞争；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监管者、补缺者和引导者而不是主办者。
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市场主导医疗服务，是全球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
一旦全民医保建立起来，医保机构可以向任何合法运营的医疗机构购买服务。
付费机制改革是引导医疗机构走向社会公益性的“指挥棒”。
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应该走向有管理的竞争。
公立医疗机构走向法人化、实现管办分离。
所有医疗机构同政府行政部门脱离上下级隶属关系。
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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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昕：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现从事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本科毕业，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
亚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系担任研究员。
2004年初回国工作，曾经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07年担任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方案报告的主笔，现担任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
点工作评估专家。
 
    出版了多部中文著作，包括《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2006年），并发表了大量论
文，其中包括20多篇在双向匿名评审的国际学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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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    一、新医改的战略选择    二、新医改的制度设计
和政策建议第二部分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分论一  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责：中国医疗服务可及性下降的
制度分析    一、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与医疗服务经济可及性的下降    二、市场化与医疗服务体系的社
会公益性淡化    三、医疗保障体系的健全是社会公益性的保障    四、结论：市场化与社会公益性可以
兼得  分论二  探寻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    一、医疗体制的多样性   
二、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医疗供给面的改革    三、结论：全球化医疗改革对中国的启示第三部分  全
民医保的战略  分论三  全民医保的战略意义与战略选择    一、医疗服务机构单方面改革治标不治本    
二、走向全民医保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三、走向全民医保面临艰难的制度选择：公费医疗还是
社会保险    四、推行全民医保正当其时  分论四  通向全民医保的渐进主义之路    一、公费医疗体制还
是社会保险体制    二、渐进改革现有城乡医保制度就可以实现全民医保    三、现行公立医疗保险覆盖
面的拓宽    四、构建一个多层次、多水平的公立医疗保险体系  分论五  公共财政与全民医保的推进    
一、公共财政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二、养供方、补供方还是补需方    三、公共财政与全民医保
的实现  分论六  小病公费医疗不可行：基本卫生保健全民覆盖的制度选择    一、什么是“基本卫生保
健”    二、公费基本卫生保健模式浮出水面    三、小病公费医疗也将会是财政无底洞    四、印度全民
公费医疗的教训    五、渐进改革现有医保制度可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分论七  它山之石：泰
国全民医保的推进    一、医疗救助在泰国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位置    二、医疗救助的服务递送：目标定
位与给付结构    三、医疗保障投资的发展性意义：对中国的启示第四部分  城乡全民医疗保险的实践  
分论八  城镇公立医疗保险体系的缺陷及其改革之道    一、城镇职工医保：“德国模式”与“新加坡模
式”的混合体    二、城镇职工医保的重大制度设计缺陷    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新探索    四、城镇
公立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的付费    五、城镇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  分论九  城市医疗救助体系的战略选
择    一、城市医疗救助试点中的制度选择    二、医疗救助发挥医疗保障的作用：综合型医疗救助模式
的运作    三、多级公共财政支持：综合型医疗救助的筹资水平    四、结论：让贫困者有钱看病  分论十 
突破自愿性的困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参合的激励机制与可持续性发展    一、患病风险和成本    二
、参合费与农民的支付能力    三、新农合的给付结构与农民的理性选择    四、结论：加强保障力度、
提高新农合的吸引力  分论十一  农村医疗服务的费用控制与新型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农村
医疗机构的收入来源结构    二、扭曲的激励机制：第三方购买的缺失与支付制度的缺陷    三、农村医
疗服务的垄断性与政府的角色    四、几点结论与政策建议  分论十二  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能力建设与
新型合作医疗的运行    一、农村医疗机构的数量和覆盖情况    二、农村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状况    三
、农村医疗机构设备、设施拥有状况    四、结论  分论十三  公共财政体系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筹资
水平：促进公共服务横向均等化的思考    一、医疗保障公共筹资责任的多级分摊：一个理论性的思考  
 二、中央政府的筹资能力与补助方式    三、地方政府筹资责任分摊的类型    四、结论第五部分  医疗服
务体系的改革  分论十四  走向社会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购买    一、购买服务还是建立机构    
二、基本卫生保健的政府购买    三、从治病看病到维护健康    四、医疗付费机制的转型是新医改的核
心  分论十五  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模式变革：国际经验的启示    一、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医院：治理结
构的多样性    二、公立医院的组织与治理变革    三、结论  分论十六  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制度变革    一
、没有市场化的商业化：从事业单位到企业化管理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二、没有民营化的商业化：
市场转型中公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    三、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政府正确地履行其职
责  分论十七  收支两条线：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化之路    一、“收支两条线”令医疗服务体系退回计
划体制    二、“试点效应”背后的逻辑    三、“管办分离”才是公立医院发展的康庄大道  分论十八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高度行政化还是有管理的市场化    一、单纯养人建机构的模式难以为
继    二、全民医疗保险是守门人制度建设的前提    三、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守门人制度：社区首诊制
的发展之路    四、资金随着病人走：医保预付制与按人头付费  分论十九  行政化的困境：社区卫生服
务体系发展滞后的制度分析    一、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定位    二、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的形成    三、政府职责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    四、政策建议：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中的政府职责  分论二十  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与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    一、政府主导的两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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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点：全民医保与资源配置    二、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必要性    三、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制度和政策
障碍    四、推进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建议  分论二十一  全民医保与药品制度的变革    一、“收支
两条线”式的行政管理无济于事    二、以药养医的真正终结者：医保机构    三、基本药物制度并不一
定要搞统购统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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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论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现行的医药卫生体制依然存在种种弊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医药卫生健康服务日益增
长的需要。
首要的弊端（或者说，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超过民众收入的增长幅度，
俗称“看病贵”。
不少民众因为经济困难而有病不能医。
更有甚者，普通门诊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最快，导致大量自我感觉有病的民众因为没钱而不去看门诊
。
因此，加快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新医改”），以解决人民群众有病不能医的问题
，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新医改的基本原则有四点，即：公平公正、效率、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
公平公正意味着人人可以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
究竟哪些医疗服务属于基本的范畴，取决于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政府的财政能力，具体
体现为医疗保障体系所覆盖的医疗服务和药品清单。
效率意味着所有参与医药卫生事业的机构，包括医疗机构、医保机构和医药企业，都追求以最低的成
本来提供最适当的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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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
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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