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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慢性病不仅仅影响到患者个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而且造成全社会日益增加的巨额支出和沉重负担
。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推进，慢性病问题日益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慢性病高峰时代的来临已经日见端倪。
这就要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为
适应这个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准备。
王延中主编的《中国慢性病调查与防治》主要围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慢性病防治相衔接问题展
开一些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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