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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王思北 胡 浩 吴 晶 

    中国政府网 9 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4 年工作总结

和 2015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这次总结在医改进程中具有什么意义？2015 年医改有哪

些工作值得期待？究竟该如何认识我国医改的推进难度和力度？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

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 

    问：为什么要公布 2014 年医改工作总结？ 

    答：所有政策都是一方面需要方案，另外也需要回顾总结和评估。通过对过去工作进行

总结，并对社会公布，值得肯定，是一种负责任的体现，对各级政府也具有示范作用。面对

政策，我们不仅要落实和部署，还要总结，看看有哪些进展和问题，从而推动医改纳入良性

循环轨道。 

    问：2015 年医改工作有何变化？ 

    答：2015 年医改格局有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放

到了工作任务的第一位，改革的部署更加具体化、系统化。除了 4 个省启动综合改革试点，

还有城市公立医院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二、在医保方面强调完善筹资机制和管理服务，医

保不仅是人人享有，还要有高效、精细、可及的服务。三、现在将发展社会办医作为一个独

立的改革措施提出，一方面要鼓励发展，同时还要纳入统一监管体系。这是对医疗服务体系

重要的丰富和发展。四、健全药品供应保障机制，从生产流通到准入使用各环节都打通，表

明政府对药品领域的认识更加系统和完整。五、过去把分级诊疗看成一项措施，现在我们将

分级诊疗作为医疗服务体系整体调整的一步，提出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和加快建立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制度。这不仅是对医疗服务的供方提出要求，也是对需方提出要求。这是对医改的

不断深化、总结。 

    问：如何认识医改推进的难度和力度？ 

    答：应该认识到，医改的力度和深度都在加强，各方反应不一、褒贬不一，有很多原因。

首先，医改就是利益格局调整，我们要优先考虑患者的利益，同时也要对医务人员的利益有

合理安排。此外，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反映、诉求，也要理解和倾听。国际经验证明，

只要是调整肯定会引起反映，医改不怕有不同声音，应该有一个渠道去沟通和交流，有平台

来形成更多共识。当前虽然经济社会形势一直在变化，但只有达成共识才能应对变化，没有

共识和合力，改革会很困难。我们也必须强调，医改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不可能指望

所有问题都在某一段时间全部解决，而是在变化中不断推进和完善。 

    问：世界很多国家都在推进医改，有没有共同规律可循？ 

    答：医改是一道世界难题，应该讲有一定规律可循。从治疗角度讲要遵循社会医学的基

本规律，来确定预防和治疗的关系。在政策整体设计上，既有公共管理的理念，要重视公平

正义，同时还要重视经济效益。医改哪个国家都在做。对待医改，既不能看得太简单，也不

能看得太神秘，只有认识清楚才能正确对待。从国家政府来讲，只有清醒认识、把握和调整

利益格局，才能更有信心和准头去推进医改。 

    问：医改政策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答：过去一讲医改就是试点先行，其他地区可以“置身其外”；还有过去往往是“独善

其身”，先改其他地方、环节，不要改我，现在这样做就不行了，医改更多是全局方面的，

独善其身不行。现在中央对包括目标、方针和主要政策要点等系列政策都有比较详细部署。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不同，中央政策不可能过于细化，还是

要结合地方实际给予其探索空间。因此，地方政府就要出台可行的、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办法，

不重实操会空谈误事，否则医改没法推进下去。 

    比如百姓看病拿药，这次文件明确，要考虑患者到基层就医用药的供给。具体到地方，

地方应当研究当地居民的常见病、常用药是什么，并保证配备等。再如分级诊疗，过去患者

不愿去，也是担心基层医院有无合格的医生。应该把上级医院的优势医疗资源和基层医院衔

接好，这方面做好了，患者自然也愿意去基层医院看病。类似的细节问题都要重视。 

    问：还有什么关键因素决定医改成败？ 

    答：有关领导在推进医改过程中的执行力很关键。这次文件提出“主要领导对医改工作

负总责”，就是要求领导要做医改专家，身体力行，脚踏实地去践行，抓具体、抓细节，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医改。在推进中，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过去对医改有不同意见甚至

争执，往往是站在自己角度看待其他系统和部门。从患者、到医院、再到医保方面都各有难

处，做到换位思考也许就有了解决方案。另外，医改涉及编制、财政等诸多扶植政策，此次

文件中把形成合力作为重要的一环提出来，也要更多地换位思考，研究和解决问题。（新华

社北京 5 月 9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