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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

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 5 个文件，并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

务体系的主体，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虎峰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此次审议通过的《意见》，可以说是继 2010 年原卫生部等

四部委公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之后的里程碑式的指导文件。 

 

“这次的《意见》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定，可以说，出台层次更高，前所未有。

它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认识和工作部署有了许多新的要求，是在过去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新

的背景下，对当前改革有特别强针对性、指导性的重要文件。”王虎峰说。 

 

针对会议提到的 7 个创新点，王虎峰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王虎峰认为，会议在“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保障可持续”，

体现了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公立医院改革要适应形势发展、谋划中长期的思想。 

 

二、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局。 

 

会议提到的“建立新机制”、“构建医疗服务体系”和“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三个重大目

标，丰富和发展了过去我们对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内涵。毫无疑问，分级诊疗会是下一阶段的

重点工作之一。 

 

三、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在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

新机制、强化医保支付和监控作用、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构建各类医疗

机构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

要大胆探索、积极创新。 

 

值得关注的是，公立医院改革加了两个字：“综合”改革，体现了对公立医院改革的系统性、

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对于相关的体制机制，如医保、人事薪酬等，都提出了全面要求。王

虎峰认为，这使得公立医院改革能够更加系统地推进，特别有积极意义。 

 

四、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 

 

2010 年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这次提

出“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特别强调“协同发展”，这相比多元办医又

有进展。在如何让公立非公立医疗机构良性竞争、共同发展方面有新的举措。在很多改革措

施上，把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作为一盘棋，优化配置、整合资源，是在提供老百姓需要的服务



方面做出的新探索。 

 

五、大胆探索、积极创新。 

 

在整个工作要求上，很高兴看到中央对医改有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会议提出的“大胆探索、

积极创新”这八个字，这在过去很多文件中不常见。以往我们更多使用的是“积极稳妥”，

这次改变预示了公立医院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各地会在新的意见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新的举措，

这是十分值得期待的。 

 

六、要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 

 

特别是落实领导责任这一点，对于推动各地，特别是 34 家国家级试点城市的工作极为有利。

政府一把手挂帅去谋划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对于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利。中央明确提出要落实

领导责任，各地也会积极响应。 

 

七、要立足我国国情，加快推进改革试点，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王虎峰认为，中央深改小组要求“尽快”，可以预见很快会有新的一轮公立医院改革的高潮。

试点在广度上会“扩面”，深度和力度上也会呈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所以说，意见的发

出是十分及时的，对于推动下一步的公立医院改革是强有力的指导和保障。 

 

延伸阅读：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精神（部分） 

 

  

会议强调，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要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作为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举措，着力解决好群众看病就医问题。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将公平

可及、群众受益作为改革出发点和立足点，落实政府办医责任，统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

改革，坚持分类指导，坚持探索创新，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

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和分级诊疗就医格

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在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建立公立医院运行

新机制、强化医保支付和监控作用、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构建各类医疗

机构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都

要大胆探索、积极创新。要落实政府的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要立足

我国国情，加快推进改革试点，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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