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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是卫生改革发展的 

重要战略机遇期 
● 文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中心主任 王虎峰 

鬻 曩 

《 

' 1 
．． ‘ 

L 

此轮 医改，我们应运用系 

统的思维，通过编制卫生事 

止“十二 五””规 划整合 更 多 

约资源和力量 ，为落实好 “十 

二五”期 间的工作任 务夯 实基 

咄。我相信 ，这样做会吸引社 

套资源，特别是把行业 内外的 

1人识，统一到卫生事业未来发 

艮目标规划的蓝图上来，统一 

纠对 卫生 改革 重 大问题 的认 

上来，比较顺畅地推动卫生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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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展改革，但是这个问题在卫生领域“十 二五”期间更加突出：“十一五”末确 定的医改方案，更多的要看我们怎么在 
“十二 五”期 间落 实。发展与改革成 为卫 

生 “十二五 ”规划的一个重大特 色。 

编制规翅I要做好“前后”“左 

右”工作 

所谓 “前后”，是指我们五年的规划 

既可以看做是前五年工作的延续，也可 

以看成 是为后 五年所做 的铺垫。我们做 

好 “前后”工作就要立足于到2020年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 卫生服务 的总体 目 

标。而要实现人人享有的重要 目标，绝 

不能靠临近2020年再去突击，而要在前 

五年的基础上为后五年实现公共卫生服 

务同质化的目标奠定基础。“围绕 目标 、 

远近结合，设置好项目和行动计划”，就 

要把前后五年进行很好的衔接 ，这是一 

个承上启下前后衔接的过程，绝不能前 

松后紧，“十二五”规划具有决定性的作 

用。按照科学规划分步走，五年一大步。 

所谓 “左右 ”，即卫生事业 的发展 实 

际上是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 也是 中央 提 出 “十 二五 ”规 划当 中 

更加注 重 民生和社 会保 障 的重要 内容。 

它涉及 方 方面面 ，要 靠政 府投 入，同时 

也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卫生部 

门一家不 可能包打 天下。怎 么办 ?就要 

做 大量 的沟通协调工作—— 要与政府 内 



 

卫生部提 出“十二五”卫生发展的总体 目标，到2015年做到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健全基本医 

疗保障制度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和 医疗服务体 系等 。 侯 宇 摄 

部相 关部 门 、要与卫 生系统 上 下不 同层 

级 、要 与 其他 行 业 ，譬如 产 业 部 门、科 

研 、宣传 、教 育 等 各 个 方面 协 调 沟 通 ， 

让领导层 以及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并且 

在具体工作上能够与卫生部门形成互 

动，包括在 各领 域的规划 中逐渐做到 

“我 中 有你 、你 中有我 ”，共 同推 进 健康 

这项 重大 的民生工程 。 

“上 下”和 “左 右 ”说 到底 一 方面要 

承 上启 下 ，一 方面 要 沟通 协调 ，不 能就 

卫 生论 卫生 ，关起 门来 说 卫生 ，而应 当 

在 各 个领 域 普 及 “大 卫 生 ”的概 念 ，在 

谋 划各 领域 工 作 当 中强化 “健 康 ”这 根 

弦 ，充 分认识 和理 解卫生 规划 在新 时期 

关注 民生和社会保 障发展 中的重要地 位 

和作用 ，使 “大卫生”在相 关领域有所 

体现，形成合 力，共 同促进健康发展。 

这对卫生系统来说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方案应该做到切实可行富有 

成效 

我们 编 制 好 卫 生 “十 二五 ”规 划 ， 

不能只顾眼前，而是 需要系统地研究、 

分析 一个地 区 、一 个领 域卫 生工作今 后 

五到 十年 的发展 趋势 及变 化 ，做 到 十年 

早知道。毕竞中国东中西部情况差异明 

显 ，面i『缶的问题 ，发展 机遇也 不尽相 同， 

如果简 单地 一 刀切 套 用国 家的指标 ，或 

是照抄兄弟省市的做法，很可能此路不 

通 。把 握住 未来 发 展 的趋势 ，得 出 比较 

扎实的基础数据，使卫生决策真正建立 

在 科学研 究 的基础 之上 ，就 要 求我们进 

行科学的分析 、深入的调研，把本地区 

卫 生工作 未来 五到 十年 的需 求和存在 的 

瓶 颈 问题 厘 清 ，集 中力 量 安 排 和 解 决 

好 未来 发 展 的突 出 问题 ，而不 能靠 “拍 

脑 门”。 

要 使我 们所 做 的决 策具 有科 学 性 ，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规划过程中还要 

注意发挥相 关专 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的 

作用。对涉及全局性的工作，包括未来 

卫生资源，例如涉及床位及人员配置总 

量 的比例 、结 构如何 等 重大 的指标 应 当 

做 专题 调研 ，而 不是简 单地 罗列一 些数 

据 。假 如 我 们在 规 划 时 没 有把 准 方 向 ， 

那么 实际操作 中遇 到 困难 或 问题 则在所 

难免，可能导致不该 出现的偏差。 

要 使 我 们 所做 的 卫生 规 划 建 立 在 

科学可行的基础之上，需要卫生系统打 

破 关起 门来 自己搞行业 内技术数据 的惯 

性思维。否则，由于社会各界缺乏对这 

些专业数据 的理解和兴趣，卫生发展的 

路会越走越窄。应对之策应当在关乎全 

局性 的 问题 上做 文章 ，即如何调 动政府 

各部门、社会各行业把有限的资源和力 

量科学合理地投入到卫生领域 当中来， 

将社会卫生管理做实，提出一批可测量 

的规 划任 务指 标 ，用科 学合 理 、符 合 实 

际、能够考核的指标体系引导各项工作 

任 务落 实。这 些恰恰 是我们 以前做 卫生 

规划的 “短板 ”。 

此 轮 医 改 ，我 们 应 运 用 系 统 的思 

维 ，通过编制卫生事业 “十二五””规划 

整合更多的资源和 力量，为落实好 “十 

二五”期间的工作任务夯实基础。我相 

信 ，这样 做 会吸 引社 会 资源 、特 别是 把 

行 业 内外的认识 ，统一 到卫生 事业 未来 

发展目标规划的蓝图上来，统一到对卫 

生改革重大问题 的认识上来 ，比较顺畅 

地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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