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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与医疗体制改革的互动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王绍光 

 

这儿有一个互补性，我讲的题目叫做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作，目前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理论家的基本概念来重新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历。  

这个作家1944年，哈耶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出的的一本书有60多年了，他里

面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自我调整的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存在

很长，如果存在很长就会毁灭人类和自然。所以是一个很威胁的东西。  

他同一个概念就是双向的运作。保护的手段是一些保护性的立法和其他的政府干预

和方式，他的理论在中国很长时间没有很多人的兴趣。我记得84年我把这本书带回来请

朋友翻译也没有人有兴趣，这本书的中文版一直到去年才出来，说明中国人可能需要看

这本书了，就是2007年浙江出版的这本书。用他的观念来看这本书的话，可能有另外一

个视角。很长时间，中国确实经历了一个大转型，这个大转型也是由双向运动构成，换

句话说就是简单说明一方面由政治的强力来推动市场的改革。哈耶克的讲法是不管是中

国还是外国，他其实用了英国的例子。另外引发反向的运动，就是要自我保护的运动，

我们用这个来看，我们可能看到中国过去60年的的历史，从大的方面可能分为三个时

期。  

第一个时期49年到84年，这个主要就是伦理经济，这个时候也不要由国家直接来提

供福利。第二个时期是85年到98年到99年前后，这个基本上把效率和经济增长放在优先

的地位。99年以后，我觉得中国就开始看到了一种新的运动，就是反向运动，同时也出

现了社会政策。他的结构大概简化的说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不需要国家提供公

共福利，不需要国家有社会政策是有单位和城市里面的单位和城市里面人给他们提供福

利，你没有任何单位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福利，单位跟地方政府是占约数。  

84年以后发生了比较大在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以前可能注重的是公平和安全。但是

84年更多放到了社会经济上面，就是要把饼做大。如果跟市场相关的东西作为一个划分

的话，79年和 83年出现的主要是消费品的市场，尤其是农贸市场。84年和92年就出现

了市场体制。到93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不仅是市场体制，可能是市场社会。就

是社会经济原则不仅在经济领域里面试用。  

然后我们有一个例子，就是从卫生和健康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把健康的总支出

看成三份，一个是社社会保险，一个是政府财政的支出。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晰，在改革

以前甚至在80年代以前，份额实际上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到85、86年的时候才有四分之



 

一左右。一直到本世纪初份额就非常高。2001年前后达到了60%左右，在所有国家里

面，按份额来算，个人的钱就出得太多了。我跟别人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没有

太多的私人医院。从这个定义上来看它是市场化的。  

以前的体制基本上没有打破，伦理近来体制就打破了，就是单位和个人和农村质检

部之间不存在包起来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单位情况好的话可以给你报销医疗费

和其他的费用，但是你一旦单位不好，理论上虽然可以报销医疗费，在90年代根本就不

能报销。由于这样往市场化的方向走，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市场显然只为有支出能

力的人服务，在这样情况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不平等的扩大，包括收入方面的，包括财

富方面，也包括健康和教育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这是带来的看的比较多的系数算的各

式各样的不平等，我就不说了。  

90年代我也研究，大部分是跟不平等有关的。99年以后，我觉得我们看到的一种新

的东西，就是反向的运动。反向运动大概它的目的就是要把主要的一些福利或者服务让

它成为非商品化，手段就是再分配的手段。新出现的体制就是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就

是老百姓，当然是过分简化的体制，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能力来向政府交税，同时

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援助和社会服务，变成这样的一种体制。  

我们也看到从99年以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有些时候我们会说中国在

21世纪之前可能只有经济性的政策，没有任何的政策，真正出现社会政策可能在过去这

些年。比如说 2002年大规模的推广城市低收入保障，03天以后费税改革，04年降低农

业税，后面有义务教育，先免费在中西部农村，然后所有的农村然后到整个城市。还有

其他的一些廉租房06年出现等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以我看无非是达到两个目的，一

个是降低不平等，一个是要降低人类的不安全。当然时间有限，我不能一方面一方面

讲，我看到在岗地不平等和人类不安全的问题上在过去不管有说法，而且还有成效。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地区差异，刚才有人讲到了，我们看到解决地区差异的

手段是增大中央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的钱绝大部分去了中部和西部省份。结

果就是我们如果用差异系数来看审计的人民GDP的差距的话，我们发现从04年出现了一

个新的局面，就是地区差异开始显得缩小了。缩小有不同的解释，有好几种动因在里

面，一个是统计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按照各个省的人口，所以04年有一个大的下降。  

刚才也有人谈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重心发生转移，可能也造成了收入分配的效果。

仅仅是统计口径可能解决不了，可能还会有下降的趋势，这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成就，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地区差距出现了一个转向，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还值得

解释。  

另外一个是安全方面也出现了变化，我还用这张图，就是医疗的，我们看到01年的

时候，政府个人得开支是60%左右。到2006年的时候降到50%左右，现在的趋势，前几天

中央刚刚公布医疗改革征求意见稿，虽然有很多争议，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总比以前的

情况要好，如果实施的话，显然有利于中低收入的人们。  

一直到2002年年底中央决定用财政的钱重新建立合作医疗，才回复的比较快一点。

同时在环境保护上面，我同样看到一些新的例子，这张图是看中国的的环境污染方面的

支出。我们看到不管从决定额上看都有一个趋势。所以如果简单的小节一下，现在中国

政府既有财政的能力，也有了政治的意愿来引入更多的社会性的政策。虽然不管是政府

的财政能力还是政府的意愿还不够强。  

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在两方面做出改善，但是终于在中国出现了社会政策，我觉得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转折，一方面往市场经济的方向突飞猛进，同时也出现一个反向运

动，用这样的视角来看，我希望对我们重新看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有所帮助，谢谢各位。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6日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该文是王绍光发言的纪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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