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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专家：陕西神木“免费医疗”引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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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建议:变个案为普适 

 

    神木县的“全民医保”既然不是“头脑发热”，又有诚意“要不断完善”，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

卫生”、“老医保”，笔者愿意提些建议。 

 

    总的思路，应按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导下，做细、做深、做实。 

 

    1.受惠对象“全覆盖” 

 

    “人人”是指国民，还是公民、人民？按笔者理解为国民。从神木县来说，有神木县户籍的当然是服务

对象，非户籍人口是否能享受服务？先说个案例，苏州市当年在讨论什么对象可享有药品零差率优惠时，原

先倾向限“老苏州”，即持有苏州市户籍的人口，而“新苏州”、“洋苏州”即外来人员不在其内。笔者认

为后者同样为苏州创造了财富，应该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目前的大趋势是

“一视同仁”，如今农民工，不论户籍，可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也可以选择城参加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或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些政策的调整都是体现了“全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 

 

    神木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已达99.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没检索到数据，还不能

说“全覆盖”。没能覆盖的可能有两种人：一种是救助对象；一种是富裕对象。前者可以通过政府代缴保费

的办法解决；后者可以通过购买健康保险来满足。这样就可能实现“全覆盖”，有利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2.完全“免费”可斟酌 

 

    “享有”，是完全“免费”的享有，还是“低廉”的享有？目前的政策已明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

化，由政府负责，而对基本医疗，只是强调“低廉”。如今神木县提出并实施“全民免费医疗”（预算1.5

～1.8亿元），是否可以调整为“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并列？这样可以完整

地率先体现中央提出的理念：“致力于坚持公共医疗卫生公益性质，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

民提供，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3.“基本”概念先界定 

 

    “基本医疗卫生”，包括医疗和公共卫生两个方面。问题是什么是基本？什么是“基本公共卫生”，卫

生部已作出规范（共8项）。难点是什么是“基本医疗”，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1978年，就城镇职工

的基本医疗保险概念曾组织过专家论证。会后总结为：“要使职工在患病时能得到目前所能提供给他的、能

支付得起的、适宜的治疗技术。”之后，出台了“三个目录”。由此可见，基本医疗不完全是医学范畴的概

念，而是经济学范畴的费用概念。它是可以用基本药物目录、基本诊疗项目、基本设施项目来界定的。神木

县如果有意实施“基本医疗服务均等化”，对如何界定基本医疗，可参照山东省潍坊市卫生局等单位的《国

民基本卫生服务包研究》成果及宁夏银川市、固原市的实践来界定。 

 

    4.“五子登科”提升服务 

 

    “服务”，主要是指谁提供服务，如何提供服务，怎样监督和评估服务。实践证明，单一的向需方投

入，或单一的向供方投入很难奏效。从神木县目前的情况看，重点在对需方的投入，主要是对起付线以上、

封顶线以下部分的医疗费用的全额补助。由于需求矛盾突出，先后采取制约供方的措施，制定《住院单病种

定额付款办法》，制订考核指标，如自费药品费用不能超过总药品费用的10%、住院药品费用不能超过住院

总药品的50%，大型检查设备检查阳性率不能低于75%，等。但未见报道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

建设。实践表明，如果这方面的体制、机制、编制、票子（财政补助）、才子（人员的配置、管理与培训）

都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五子登科”必将大大提升服务质量。这方面的政策，尤其是针对基层卫生组织的

建设，中央已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问题是贵在落实。 

 

    我们期待神木县在实现上述目标中，坚定不移，不断完善，做细、做深、做实，定能率先创建一个具有



普遍指导意义的“神木模式”。（周寿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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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评论】 

 

  相关新闻：

  ● 神木“免费医疗”推广价值不能轻易否定(2009-07-09)  

  ● 神木“免费医疗”的制度保证(2009-06-30)  

  ● “神木争论”中不该忽视的一个问题(20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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