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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医难”看政府职能转变 

冯志强 

公共管理学院05级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近日，在网上看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位医生拿着长约三、四米的费用单给患者。虽然漫画内容有

些夸张，却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近年来，人民群众“就医

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 

    “就医难”在我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同表现。仅从教师和儿童两个群体来看，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

的“就医难”问题。 

    教师，授人书而解其惑者也。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一些相对发达的

地区，教师的就医问题还解决得比较好。但在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教师的就医问题实在令人担

忧。山区教师普遍反映，长期生活在大山里，工作压力大，担子重，很多老师都身患疾病，却因医疗条件

差而得不到及时的检查和治疗，即使在乡卫生所看了病医药费也无法报销。学校每年从教师工资中扣除240

元投入医保，但最终却很难兑现。因此，不少教师即使有了病也不愿到卫生所治疗，身体状况受到严重的

危害。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他们的强弱决定着祖国的未来。河北省邢台市任县的小亚康患了先天性心脏病中

很严重的法乐四联症，由于家庭困难，长期疏于治疗，他的家庭面临着极为残酷的抉择：不动手术，只能

任由病魔夺去他的生命；动手术，存活的几率在90%以上，可他的家庭确实无力承那担近5万元的手术费。

这仅仅是我国贫困儿童就医难问题的一个缩影。目前我国因家庭贫困看不起病的儿童到底有多少，尚无具

体统计，但以下的几个数据可见一斑：河北省，仅每年向全国各级妇联寻求帮助的儿童就有2万多名。河北

省人民医院儿童医院与国际慈善组织“扶轮社”要免费救治20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消息在媒体上公布不

到10天，符合救治条件（家庭年收入在500元人民币以下，且接受过政府救济）来医院登记就诊的就有５０

０多名患儿。 

    既然问题出现了，就要有人提出解决的办法，两会代表委员建议，加快卫生体制改革，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首先，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其次，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再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深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药品生产流通秩序。 

    笔者认为，“就医难”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医疗体系还不够合理和健全，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还

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体现。现在一个专家门诊就是几块钱，医药不分家，医疗费用从药费上进行“弥



补”，所占比重令人震惊，医药流通体制的中间环节又过多，种种原因使药价虚高，这也就造成了就医难

的问题。在国外没有药价虚高的现象，主要是他们实行了医药分家，而且他们的药品流通体制也十分规范

和合理。体制改革和规范不仅仅是单纯地降低药价，还应让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 

    同时政府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方面做得不够充分。印度和我国在许多方面都很相似，比如，都是发

展中国家，都是人口大国等等，而印度就没有出现过就医难的问题。他们的有些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印度自１９４７年独立以来全国所有的国民都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医疗。主要措施有：首先以最小的投

入换取最大的回报。先从小病看起，如果小病能够得到及时治疗，则可以有效防止其发展成为大病，节省

了很多的医疗支出。其次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得其所。政府每年用于免费医疗的费用占政府支出的

很大比例。第三是将有限的投入公平地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尽量做到公平，公正。最后是两条腿走路才

能走好，穷富各有所依，既扶持政府医院稳定运转，又鼓励私立医院健康的发展。 

    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我国政府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作为一个实实在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政府

机关应该积极地解决这个关乎所有国民生命健康的问题，把人民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加大医疗卫

生事业投入，深化卫生体制改革。有很多人认为“就业难”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这也不是没有道理

的空谈。希望政府应善于总结和吸收先进经验，努力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目标，彻底解决

“就医难”问题，做一个不失信于天下，得民心的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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