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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18日，由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卫生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

届论坛将以“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为主题研讨卫生改革与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出席会议。卫生部部长、论坛主席陈竺出席论

坛并讲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孙志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陈传书，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

主任申英秀，法国劳动、就业与卫生部长贝特朗，墨西哥卫生部长科尔多瓦等出席论坛。本次论坛由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

国强主持。 

    陈竺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GDP连续30年保持了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的经济奇迹，2010年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

二。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发展，把改善贫困、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作为公共政策重点。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

卫生改革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从2009年4月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参保率从

2000年的15%左右提高到2010年底的近95%，共覆盖了12.7亿人。国家基本药物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到今年6月底，在全国98%的政府举办的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群众对基层医疗服务利用增加，201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诊量达

到36.1亿人次，比2008年增加2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正在加快推进。针对一般社区居民和重点人群，政府提供了包括10类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等工作逐步落实。针对重点人群、重点地区和重点健康问题开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进展顺利。公立医院改革在

全国各省开展试点，并选择17个城市作为国家联系试点地区。试点地区的公立医院推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政策和措施，人民群众的看病就医感

受明显改善。 

    陈竺指出，通过不懈的努力，近年来中国卫生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从我国2001-2010年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变化，能够反映

出医改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及其带来的成效：在这十年期间，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15.93%提高到28.56%，反映出政府卫生投入

责任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等社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4.1%增加到35.92%，说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分担医疗费用的能力不断提

高；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则从59.97%下降到35.52%，凸显了居民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大幅减轻。随着医改工作的不断深入，个人卫

生费用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二是从1990-2010年20年间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看，从1990年的94.7/10万降低至2010年的30.0/10万，比1990年

降低了68.3%，城乡差距也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三是婴儿死亡率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32.9‰降低至2010年的13.1‰，比1990年降低了

60.2%。四是人均期望寿命不断提高。由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目前的73.5岁。总之，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改善明显，主要健康指标已处于发展

中国家前列。 

    陈竺说，卫生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深化医改的理念、方向、目标、原则、制度和主要政策，符合国情、符合卫生发展规律，特别是

两年多来深化医改五项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为“十二五”时期卫生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卫生改革发展的关键

时期，同时，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加速、健康模式快速转变的挑战。 

    陈竺介绍了“十二五”时期对卫生改革发展的展望。“十二五”时期医改的目标是：巩固2009-2011年五项重点改革成果，以“人均预期

寿命提高一岁”为核心目标，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和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到2015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使全体居民人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可及性、服务质量、服务

效率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居民个人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促进基本医疗服务逐步均等化，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和人群健康状况差异

不断缩小，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国民健康水平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十二五”期间的主要指标是：人均期望寿命提高一岁；婴儿死

亡率降低到12‰；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到14‰；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十万分之22。 



    陈竺强调，“十二五”时期是中国卫生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实现“十二五”卫生发展目标，卫生部确立了以下医改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新农合制度覆盖率维持在95％以上 ，不断提高筹资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筹资和保障水平差距，开展重大

疾病保障工作，全面规范推进支付方式改革等。 

    二是以县级医院改革为突破口，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进一步规划公立医院服务体系，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立医院监管机

制。 

    三是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完善基本药物目录，不断提升药品安全水平和人民群众用

药安全满意度。 

    四是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好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和层级，促进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提高医疗连续性，鼓励和

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五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继续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不断扩大服务内容，针对重大疾病防控、重点人群以及健

康危险因素三大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六是积极发展中医药作用。要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和基本药物制度中的作用，完善中医医院服务体系。 

    七是加快健康产业发展。推动医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发展健康服务业，推动老年护理、心理咨询、营养咨询、口腔保

健、康复、临终关怀等服务业的开展。（卫生部新闻办2011年8月18日发布） 



    （摘自卫生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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