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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研究》作者长期在安徽医科大学从事卫生事业管理和医疗卫生政策
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并曾在南京大学攻读公共政策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
这本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
当时他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因素上的考虑，认为这一题材可为政策研究提供极大
的延展空间，而且还出于感情因素上的考虑，出于他对于农民、农村和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真诚情感
和深切关怀。
真可谓“诗言志，文关情”！
相信读者在阅读《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研究》时，透过那些对条理清晰的史实陈述和独具匠心
的学理分析，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三节　本书的篇章　结构与创新点
第二章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一节　中国古代医疗互助共济传统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中国历代官府对普通民众的医疗救济
　第三节　中国古代民间的医疗互助共济传统
　本章小结
第三章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一节　西方合作主义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节　民间社会人士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与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三节　国民政府领导的合作运动及其对中医药、农村卫生的忽视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
　第五节　近代中国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比较分析
　本章小结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一节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与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本章小结
第五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衰落与重建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衰落与重建
　第三节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恢复与重建的原因
　本章小结
第六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发展
　第一节　新农合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二节　新农合政策的启动与实施进展
　第三节　新农合制度利益相关者分析
　本章小结
第七章　新农合制度发展与医药卫生改革的路径
　第一节　新农合制度发展与医药卫生改革的政治含义
　第二节　政治与医学关系的简要考察
　第三节　新农合制度发展路径与农村卫生综合配套改革
　第四节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医改道路
　第五节　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卫生人才
　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所有这些，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发展，使元代成为中国医学流派形成发
展的重要时期，同时在客观上也有助于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为当地人民群
众寻医问药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
总之，元代医药学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医药科技史上的高峰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我国医学史上所标榜的“金元四大家”就有两家系蒙元时期出现的。
这些并不是偶然的。
 明清两代，国家政策开始转为消极，因而在医疗救济方面均无大的作为。
而民间力量则积极地进入医疗救济领域，形成对这一空间的填补，官方对此常采取支持、默许的态度
，有时甚至主动收缩自己的力量。
朱元璋的《教民榜文》和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多被赫赫地写在家谱里和祠堂中，这或者可看成是明
清政府统治策略的一种推进方式。
①明初朱元璋虽然保留了元代的惠民药局及养济院两项社会长期救济政策，但惠民药局主要是施药给
军旅的贫户，而养济院也并非如宋代的收容所有贫病之人，而主要是收养老人，所以在明开国时曾一
度称为“孤老院”；换言之，太祖心目中的这些救济机构也并非为了社会一般的贫民，而主要是安抚
军队及重申敬老的伦理思想。
而这些机构也没有得到明代政府太持久的注意，有关惠民药局的法则，最后一次的全国性颁布是在宣
德三年（1428年），主旨是由于当时的药局已普遍荒废，贫民无平价药物可取，宣德皇帝令重振医学
及药局，但是事实上，15世纪以后明代的惠民药局制已经失去了作用，中央法令已无从挽救，从方志
的资料可以看出，到了16世纪中叶，连最富裕的江南地区的惠民药局也大部分只具虚名，而没有任何
实际功能。
梁其姿从45种方志的资料中查看55个江南县治内惠民药局的情况时发现，到了1566年，28个县域内的
药局已经荒废，19个情况不清楚，只有8个表面上仍然有施药功能。
这个抽样调查足以说明药局制度在此时已产生不了作用。
养济院的贪污舞弊等腐败现象，早在宋代的济贫机构中就已出现，到了明代，更是变本加厉。
地方官的疏懒，使下面直接管理院务的胥吏有机可乘，导致“养济院中非尽贫汉，贫汉有填沟壑耳”
②。
所以，明代虽然在名义上每县都有养济院，但对贫病之人的生活已没有太多实际上的保障。
 清沿明制，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初即注意到了对老弱病残群体实施救助的问题。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战事正酣，政府财政也非常拮据。
尽管如此，清政府还是以顺治帝的名义下诏对“穷民鳏寡孤独废残疾不能自存者”“告给养济”；顺
治砗（1648年）十一月，清政府又明令发挥养济院的作用；康熙朝以后，清朝仍然致力于全国养济院
系统的构建。
经过长期的努力，清朝各地州县几乎普遍建立了养济院，甚至台湾、新疆、广西也不例外。
据研究者对江苏、浙江、安徽等7省132个县的调查，除2个县以外，其余130个县均有设置养济院及相
关事物的记载。
但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同时也防止容留过滥，与明代一样，清朝各地养济院
收养的孤老残病人员均有数量的限制，固定养济名额和口粮物资标准。
为了减轻地方政府负担，清政府鼓励民间富户及政府官员捐资养济院，形成以官方拨款为主、个人捐
助为辅的资金筹集模式，其管理由地方官负责监管，对可能出现的胥吏营私舞弊行为，采取相应措施
，予以防范。
其基本做法是，养济院的日常管理工作，特别是发放口粮，主要依靠院内的被收养人员进行，“于十
人内遴选一人为甲长，开明年貌姓名，呈报该管官，造册存案”，避免胥吏插手。
有的养济院甚至规定，经理之权只可交给当地老耆、乡绅。
①这表明，即使是政府的救济事业，也要求有民间人士的参与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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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研究》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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