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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见证&ldquo;竞技场&rdquo;推平时刻　　进入21世纪，世界正在被全球化的车轮碾平，
地球村日益成为现实。
更大范围、更高频率、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
如何有效地驾驭文化冲突并最大化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价值，已成为在21世纪构建&ldquo;软实
力&rdquo;（soft power）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亟须学习和培养的关键能力。
　　16年前，塞缪尔&middot;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文明的冲突
》，随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展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亨廷顿教授说：&ldquo;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
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
&rdquo;　　当两个文明相遇、碰撞，冲突不可避免，但这也意味着文明汇聚和融合的契机。
　　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理性，使得人类有可能以善和美为指引去思考和讨论所面
临的挑战与问题。
从而，在冲突之外，还可以有辩论、分享和融合。
正如L&middot;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middot;anos）博士在《全球通史》中强调的：
一种文明、一个社会集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从别的社会集团学习到什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堪称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结出的文明之花。
1994年中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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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欧大讲坛”之政经卷，根据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演讲论坛的内容整理而成。
本书以政治、经济为主要话题，经济学家吴敬琏、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中欧工商学
院名誉院长刘吉、《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江平、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货币战争》作者
宋鸿兵、前法国总理洛朗&#8226;法比尤斯等政治经济领域的前沿领导者，就政治体制、经济改革、法
律条文、国际合作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政治经济的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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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疗体制改革　　演讲者　　李剑阁，江苏南通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学硕士。
曾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1998年3月起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
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也是国家政策制定智囊之一。
同时，他在学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事实上，我所学习的专业和医疗卫生方面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多年来我主要在宏观经济方面从事
政治研究工作。
但是在上一届政府中，我在国务院体改办李岚清副总理的领导下做了5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面的工
作，并且参与了体制改革方案的制订以及很多的协调工作。
之后，因为国务院体改办跟国家计委合并成立国家发改委，我就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虽然现在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不过由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对医疗卫生方面还是很有兴趣，经
常对此结合自己的所学做一些经济学方面的思考。
　　今天我决定换一个角度来讲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济学思考，第二个是我
理解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几个原则。
　　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我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经济
学思考。
　　第一，关于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医院医疗费用都饱受争议，有不少国家的老百姓都抱怨他们国
家的医疗体制是一个既浪费又昂贵的体系。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件事情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健康方面支付的价值是和生命价值相关的，而生命是无价的，就是说它是
没有价格可以衡量的。
也正是由于生命无价，导致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尤其是在解决温饱以后，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一直高
于GDP增长的速度。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60年时国民医疗费用的支付占GDP的5.3％；到了1980年，医疗费用占GDP的8.9
％；1990年医疗费用占到整个GDt&rsquo;的12.2％。
而到了2000年，医疗费用已经占了GDP的13.5％。
美国人医疗费用支付占GDP比例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当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在医疗费用上的支付也是越来越高。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数据，比方说美国，在1992年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已经取代了食物和烟草，成
为美国居民第一位的支出。
1997年美国居民收入的17.4％用于医疗保健，只有15.1％用于食物和烟草，15.1％用于住房，这些数据
都表明，当一个社会达到小康水平以上，或者富裕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们的医疗费用支付也会越
来越高。
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自己的生命支付出身上最后的钱的，这是现在全世界各国
医疗费用不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健康的价值取决于生命的价值，而生命是无价的。
　　第二个原因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有些地方还有特殊的情况。
比方说在西方，战后（婴儿潮）成长起来的人现在已经逐步进入退休年龄，整个社会也慢慢在进入老
龄化。
而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有很多统计数据表明，中国从一个相对年轻的社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所需要
的时间比西方社会要短得多。
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数据，说一个人在60岁（也有人说是在65岁）以后他治疗所需的医疗费用大概占其
一生医疗费用的一半，当然这是用大数定律来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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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一年，他可能又支付了一半当中的一半。
因此当一个社会进入老龄化以后，全社会医疗费用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1949年以后，对于我国来说整个社会安定了，大家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了，人口出生率在一段时间
内非常高。
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才抑制下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形成了一个人口出生高峰，而在这个
高峰出生的人到现在已经逐步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了今后几十年内，可能是20年，或者是30年，
是中国医疗费用猛涨的一个时期，所以这是有它客观因素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中国到2003年末，人均收人才达到1 000美元，还是一个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
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下，我们是有可能分享到全世界已经获得的关于生命科学和医疗方面的成果的。
我们没有理由说，当生命出了问题，或者健康出了问题时，因为没钱而没有资格享用这些成果。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愿望，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分享人类最先进的成果。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个尴尬，因为我们的经济水平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先进的东西却不
可阻挡地会传到中国来，中国的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健康或为了自己的生命，有可能愿意享受最先进的
医疗和保健的一些手段，那么这个费用肯定是很高的，和我们人均收入1 000美元是不相称的，这也是
我们国家医疗费用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都知道，医疗费用上涨受到了社会上普遍的批评，我知道医院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老百姓通常觉得医院救死扶伤是天经地义的，而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没
有办法的，因此他们常常对社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更是不满意医疗费用上涨。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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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为了保证这个市场制度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政府职能必须到位。
我想它第一件 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mdash;&mdash;吴敬琏 著名经济学家　　贫富有差距，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财富平均才不符
合社会主义，那是小生产者 的梦想，最后只能导致共同贫穷。
　　&mdash;&mdash;刘吉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我们应该重视知识型员工的管理，而重视知
识型员工的管理就要求我们要重视心理 契约，而不是书面契约。
　　&mdash;&mdash;翟继满 人力资源专家　　如果要想真正避免贸易战，就要把贸易和政治分开，不
能给贸易添加过多的政治色彩。
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带来的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mdash;&mdash;让&middot;皮埃尔&middot;雷曼 著名贸易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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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的中国早已今非昔比，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睡狮已经醒来。
然而，我们这些幸运的亲历者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在新的千年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
在医疗改革、贫富差距、经济增长等争议颇多的社会经济领域，大家又是持何种态度？
《物权法》和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给社会与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中国的资本市场将走向何方？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只在此山中，不知云深处。
或许，在《中欧大讲坛（政经卷）》中权威的专家可以为您解惑一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欧大讲坛·政经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