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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的制度性原因及宏观后果研究》较好地把农村问题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
理论框架之中，把中国农民收入、消费过低问题和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与矛盾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比较少见。
宏观经济分析中很少专门分析农村这一部门问题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
朱红恒从农村问题入手，进行宏观分析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一种新的做法。
虽然可能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和解决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探索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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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红恒，男，1972年11月生，河南郑州人。
2007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师从袁钢明教授，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南省青年骨干教师，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导师，河南省精品课程、优秀教学团队、特色专业的主要成员。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研究成果《我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收入门
槛效应》、《经济放缓背景下农民增收的宏观困境》、《公共财政投入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出口依存度与经济风险承受能力的非匹配性》、《农业生产、非农就业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
的实证分析》等多篇论文在《宏观经济研究》、《经济经纬》、《农业技术经济》等国家核心期刊上
发表；完成《矛盾激变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经济放缓背景下河南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经济波动状态下河南农民增收途径研究》、《新型农民
企业家的培育与河南农业经济发展研究》等多项省级以上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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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医疗卫生投入　　由于公民的身体素质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医疗卫生的供给具
有公共物品性质。
因此，政府均衡地向不同群体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重要部分。
但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农村医疗卫生的供给方式与教育一样都发生了变化，财政的医疗卫生投
入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城乡公共医疗卫生差距越拉越大。
陈锡文等（2005）指出，我国财政用于医疗卫生的开支有85%是用在城市，只有15%是用于乡镇卫生院
。
从卫生经费上看，我国占人口7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30%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总人口30%的城市居
民却享用了70%的医疗卫生资源①。
国家财政对城乡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是城乡居民制度性消费品消费差距的重要表现。
　　首先，从医疗保障制度来看，在1980年以前，我国农村有90%的行政村②实行了合作医疗。
农民合作医疗、合作社的保健站和农村数量庞大的赤脚医生是保障农民健康的三大法宝③。
这三大法宝从制度、组织和人员三个方面对农村居民的健康形成了强有力的保障体系。
但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这一曾被国际社会赞誉有加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也随
之瓦解（叶文辉，2004）。
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降到了5%，而到1989年，又进一步下降到4。
8010（顾涛等，1998）。
之后，再加上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居民已经几乎无任何医疗保障可言。
虽然2002年我国重新开启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工作，但到2003年年底我国城乡的医疗保障差距
依然很大，如表3-3所示。
　　从表3-3可以看出，到2003年年底，农村居民自费医疗的比例为79。
0%④，而城市只有44。
8%。
也就是说，55。
2%的城市居民享有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障，而农村的这一比例只有21%。
而其中9。
5%的合作医疗大部分是在2002年以后参加的，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02年，农村居民除了
极少量的纯商业保险以外，几乎不享受任何的医疗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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