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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规划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定位准确，紧紧围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符
合卫生发展趋势和要求；二是科学性强，前期调研充分，完成了5个规划编制的形势分析；三是可行
性强，由专家学者和卫生行政部门人员联合编制，特别是与发改、财政部门密切配合，并且提出了推
进区域卫生规划实施的十七个重大行动计划，以此为抓手来落实规划内容，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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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区域卫生规划基本理论与基础研究
　第一章　区域卫生规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制定与实施区域卫生规划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三节　区域卫生规划与资源配置研究进展
　　第四节　我国区域卫生规划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第二章　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卫生发展定位
　　第一节　国际卫生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内卫生发展趋势
　　第三节　海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
　　第四节　海南省卫生发展定位与思路
　第三章　海南省卫生改革与发展现状
　　第一节　海南省医疗卫生发展现状
　　第二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
　　第三节　海南省卫生改革与发展存在的问题
　　第四节　深化海南省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建议
　第四章　海南省居民健康需求及挑战
　　第一节　海南省人口动力学转变
　　第二节　疾病模式的流行病学转变
　　第三节　重大疾病与健康问题的变化
　　第四节　健康危险因素的变化
　　第五节　健康和卫生资源配置的差异性
　　第六节　海南卫生服务需求的基本判断与政策建议
　第五章　海南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研究
　　第一节　研究海南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的意义
　　第二节　1990～2005年海南省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的变化
　　⋯⋯
第二部分　区域卫生规划与资源配置标准
第三部分　统计分析、规范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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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瑞典瑞典在近几十年来随着卫生改革的进程，制定卫生计划的方法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瑞典通过长期规划来制定卫生计划，并据此来制定年度预算。
20世纪80年代后，其卫生计划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特别在卫生服务计划和卫生计划制定方法上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比如从过去的“以医疗为依据”变
为“以居民需要为依据”，其目标是使“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保健服务公平性获得”，资源
配置的具体方法被称为“斯德哥尔摩模式”，与英国的York模式有较大的区别。
2.社会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以法国和日本为例。
以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德国、法国等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的筹资与提供是分离的，医疗保险机构与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机构之间以合同购买关系为主，服务提供主体可以是公立机构，也可以是营利性或
者非营利性的私立机构，因此是从全社会角度控制医疗总费用上涨，所以就必须有效控制医疗服务的
供给规模和能力。
由此导致这些国家既要制定政府医疗服务能力的规划，又要控制社会对医院床位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1）法国法国在制定区域卫生规划的过程中，既对一个地区卫生资源配置的标准和数量提出严格的
要求，又根据地区间以及公立、私立医院间在卫生资源以及需求方面的差异而提出不同的要求。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报告显示：法国卫生系统整体效能排名世界第一。
文献研究提示，这主要是得益于法国政府长期推行的区域卫生规划政策。
法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制定和实施区域卫生规划作为调控卫生资源配置，实现卫生服务目标的重要
手段。
（2）日本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卫生服务体系等方面，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1985～2005年，日本政府对医疗法进行了5次修改，其中有三次都与区域卫生规划有关。
1985年是医疗法颁布40年以来进行的第一次修改，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区域卫生规划，旨在控
制病床的无序增加，推进各地医疗服务提供体制的系统化。
区域卫生规划不仅对公立医院而且对私立医院的病床数量进行限制，并且注重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的建
设。
但实际情况并没按区域卫生规划所预想的发展：医疗机构尽可能增加病床数量，不仅导致医疗设备投
资热，而且导致护理人员需求量增加。
1997年日本医疗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主要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改变导致住院需求增加的
挑战，完善补充了区域卫生规划制度，也为实施照顾保险制度奠定了基础。
2005年医疗法进行第五次修改，这次的修改是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为宗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是区域卫生规划的修改：在各地建立急救医疗体系和医疗机构间的协作体制。
新的规划是从2008年4月开始实施，为完成区域卫生规划的目标，每5年进行一次现状调查和分析评价
并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改。
日本区域卫生规划的重点是机构和床位。
政府根据床位数设立医疗机构，规定20张床位以上的医疗机构为医院，19张床位及以下者为诊所。
其配置标准是平均每万人拥有一所医院，每800人有一所诊所，区域内的床位数则由区域内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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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卫生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以海南省国际旅游岛为例》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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