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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年前，我牵头组织了“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研究中“国家药物政策”课题研究，邀请国务
院研究室陈文玲司长主持了其中一项重要的子课题研究。
陈文玲司长主持组织国内专家对药品现代流通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并出版了
《药品现代流通研究报告——中国药品现代市场体系的研究与设计》一书，当时我就十分欣慰地为这
本书题写了序言。
时隔不久，我又看到了一本由陈文玲司长和易利华院长主持并组织国内专家编写的《中国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报告》，在认真翻阅这本书之后，深为钦佩。
我认为，这本书不同凡响，有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开创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这么多年
，之前还从未有一本书对其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在这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是奠基之作。
二是系统性，这本书既有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历史沿革的回顾，又有一些必要的国际比较，还有医改
中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最为可贵的是，这本书梳理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还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三是思辨性，《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梳理，提出了
作者本人的认识和看法，其中有些看法很有见地。
尤其是提出了一些可能仍然存在争论的观点，正是这些才使其成为一本具有思辨性、能给人以启迪的
好书，四是针对性，这本书针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五个方面进行设计，书的体例也按照这五项工作
进行排序，这种针对性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报告>>

作者简介

　　陈文玲，女，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任中国市场学会、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中国物流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
长等社会职务。
在宏观经济、国际经济、现代流通、现代物流、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等方面造诣尤为深厚，系统地研究
并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的新理论。

　　连续多年参与党中央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领导讲话稿等重大文稿的起草工作，并先后参
与“十五”、“十一五”、　　“十二五”相关规划的研究及评审。
向中央、国务院专送报告达170多期(份)，其中近100件得到有关领导的批示和表扬。

　　出版著作、译著18部(含合著5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近300篇。
近年荣获国家级奖励2项，部级奖励十余项。
2009年获“建国60年中国流通领域有突出成就人物”称号。

　　她最早提出的药品价格问题和关于药品流通及药品市场建设的研究，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
重视。
由她主持的关于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框架的设计，得到国务院李克强副总理的批示。
最早提出的关于“四个分离”的重要政策建议，也成为医改的重要要求。
2011年被聘为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委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报告>>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政策
　第一节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一、第一阶段：中国医药卫生政策的初步建立——萌芽阶段
　　二、第二阶段：转型时期中国卫生政策变革的尝试——探索阶段
　　三、第三阶段：中国新医改政策的推行——破冰阶段
　第二节　全球卫生体制改革进展
　　一、福利国家型医疗体制(以英国为例)　　
　　二、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以美国为例)　　
　　三、社会参与型医疗体制(以El本为例)
　第三节 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中存在的突出困难
　　二、当前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三、推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对策
　　四、对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的预测及评点
　第四节　进一步推进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建议
　　一、关于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问题
　　二、关于补需方还是补供方的问题
　　三、关于采取英国模式还是采取美国模式的问题
　　四、关于公立医院是实行“收支两条线”还是彻底进行改革的问题
　　五、关于医生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何建立的问题
　　六、关于重点发展公立还是非公立医疗机构的问题
　　七、关于医疗服务价格、药品价格管制是放还是收、是升还是降的问题
　　八、关于医疗保险是“保大病”还是“保小病”的问题
　　九、关于社区卫生组织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十、关于城乡一体化还是城乡二元化的问题
　第五节　五大卫生政策简析
　　一、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
　　二、稳步推进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取得初步成效
　　三、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四、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落实预防为主
　　⋯⋯
第二章　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第三章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第四章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第五章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第六章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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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阶级性：是政策的最根本特点。
正误性：任何主体的政策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时效性：政策是在一定时间内的历史条件和国情条件下
，推行的现实政策。
表述性：就表现形态而言，政策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外化为符号表达的观念和信息。
它由有权机关用语言和文字等表达手段进行表述。
医药卫生政策是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医药卫生工作中应该达到的奋斗目
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
第一节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的历史沿革和现状20世纪50年代初，在城乡建立的“劳保医疗”、“公费医
疗”、“农村合作医疗”等标志着中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建立。
当时卫生服务的政策要求是低水平、广覆盖。
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意义深
远的变革与发展。
我国医疗卫生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和任务，1949年建国后中国医药卫生政策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中国医药卫生政策的初步建立——萌芽阶段；第二阶段，转型时期的中国卫生政策变革尝试——
探索阶段；第三阶段，中国新医改政策的推行——破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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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报告》：一、中国医药卫生改革政策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三、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五、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六、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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