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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核心 建補償監管機制
回歸公立醫院公益性 解決看病難看病貴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叢書、

李茜婷）近幾年來中國的醫患關係日趨
緊張，醫療糾紛日益增加。一方面經常
有病人投訴、毆打甚至殺死醫務人員的
事件發生，另一方面醫務人員也因待遇
低、行醫風險高多有抱怨，日前在網上
熱傳的《醫生含淚十問》直陳醫療工作
者在工作中的困境，更是讓衛生部副部
長黃潔夫百感交集。

14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

任、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
小組辦公室主任孫志剛就「醫患問題」
表示，經過四年，在已經推進的基層醫
療衛生機構改革完成之後，在基層醫療
機構看病，醫患的關係是和諧的。

但他也直言，當前醫患關係緊張的問
題在不少地區仍然存在。要重建和諧的
醫患關係，維護正常的醫療服務秩序，
首先要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制教育，要依
法保護醫生的合法權益，同時要依法保

護患者的合法權益。加強醫德、醫風的
建設，要注意在全社會形成尊醫重衛的
良好氛圍。此外，還要加快推進公立醫
院改革，逐步扭轉公立醫院的逐利行
為，建立體現公益性和高效率的新運行
機制。「我想通過法制建設、法制教
育、醫德醫風建設、社會風氣改善，以
及加快推動公立醫院改革的步伐，醫患
關係會逐步的好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茜婷、李叢書）

隨㠥全民基本醫保制度框架和基層醫療衛生機

構運行新機制的建立，中國醫改已步入深水

區。為破解這一世界性難題，令民眾受惠，衛

生部門再次出招。在3月14日的全國人大「醫藥

衛生體制改革」發布會上，中國衛生部副部長

馬曉偉指出，未來中國醫改工作重點在於建立

補償機制和監管機制，「這對於公立醫院回歸

公益性十分重要，也是未來改革的核心內容。」

經 過三年多努力，中國醫改讓老百姓看到了解決
「看病難、看病貴」的曙光。馬曉偉表示，目

前，中國已有22個省，431個縣級地區已取消公立醫院
藥品加成，17個省對試點地區的醫療服務價格進行了
全面調整，27個省開始了支付方式的改革。

加大投入 理順價格體系

「公立醫院改革進入深水區，說到底是補償機制建
立的問題。」馬曉偉指出，補償機制的建立取決於三
方面工作：一是加大政府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包
括基本建設、大型儀器設備、離退休人員資金的投
入，以及公共衛生事件的政策性虧損補貼；二是改革
支付方式，要通過醫保，加大對醫療機構的約束和激
勵機制；三是理順價格體系，使醫生的技術勞務價格
能得到承認，藥品和儀器設備的價格能有所降低。

在建立監管機制方面，馬曉偉稱，醫院內部的監督
管理與補償機制有關係。如何建立符合醫生職業特
點，以醫療的數量、質量、風險程度以及患者的滿意
程度為標誌的，公益性為核心的薪酬支付制度，是這
次改革的重要方面。

養老醫療 加強醫保監管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基礎養老醫療保障網已在中國形
成鋪開，醫保基金的監管成為每一個患者最關心的問
題。對此，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務院深
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曉義指
出，醫保監管面臨幾個風險：一是基金管理者是否可
靠，是否有貪污、挪用的問題；二是醫療服務機構、

藥店等是否會套取醫保基金；三是參保者是否會藉㠥
醫保提高水平、增加保障來騙取醫保基金。

推20禁令 為醫保劃紅線

針對以上問題，胡曉義表示，近期人社部專門出台
了20條禁令，即社會保險工作人員的20條紀律規定，

為醫保監管劃出紅線，不准跨越。他續指，要加強第
三方監管對醫療機構和藥店的「干預」，人社部正在與
衛生部積極配合，將醫保的信息管理網絡連到各個地
方的服務醫院，使每一次診療、每一個處方都能夠在
網絡上運行，得到實時監控。「這不僅有利於基金的
安全，亦有利於促進醫院加強內部的管理。」

湖南省長徐守盛：能擔當重任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省長
徐守盛：習近平總書記是非常
好的一個領導人，能擔當強黨
強軍強民的歷史重任。徐守盛
說，在實際工作中，習近平總
書記提出的「要堅守底線，善
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令其

在實際工作中受益良多。 ■兩會報道組 軼瑋

河南省長郭庚茂：走向新的勝利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省長
郭庚茂：非常高興習近平當選
國家主席，因為他是一個合格
的國家主席的人選，相信他一
定能帶領全國人民走向新的勝
利。 ■兩會報道組 葛沖

澳中聯辦副主任李剛：港澳政策不變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中聯辦
副主任李剛昨日向本報表示，
未來涉港澳政策不會發生變
化。他說，不管國家領導人怎
麼變化，中央對港澳的方針政
策都是一貫的，不會因人事的
變動而發生變化，這是肯定
的。 ■兩會報道組 葛沖

人大財委呂祖善：眾望所歸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
經委副主任委員呂祖善：習近
平高票當選國家主席是眾望所
歸，希望未來經濟能更平穩健
康發展，社會能更和諧穩定。

■兩會報道組 葛沖

蘭鈾總經理朱紀：施政穩健有力

全國人大代表、中核蘭州鈾
濃縮有限公司總經理朱紀：

「我最贊同習近平主席的那句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朱紀還用了「思路清晰，決策
有力，施政穩健」十二個字形
容習主席的執政風格。

■兩會報道組 李欣

魯藥董事長趙志全：期待新改革

全國人大代表、魯南製藥集
團董事長趙志全：時下的中國
需要改革，期待在以習近平為
首的新一屆領導人的帶領下，
中國各項事業健康發展，把現
在的成就作為新的起點，推進
國家改革開放。

■兩會報道組 李欣

扭轉治病逐利 解決醫患矛盾

■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改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就「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有關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新華社

■醫改問題是社會熱點，記者踴躍舉手提問。 新華社

軍人代表談軍委主席

官員代表談國家主席

張海陽上將：
提信息化戰力

全國人大
代表、二炮
政委張海陽
上將：習近
平的「從嚴
治軍」與歷
任軍委主席
的 一 脈 相

承，體現了新形勢下對軍隊建
設的新要求。今後部隊的一切
工作都要向能打勝仗聚焦，尤
其要努力提高打贏信息化條件
下局部戰爭的能力。

■兩會報道組 李叢書

劉源上將：
當之無愧

全國人大
代表、解放
軍總後勤部
政委劉源上
將：習近平
出任軍委主
席是當之無
愧 ， 非 常

好。外界對於習近平提出的敢
打仗、打勝仗有過度解讀，以
為每時每事都要打仗一樣，實
際上，習近平對自己的兵提出
敢打仗、打勝仗的要求是天經
地義。 ■兩會報道組 葛沖

鍾志明中將：
務實有魄力

全國人大
代表、瀋陽
軍區副司令
員鍾志明中
將：習近平
務實、重細
節 、 有 魄
力，是一位

非常強的領導人。選舉過程很
嚴肅，亦很享受，因為全程都
憑自願，沒有半點強迫。

■兩會報道組 軼瑋

周來強中將：
民族復興希望

全國人大
代表、空軍
副司令員周
來強中將：
習近平當選
國家主席、
軍委主席是
全 黨 、 全

軍、全國人民的願望。只有把
軍隊和國防建設搞上去了，中
華民族的復興才有希望。

■兩會報道組 葛沖

白文奇少將：
強軍夢定實現

全國人大
代表、濟南
軍區副政委
兼海軍北海
艦隊政委白
文奇少將：
非常高興習
近平當選軍

委主席，期待未來軍隊和國防
建設能按照中共十八大精神，
得到加強。強軍夢肯定會實
現。 ■兩會報道組 葛沖

楊建華少將：
努力提高戰力

南京軍區
的全國人大
代表楊建華
少將：今後
習主席還會
對軍隊有更
高的要求與
期待，而解

放軍官兵亦會在軍事訓練方面
努力提高戰鬥力。儘管目前中
國在南海、東海面臨一些複雜
問題，但中國能夠做出合適、
得體的應對。

■兩會報道組 馬琳、李欣

王華勇少將：
建設海洋強國

南海艦隊
政治部主任
王 華 勇 少
將：希望在
以習近平為
核心的新一
代領導集體
帶領下，中

國能逐步實現海洋強國這一夢
想。建設海洋強國，維護海洋
權益，中國還有很遠的路要
走，不能等也慢不得。

■兩會報道組 馬琳、李欣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

組 王曉雪）昨日全國人大選
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家領導
人，水利部原部長汪恕誠認
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經濟
領域的改革，一要促進生產
力的發展，二要促進經濟結
構的合理調整。「當前環境
問題越來越突出，對新一屆
政府來說，結構調整的任務
要重於發展速度，這就要看
國家領導人的決心了。」他

並指出，中國近年來一直在提經濟結構調整，但始終調
整不過來，核心在於體制問題，若體制不改革，經濟結
構調整仍是一句空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

北京報道）針對黃浦江發現大
量死豬一事，環保部部長周生
賢昨在大會前表示，上海環保
局正在加緊監測，到目前為
止，還沒有發現水質超標問
題。周生賢說：「這個事件總
體由農業部牽頭調查，最後肯
定會給出滿意的答覆。」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對「人豬
穿越的問題」作出了解釋。他
表示，日前的「人豬穿越」，是
個「烏龍」。「豬不存在火化問
題，只能是無害化處理掩埋。」
他坦言，「昨天我的回答是想
讓人民群眾增進對殯葬收費和
殯葬管理服務的了解。」

汪恕誠：體制改革看決心
「人豬穿越」是烏龍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

叢書、李茜婷）所謂異地就醫，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
長、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
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胡曉義
解釋，就是超出自己的統籌地區
去就醫，就有一個跨地區怎麼報
銷的問題。

對於如何實現全國統一報
銷，胡曉義表示，解決這個問
題，還需要有一些政策和措施
的完善，有一個相當長的路要
走。

他指出，首先要做到信息的
統一。「如果全國13億人的信
息管理系統不統一，那麼跨地
區就醫以後的報銷就會非常複
雜，所以大力推進統一的社會
保障卡。」據透露，2010年統一
社會保障卡僅發行1億零3百萬
張，到現在為止已經發行了3億

5千萬張，今年將達到4億8千萬張。這
張卡裡有所有人的基本信息，可以搭建
一個技術平台，藉此實現全國聯網。

其次，他表示，政策標準也要逐步地統
一，否則跨地區報銷難以實現。「但是政
策標準統一是跟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直
接關係，這還是需要有一個過程的。」因
此，他鼓勵群眾根據整個政策制度安排看
病，即小病在基層看、在本地看，有疑難
雜症、重大疾病到中心城市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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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恕誠

燙傷急求醫 苦等一小時
兩會期間，本報一記者不慎被開水燙

傷，大腿通紅淋漓一片。將其攙扶至最近

的一間二級甲等醫院，欲掛急診號火速就

醫，卻被告知急診不看此等急症，燙傷需

掛三樓皮膚科，並推薦加5元掛專家號。

依言照做，攙同事跛行至三樓皮膚科

前，門內醫生聽罷來意神情自若，道：

「燙傷請往回走看外科。」折回至外科門

診，醫生一臉茫然，直言並非專家，專家

號請往右邊間。聞言即往右旋入，裡面空

無一人，問過往護士專家所在何處，答

曰：「我是眼科護士，不知外科醫生在

哪。」並囑咐受傷同事要忍痛，勿吭聲：

「都這樣了，別叫，叫了也沒用。」

等至姍姍來遲的專家，距離入院之初

已近一小時，最後獲診「深度二級燙傷」

的同事，其形可憐。身旁一在京讀書的

學子忍不住插嘴：「這間醫院算快的

了，其他大醫院都要提前幾個月預約。」

中國醫改進入了第四個年頭，解決看

病難，依然任重道遠。費孝通在《鄉土

中國》中指出，舊結構有其慣性，而新

結構不是現存的，需要有人發明、試

驗，才能被眾人接受，進而完成社會變

遷。在這新舊交替之際，是一個無所適

從的時期，這時產生了「文化英雄」，他

提出辦法，制訂模式，引導人們走出窠

臼。走在北京前列的全國醫改，是否也

可以如眾人所期待的，發現一種敢為人

先的引領模式？

醫改，切中要點了嗎？

■兩會報道組 李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