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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衞生總費用
40,587.7億元

佔GDP百分比
6.0%

2015年 2016年

全國衞生總費用
46,344.9億元

佔GDP百分比
6.2%

2017年

全國衞生總費用
51,598.8億元

佔GDP百分比
6.2%

2018年

全國衞生總費用
57,998.3億元

佔GDP百分比
6.4%

全國衞生總費用
65,195.9億元

佔GDP百分比
6.58%

2019年

近五年全國衞生總費用及GDP佔比

單位：人民幣 來源：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 《中國衞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增投入順架構
築牢疾控防線

A8

之 公共衞生篇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張景光20212021年年22月月262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

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

力，中國取得了抗

擊新冠疫情的巨大

勝利，但依然面臨「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嚴峻挑戰。「十四

五」開局之年的全國兩會，將審

議「『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

景目標綱要」，未來五年中國如

何加快補足公共衞生短板、強化公

衞應急能力建設，料成兩會熱門話

題。北京專家認為，着眼疫情帶來的

痛點，與重大疫情息息相關的公共衞

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將進入發展快軌

道，國家會進一步加大公衞領域投入、理

順疾控架構、夯實公共衞生人才儲備、不斷強

化公共衞生法治保障，這不僅將為保障民眾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築牢防線，也為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

期的中國繼續高速發展保駕護航。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未來防疫挑戰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可能會超出大
多數人的想像。」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

宏警示，新冠病毒正從自然界的新發病毒逐漸進化為
人類社會的常駐病毒，下階段抗疫將進入持久戰。疫
情之初和病毒比的是意志，今後面對長期化的疫情和
後續常態化的抗疫，將依靠先進的公共衞生體系。

強化監測預警 創新醫防協同
北京大學衞生經濟與醫療保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劉
偉對香港文匯報指出，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我們
國家總體經受住了嚴峻考驗，但也暴露出在公共衞生
服務體系方面存在諸多結構性、制度性的不足，包括
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薄弱，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
預警能力、應對能力不足；公共衞生管理體制和運行
機制不完善、不順暢，特別存在公共衞生管理碎片
化、資源分散化現象；財政投入不足，「重醫輕
衞」、「重醫輕防」的矛盾突出，公衞人才隊伍匱乏
等。
着眼於疫情暴露的痛點，「十四五」規劃建議在這
方面着墨很重，強調未來五年要「織牢國家公共衞生
防護網，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並提
出多條建議，包括強化監測預警、風險評估、流行病
學調查、檢驗檢測、應急處置等職能；建立穩定的公
共衞生事業投入機制，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改善疾控

基礎條件，完善公共衞生服務項目，強化基層公共衞
生體系；落實醫療機構公共衞生責任，創新醫防協同
機制；完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預警處置機制，健
全醫療救治、科技支撐、物資保障體系，提高應對突
發公共衞生事件能力。

補齊應急短板堵住直報漏洞
根據該規劃建議要求，國家衞健委等部門已就未來

五年盡快補齊公共衞生、應急管理等方面短板作出相
關部署。國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撰文表示，落實「提
高應對突發公共衞生能力」，是「十四五」規劃建議
提出的重要任務，「十四五」時期將做好幾大重點工
作。
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疫情初期網絡直報系統失

靈、應急響應滯後、信息發布不夠及時的漏洞，將完
善應急響應機制和應對預案，完善信息報送機制，實
現傳染病報告信息和患者就醫症狀信息實時抓取，構
建全域監控和全流程追蹤的監測體系，把防疫觸角延
伸到各行業各領域，並建立嚴格、專業、高效的信息
發布制度；針對疾控機構權能低弱、投入不足的問
題，將優化完善疾控機構職能設置，改善疾控基礎條
件，加強實驗室網絡建設，支持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
建設，實現每個省份至少有一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
室；針對醫療體系「平戰不分」、醫院布局不均、基

層衞生體系薄弱等問題，將健全傳染病診療和救治網
絡，明確「平時」和「戰時」職責及轉化模式，建設
一批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強化發熱門診（診室）建
設，做好大型體育場館、展覽館、酒店等改建為方艙
醫院的適應性工作；針對科技投入不足的問題，未來
五年將布局建設一批國家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研究論
證新發突發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防控重大項目，突
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提高國產藥品、醫療器械和疫
苗國際競爭力……
隨着「十四五」規劃綱要通過兩會上升為國家意志
並得到切實執行，相信中國未來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
系建設料進入發展快軌道。

所謂「一流人才搞臨床，二流人才幹公衞」，長
期以來，人才問題一直是中國公共衞生體系建設中
非常明顯的短板之一，公衞工作不受重視，造成隊
伍不穩定，從業員社會地位低、經濟收入差，人才
流失嚴重，改革迫在眉睫。

與臨床職位收入差距大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
光坦言，公共衞生院校畢業生很多沒有從事本專業
的工作，而是流向疫苗公司和藥品公司去了，或者
選擇到醫院、出國。比如北京大學公共衞生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復旦大學公共衞生

學院的畢業生，真正到疾控系統工作的不到2%，
「為什麼？因為這個系統的待遇太低了！疾控系統
和醫院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拉開，從1：1變成1：
3。」他透露，僅中國疾控中心3年流失的中青年骨
幹就有百人之多。

擴大招生拓寬就業渠道
北京大學衞生經濟與醫療保障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劉偉對香港文匯報指出，當前公衞醫師專業地位嚴
重低置，未來幾年對公共衞生特別是疾控系統的改
革，應當要落實到對人的激勵上，吸引優秀的人
才、年輕的醫者願意留在公共衞生系統裏或是待在

基層醫療系統裏來做「防」的工作。
國家衞健委主任馬曉偉撰文透露，未來五年將加
強人才隊伍建設。完善公共衞生和衞生應急人才發
展規劃，健全人員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評
價和激勵機制。加強醫教協同，適當擴大公共衞生
相關專業招生規模，推進公共衞生醫師規範化培
訓，強化高校與疾控機構、傳染病醫院的醫教研合
作，以科研項目帶動人才培養。各類專業公共衞生
機構和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實行財政全額保障政策。
建立以實踐為導向的人才評價機制，優化利益分配
激勵機制，拓寬公共衞生專業人才就業渠道，吸引
更多優秀人才從事公共衞生工作。

建設公衞隊伍 提高人才待遇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
力，中國抗擊疫情取
得了舉世公認的重大
戰略成果，也暴露了

公共衞生和應急能力的諸多短板。這場
百年不遇的抗疫大考，推開了未來公共
衞生和應急體系的改革新局。

「永遠不要讓一場嚴重的危機浪費
掉。」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官方
充分認識到，抗擊疫情是中國公共衞生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檢驗，
社會輿論圍繞公共衞生應急體系系列弱
項的反思從未停止，專業領域針對「後
疫時代」衞生健康事業的建設性研究成
果層出不窮，這些都為「十四五」乃至
更長時間相關領域的治理改革提供了充
分動能。

針對應急響應緩慢問題，專業高效、
公開透明的信息監測和發布制度正在建
立中；針對疾病防控職能設置不合理問
題，上下聯動的疾控體系正在規劃中；
針對應急救治力量的短板，平戰結合的
救治體系開始固化為成果；針對公共衞
生人才外流的痛點，新的人才培養、考
核、激勵機制正在形成中……專家指
出，盡快補足這些欠賬，功在當代、利
在千秋。

歷史經驗顯示，大疫往往是大國興
衰、文明沉浮的加速器。新冠肺炎疫情
亦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增添了新變量。
中國正步入現代化新階段的重要起點。
變量中的 「危」能否轉化為變革中的
「機」，取決於中國總結得失、銳意進
取、從變局中開拓新局的能力，而
未來公共衞生及應急體系的改革成
效將是一處重要的歷史註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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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點

抗疫常態化 中國公共衞生體系改革提速

財政支出數據顯示，中國公共衞生投資明顯不
足。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研究員史漢夫指出，
雖然中國醫療衞生方面的支出近年來不斷增長，但
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與發達國家支出差距大
史漢夫介紹，一個國家醫療衞生支出佔GDP
比例用於衡量國家或地區的衞生醫療服務所消耗
的公共資源與社會經濟產出間的關係。根據
2018年全球國家地區醫療衞生支出佔GDP百分
比排名顯示，中國醫療衞生投入佔GDP比重為
6.4%，在榜單上的183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在倒數
第28位。與美國這一支出17.8%、德國的11.6%
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也低於日本8.2%、韓國的
7.7%。
農工黨中央在一份調研報告中建議，財政資金

大幅向公共衞生領域傾斜，「十四五」期間公共
衞生投入增速應達到衞生健康事業投入增速兩倍
以上。

公衞投資拉動GDP作用大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也提

出，疫情之後，財政應把計劃投資項目上的錢，
轉移一部分到公共衞生等公共設施領域，提高國
家公共衞生供給質量，並以此促進中國經濟可持
續、高質量發展。
黃奇帆說，經驗表明，財政投資鐵路、公路的

基礎設施，其只有 30%左右轉化為當年的
GDP；但投資教育、衞生、文化等公共服務及設
施，大致60%到70%可以轉化為當年的GDP。
因此，同樣是財政投入，對公共衞生領域的投資
效率更高，對GDP的拉動作用更大，同時滿足
人民群眾需要。
他呼籲，各級政府在制定「十四五」規劃時，

一定要充分重視公共衞生與防疫基礎設施、運營
體系、人才培養等方面的投資與管理運營規劃，
從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億-3,000億元把整個中
國的公共衞生系統的短板給補上。

補齊財政「欠賬」
需花二三千億

● 內地公共衞生職位待遇待提升。圖為疾控中心檢
驗員在工作中。 資料圖片

●山西太原市
疾控中心工作人員

在生鮮市場「無死
角」採集樣本，堅持常態

化疫情防控。 資料圖片

●中央支持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建設。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