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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日，在京举办的热点问

题形势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

陈竺作了题为《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逐步缓解群众看病就

医问题》的报告。陈竺指出，我

国将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统筹推进医改近期五项重

点任务，进一步缓解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 据新华社

陈竺介绍说，政府从2009年开始面向

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包括健康档案管理在内

的 9 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分别有

48.7%的城镇居民和38.1%的农村居民拥有

了健康档案。

他透露，为保障各项服务的开展，建立

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2009

年开始按照人均不低于15元的标准落实

经费，2010年全国平均达到了17.5元，2011

年将提高到25元。

陈竺表示，基本公共卫生经费投入

增加后，要相应拓展和深化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内容，扩大服务人群，完善服务规

范，提高服务标准，增加服务项目，使群

众更多受益。

如何让百姓“少得病”？

●药方公共卫生经费提至人均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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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说，要通过建立比较完善的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使人民群众不

出社区和乡村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

服务。

他说，2011年，还要采取订单定向免

费培养医学生、招聘执业医师、全科医生

规范化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定期岗位培

训、对口支援、鼓励大医院退休医师到基

层执业、建设职工公转房、提高基层技术

骨干待遇和实行职称晋升优惠政策等措

施，重点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住的本土

人才，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

陈竺说，公立医院改革始终是一道

绕不过去的“坎”，是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的关键点。

如何解决“看病难”？

●药方培养一批本土健康“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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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陈竺回应医改热点：

体制机制矛盾是老百姓看病难主因

陈竺认为，“看病难”可分为两种。第一

是“绝对性”看病难，是由于医疗资源绝对不

足无法满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看病

难”，这往往发生在我国中西部经济落后、交

通不便、地广人稀的偏远农村地区。

第二是“相对性”看病难，是指由于

优质医疗资源相对于居民需求的不足，

造成患者去大医院看专家“难”。

陈竺指出，“看病贵”也有几种：第一

是“个人主观感受的贵”。第二是“家庭

无力支付的贵”，造成“因病致贫和因病

返贫”。第三是“社会无法承受的贵”。

看病难在哪里？

●缺乏社会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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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分析指出，“看病难、看病贵”主要

有以下多重原因：

物价指数长期走高，人们感觉医疗费

用上升过快。

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医疗费用增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合理增长。

疾病模式转变引发医疗费用增长。随

着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

速，我国居民面临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双

重负担，慢性病就意味着长期治疗、终身服

药、费用高昂。

政策“双刃剑”。如，建立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将大大减轻人民群众的疾病负担，

但不可否认，它还会刺激参保者多吃药、吃

贵药、小病大治等问题，从而使社会医疗总

费用增加而不是减少。

什么导致“看病难、看病贵”？

●诊断体制机制矛盾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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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指出，通过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

障制度建设，群众个人负担得到减轻。从

全国范围看，由于政府不断加大卫生投入以

及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政府和社

会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已经从2001年

的40%提高到61.8%，个人卫生支出占总费用

的比例则从2001年的60%多降到了2009年

的38.2%。

同时，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稳步

推进。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地区，零差率

销售基本药物使药价平均下降30%左右。

陈竺说，“十二五”还要提高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覆盖面和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医

疗保障差距，争取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

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

如何缓解“看病贵”？

●药方深化医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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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出通知，

宣布20日起汽柴油每吨提价350元，就此，记

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

问：在当前国内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还要调整成品

油价格？

答：在当前物价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

下，之所以调整成品油价格，主要基于以下

考虑：

首先，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合理引

导消费。根据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

总体要求，国家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内成品

油价格与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有控制地间接

接轨机制，目的就是要使成品油价格反映

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

平稳较快发展，石油消费持续快速增长。

同时，石油消费过快增长超出我国经济和

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迫切需要发

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和引导作用，抑制石油

消费过快增长，促进资源节约。

其次，及时调整成品油价格，有利于保

障市场供应。由于国内石油资源一半以上

需要进口，国际市场油价变化对国内的影

响越来越大。只有及时理顺成品油价格，

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石油需求。

问：成品油价格提高后，政府将采取哪些

措施缓解对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的影响？

答：这次成品油调价后，国家将按照

2006年石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时建立的对

种粮农民等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

贴机制，继续对种粮农民、渔业（含远洋渔

业）、林业、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含岛

际和农村水路客运）给予补贴，对出租车行

业给予临时补贴。

同时，各地将综合考虑成品油、液化气

等价格调整和其他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

涨等因素，继续做好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

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为什么还要调整成品油价格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成品油价格调整问题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19 日宣布，自 20 日零时起将汽油、柴

油价格每吨均提高 350 元，相当于 90 号

汽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每升上调 0.26 元，0

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上调 0.3 元，涨幅为

4.5％。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说，去

年 12 月 22 日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以来，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震荡上扬。1月22

日，国际市场原油连续 22 个工作日移动

平均价格超过4％，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应适当上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但考虑当时的物价形势、春节以及成品油

市场供求状况，国家适当推迟了提价时

间，控制了提价幅度。

据了解，如不控制提价幅度，按现行

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这次油价涨幅约

为 10％。国家已要求中石油、中石化发

挥企业内部上下游利益调节机制作用，

自行部分消化原油价格上涨压力，补贴

炼油企业。

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刘振秋表

示，这次油价调整后，国家将按照现行的

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公益行业补贴机制，继

续对种粮农民、渔业、林业、城市公交、农

村道路客运给予补贴，对出租车行业给予

临时补贴；继续做好城乡低保对象等困难

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发改委昨日宣布:

今起汽柴油每吨提价3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