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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

内容概要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内容简介：2000年中国提前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中国远没有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社会发展目标。2000年，世
界卫生组织首次对世界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绩效做出评价，世界卫生组织选取5种指标来观测和
评价各国卫生体系及其绩效，其中最后一项“用于卫生体系的财务负担在国民（支付费用的人）中的
分布状况”指标的评价中，中国居世界第188位，名列倒数第四，被列为世界卫生公共资源分配最不公
平、分布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2003年爆发“非典”（SARS），中国卫生与经济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
和严峻的挑战。SARS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其最直接的教训是公共卫生危机会造成巨大的经济
损失，影响短期经济增长。关于SARS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按最低的估计，损失额也大大高于若干年
政府的卫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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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洁，女，天津静海人，经济学博士，教授，河北省中青年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河北省预算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现任教于河北经贸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从教以来，公开发表学术沦文40余篇，独立承担
或作为支持人、主研人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10多项。学术成果中，有两项曾获得河北省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2003年以来一直关注中国公共卫生支出问题，并是国内较系统研究公共
支出问题的学者之一。目前已在《财贸经济》、《税务研究》、《河北学刊》、《经济研究参考》等
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并有多篇论文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刊资料《财政与税务》、《社会保障》、 
《体制改革》等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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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果说公共卫生更侧重于“卫生”的含义，则医疗卫生概念则侧重于“医疗”含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许多事物的名词，它们的意义和所表达的范围都在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
化和扩大，甚至相互替用。“医疗”二字的概念，就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对职工
医疗保障采取的是公费医疗报销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比较简单，没有专门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很少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概念，因此，人们对“医疗”概念的理解仅限于医疗卫
生领域范围内。随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成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二字在概念上也不知不觉地
开始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所以，对“医疗”二字进行概念上的区分十分必要。对“广义”
的“医疗”概念，应是一种大卫生观念，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的服务需求、政府
提供的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社会医疗保险、政府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
医疗救助等在内的社会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社会医疗保障福利的总和，是指整个社会医疗保障的
市场体系和制度。而狭义的“医疗”仅可以按过去的方式理解为单纯的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医疗卫生
单位提供的、具体的“医疗”服务的概念。和医疗卫生服务相关的是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政府对医
疗卫生的财政补助范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财政部、国家计委、卫生部《关于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的
意见》明确规定：（1）县及县以上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以定项补助为主，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
财政补助项目包括四大块：一是医疗机构开办和发展建设支出；二是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以前的离退休人员费用；三是临床重点学科研究；四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的基本医疗服务亏损补
贴。（2）对社区卫生服务组织以定额补助为主，由同级财政予以安排。主要是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组
织承担的社区人口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任务核定补助经费。可以说政府对医疗服务机构的投入是
政府卫生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Page 5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

编辑推荐

《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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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分析得很有条理，不引用外文文献差评
2、国内研究公共卫生支出的专著挺少的，这一本也很不错，至少相关的论文里王晓洁的文章作为参
考文献的还是很多的。
3、卫生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从投入产出角度来研究也很重要，本书对非经济学背景的人来说还是
挺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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