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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重庆农村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卫生投入不足!医疗费用高!农民

负担重!特别是卫生资源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另一方面!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重庆农村卫生

服务供需发展环境正在逐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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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需现状

!&农村医疗 服 务 机 构"近W年 来"重 庆 各 类 卫

生服务机 构 的 总 数 表 现 出 下 降 趋 势"由<===年 的

A@"W个减少 为<==W年 的E@C=个"减 少 了@!&AWX
!见表!#$其原因主要是<==<年的卫生统计制度变

更"医疗机构 数 统 计 口 径 改 为 注 册 机 构 数$在 各 类

卫生服务机构 中"县 及 县 以 上 医 院 增 加 了C=个"增

加!&<C倍%乡镇卫生院减少CE@个"减少FF&FCX%
诊所&卫生保健室减少!"!=个"减少<E&"!X$近年

来"随着新农村建设与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政府对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农村村级 卫

生室的建设步伐加快$据统计"<==W年"重庆农村地

区建有村级卫 生 室!!W=E个"村 级 卫 生 室 的 覆 盖 面

达到!==X$
表!$重庆卫生机构%床位%人员数&<==W年’

医疗服务机构数&个’ 床位数&张’ 人员合计 &人’ 卫生技术人员

年份 <===年 <==W年 <===年 <==W年 <===年 <==W年 <===年 <==W年

总计 A@"W E@C= EWEEE EFE"F !="CEC AF"E! CCE!A "C"C=
县及县以上医院 <C! @E! @C"@E FFFCF FCE@@ FA!"< @C=FW @CA!=
乡镇卫生院 !AF= !="" !C"!@ !E<EA @<<@< <WW@" <C"WW <<=FC
诊所%卫生保健室 EF=< FEA< C@EW !!=WE C@EW !!=WE

!!<&重庆 农 村 医 疗 服 务 床 位 及 人 员"从<===年

到<==W年"重庆卫生机构床位数及人员数总体呈下

降趋势"但县及县以上医院床位数&人员数呈增长趋

势!见表!#$<==W年"县 及 县 以 上 医 院 床 位 数 增 长

!&!W倍"卫生服务人员增加!&=!倍"其中卫生技术

人员增加!&=<倍%乡 镇 卫 生 院 床 位 数 比<===年 减

少!@&=EX"卫 生 服 务 人 员 减 少<=&""X"其 中 卫 生

技术人员减少E"="人"减少<@&@<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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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分 布!<==W年!重 庆 县

及县以上医院平均拥有床位!<@&<<张"卫生服务人

员!@E&<!人!其 中 卫 生 技 术 人 员!="&"C人#乡 镇

卫生院平均拥有床位!W&!=张!卫生服务人员<@&"!
人"其中卫生技 术 人 员<=&F"人"诊 所$卫 生 保 健 室

平均拥有卫 生 服 务 人 员<&@E个#乡 镇 卫 生 院 拥 有

的床位仅为全市卫生机构床位数的<W&!EX!为县级

县以上医院拥有床位数的@E&W"X"乡镇卫生院拥有

卫生服务人员仅为全市卫生人员数的<E&AWX!为县

级县以上医院卫生服务人员数的W!&A@X#此外!乡
镇卫生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偏低!根据璧山县的调查!
乡镇卫生技术人员具有高级职称的仅占职工总数的

=&W<X!中级职称也只占FX#而且据相关部门资料

反映!不少高级职称人员是靠工龄熬出来的!并不代

表实际水平#
F&重庆农村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从<===年

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统计数据看!乡镇卫生院承担

的诊疗人次高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健康检查 人

数也高于医院!但住院人数略低于医院#<==W年!乡
镇卫生院承担的诊疗人次基本与医院承担的诊疗人

次相当!健康 检 查 人 数 和 住 院 人 数 则 低 于 医 院#乡

镇卫生院健康检查人数为医院的"=&A"X!住院人数

为医院的W<&!FX%见表<&#可见!乡镇卫生服务资

源的承载率 高 于 城 市 卫 生 资 源 承 载 率#另 一 方 面!
乡村医生在农村医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村落离镇乡卫生院的路程较远的情况下!农民生 了

常见病或者小病!一般不会专程去医院看病!而直接

到村卫生室 乡 村 医 生 那 里 医 治#另 外!村 民 也 不 愿

多花钱支付医疗费用!在医院不管大病小病都需 挂

号!有的小毛病药费可能还没挂号费用高#因此!乡

村医生既为村民提供了医疗服务!又为村民节省 了

医疗费用#
表<#医院"卫生院诊疗情况$<==W年%

医院 卫生院 乡镇卫生院

年 份 <===年 <==W年 <===年 <==W年 <===年 <==W年

诊疗人次$万人次% <!"F&W" <@C" <A"<&EF <@EW <A@!&@C <<W!
健康检查人数$万人% FA&C" A@ E!&<= E" E=&@@ EE
住院人数$万人% W"&WE A=&<< FA&EF FA&!A FA&=E F"&=F
治愈率$X% W"&!C WW&= ""&"E ""&A= ""&WE ""&@=

!!W&重庆 农 村 医 疗 保 健 费 用 支 出!近 年 来!重 庆

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费用呈攀升之势#据统计数

据显示!<==W年重庆市城市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为E<A&@<元!比<===年 增 长 了!&!W倍!年 均 增 幅

为!E&WX!超过可支配收入!=&EX的增长幅度#而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W年比<===年

增长了<&="倍!年均增幅为!W&ECX!大大超过可支

配收入"&C@X的增长幅度#
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收支状况!单位#元

总收入 总支出 生活消费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年 <WAF&AW<!EW&E= !@AW&W@ EC&C"
<==F年 @@F!&!A<""@&F@ !CW@&AF !!W&@!
<==W年 @"C<&AA@<"@&FF <!F<&!< !F<&EW

表F#<==W年不同收入组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支出状况!!单位#元

平均每人总收入 平均每人总支出 生活消费总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 医疗保健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X
总平均 @"C<&AA @<"@&FF <!F<&!< !F<&EW E&EE

低收入户 <=FC&E" <FEE&E! !E!A&F= CW&A! W&@!
中低收入户 <CW"&F= <C"=&!E !CC<&F@ AC&@W W&<<
中等收入户 @WA"&<W @==@&<C !AEF&A@ !=A&<" W&WE
中高收入户 FW"A&!C @E=E&=E <@WE&E" !FE&CA E&<@

高收入户 EE@!&<@ FC<E&EW @!W=&=W @!=&!" A&CW

!!农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城市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而医疗保健支出增长幅 度

却高于城市居民家庭#但农村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
并不是由于农村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付能力的提高!
而主要是由于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提高所致#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

医疗保健支出的<<&E"X!反映出农村居民家庭医疗

保健服务支付能力的低下#许多农民处于无钱治病

和买药的境地!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大幅度下降#

二&重庆农村卫生服务供需发展环境分析

近年来!农村 卫 生 服 务 供 需 发 展 环 境 正 在 逐 渐

改善#随着小 康 社 会 建 设$新 农 村 建 设 及 和 谐 社 会

发展目标的提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将逐渐 提

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将逐渐提高!这将大大增强农村

居民卫生服务需求支付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 需

求的增长#
与此同时!农 村 卫 生 服 务 的 发 展 受 到 政 府 及 社

会各界日益 强 烈 的 关 注#在<==<年!=月!中 共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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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

决定#$<==@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卫生部

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的

通知%随后开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 工

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由政府组织!引导!
支持%农村居民自愿参加%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为主

要内容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其重点是以大 病

统筹为主%着力解决农村居民因患大病出现的贫 困

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未来农村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的 雏 形$试 点 情 况 表 明%这 项 制 度 对 于 缓

解农民医疗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医疗服务水平 发

挥了重要作用$
<==@年至<==W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先后在重 庆 渝 北 区!黔 江 区!江 津 市!铜 梁 县!巫 溪

县!忠县!荣昌县进行$据统计%至<==W年A月%"个

试点区县参加 新 型 合 作 医 疗 的 农 民 达<@=万 人%占

试点区县’市(农业人口总数的E=&WX%共筹集合作

医疗资金@F"W&@E万元%为农民报销医药费E@==万

元%补偿!=@&EF万人次%农民受益率FWX%参加新型

合作医疗的农民受益率达到A=X$重庆市卫生局的

统计数据显示%共有C&C@万人次因病 住 院 治 疗%他

们共报账@"=E&C<万 元%人 均 每 次 住 院 之 后 大 约 可

以报销F<=元$
为推进和完 善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工 作%重 庆 市

每年都将逐步增加试点区县%<==E年试点区县增加

到!E个%参 加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农 民 达 到"==万

人$<=="年将增加到<F个区县%<==C年增至@<个

区县%到<=!=年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制 度 覆 盖@A个

区县%实现覆盖全市农村居民的目标$<==E年起%中
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原每年!=
元增加到<=元&市政府和区县’自治县!市(政府 对

农民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元提 高 到!W元%从

<=="年起提高到<=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

建立与完善%将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支 付

能力%促进农村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此外%政府加强了对药品价格的管理监督%采取

了一系列降低药品价格的措施%使农民看病的医 药

费得到控制$重 庆 黔 江 地 区 调 查 资 料 显 示%与 开 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前比较%乡镇卫生院次均 住

院费从W!C元下降到F=!元%次均门诊费从<!&@元

下降到!F&@元%村卫生室次均门诊费 用 从!F&F元

下降到A&A元$这有效地减轻了农民医疗卫生服务

的负担%增强 了 农 民 对 卫 生 服 务 的 消 费 能 力$<==E
年E月%"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颁布%
重点规范医疗服务价格行为%加强医疗服务价格 管

理%这对于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维护

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增强农村居民卫生 服

务消费能力%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促进农村 卫 生 服 务 需 求 发 展 的 同 时%农 村 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也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卫生服务

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卫生机构的数量和类型!卫生机

构中卫生人员和设备的数量及种类!卫生人员的 质

量!人与物质要素的结构及匹配程度!卫生机构的经

营方针及管理水平等的提高$<==F年%卫生部!国家

计委!财政部!人 事 部!国 家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五 部 委 联

合发文"关于 农 村 卫 生 机 构 改 革 与 管 理 的 意 见#%明

确规定)*原则上 每 个 乡’镇(应 有 一 所 卫 生 院%调 整

后的乡’镇(卫生院由政府举办+$<==W年%卫生部农

村卫生管理司 组 织 专 家 制 订 了*提 高 农 村 卫 生 服 务

能力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能力+总体方案!培训

考核评估方案和培训大纲%目标是通过对中西部 地

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领导干部!医疗管 理

干部!具体经办人员!定点医疗机构的院长和相关人

员%分层次!分 类 型 进 行 针 对 性 的 培 训%提 高 决 策 水

平!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近日%卫生部!国家中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四部门发 布"农 村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建 设 与 发 展 规

划#%提出*十一五+时期中国推进农村卫生事业改革

与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总体目标)加强农村公共卫 生

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 施

建设%提 高 农 村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的 服 务 能 力&到<=!=
年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我国 经

济发展水平!适应人民健康需求和承受能力的比 较

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近年来%重庆 黔 江 地 区 农 村 卫 生 服 务 能 力 建 设

方面取得了 明 显 成 效$由 于 卫+’世 行 贷 款 综 合 性

妇幼卫生保健 项 目(!卫,’世 行 贷 款 重 点 改 善 贫 困

地区乡村医疗 卫 生 条 件 项 目(等 项 目 先 后 在 黔 江 实

施$几年来%黔江地区累计向上争取各种资金!===
多万元%同时对乡镇卫生院配套建设按照每个地 方

<W万元的 标 准 给 予 补 助$按 照*统 一 规 划!分 步 实

施!一步到位+的原则%从<==<年起实施卫生院改造

和配套建设$到<==W年底%黔江已建成规范化村卫

生室!<"个%占村卫生室总数的"=X$农村 卫 生 机

构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村卫生人员素质也 大

为提高%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中无学历!无职称人员

所占比例 由<===年 的WCX降 到 了<==W年 的WX$
同时%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大为增强$与<===年

比较%<==W年%全区免疫接种率从CWX上升到AWX%
住院分娩率从FA&X上 升 到C=&"X%孕 妇 死 亡 率 从

!@<&C,!=万下降到了"E&@,!=万%而 婴 儿 死 亡 率 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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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泓!重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现状与问题

<W&="l下降到!"&C@l!农民健康水平得到稳步提

高"同时!黔江 区 在 农 村 卫 生 管 理 制 度 改 革 方 面 也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黔江农村卫生改革实践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重庆农村卫生服务 能

力的增强!也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 软

件建设!包括制 度 的 设 计#政 策 的 调 整#思 想 观 念 的

转变和运行机制的调整等!探索了一条可行之路"
三&重庆市农村卫生服务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卫生事业发展中一

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资源

过度向大医院集中!城市大中型医院集中了大量 的

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而基层卫生资源 则

严重不足"重庆医疗卫生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县及

县以 上 区 域!农 村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资 源 严 重 短 缺"
<==W年!重庆农村村卫生室共有!!W=E个!乡村医生

和卫生员!AC"C人!平 均 每 个 村 卫 生 室!&"@人$重

庆每千农业人口仅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CW人"
<&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村卫生院是三级卫

生网的枢纽!但管理体制不顺!在卫生院乡办乡管体

制下!卫生经 济 投 入 政 策 落 实 不 到 位!业 务 不 景 气!
加之管理不善!不少集体乡镇卫生院解体为个体 经

营"村卫生室 是 三 级 卫 生 网 的 网 底!但 事 实 上 绝 大

多数名存实亡!变为个体行医"三级卫生网底破裂!
严重影响 农 村 基 本 医 疗 和 公 共 卫 生 工 作 任 务 的 落

实!致使农村疾 病 控 制#妇 幼 保 健#卫 生 监 督 等 公 共

卫生工作难 以 开 展!公 共 卫 生 问 题 突 出"新 型 农 村

合作医疗制度还在试点阶段!覆盖面小!资金筹集及

运行管理模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农村卫生 投 入 不 足!长 期 以 来!各 级 政 府 对

卫生工作重要性尚未形成共识!国家制定的卫生 经

济政 策 不 能 兑 现!近 年 对 农 村 卫 生 投 入 有 所 减 少"
例如!重庆万州区<==<年农村卫生投入经费由<==!
年的WF"&<!万元下降到W!!&@"万元!下降E&WWX"
铜梁县<==@年总投入仅@!W万元!人均@&A!元!大

大低于全市人均<!&@A元的水平$<==F年在此基础

上还约有 下 降!总 投 入<"F万 元!人 均@&@A元$同

时!应由县财政配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 金

也未到 位"绝 大 多 数 农 村 卫 生 院 成 为 自 收 自 支 单

位!医疗卫生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F&医疗费用高"农民负担重!据<==F年农调队

对五个区县的调查!有W=&=X以上的农户反映!由于

医疗费用高!农 民 看 不 起 病!只 好 小 病 拖#大 病 才 医

治$有<=X的农户反映!就是患个感冒就医!一般也

需要<==!@==元"璧山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
近几年医疗费用支出急剧增加!<===年人均!@元!
到<==F年 人 均C"&FW元!是<===年 的 近"倍"同

时在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支出结构中!近两年来!人均

医疗费支出占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一半左右"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 的 现 象 十 分 普 遍"在 奉 节 县<=&=@万

建卡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E"@!@人!占@@&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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