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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入劳动力市场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让医师成为自由执业者，让院长成为职业经理人





 

如何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五大具体目标和五大政策组合

长策智库

 

众所周知，恢复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这是本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于何谓“公益性”，并没有明确清晰的认识。很多人提出不少似是而非的主张，也有一些模糊含混的观念在民间流行，而基于这些主张和理念所形成某些医改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医护人员的积极性，最终让广大老百姓感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令“公益性”荡然无存。

鉴于有关“公益性”在医改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中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意义，我们不妨赋予其明确的含义。所谓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就是指基本医疗服务的普遍可负担性和普遍可及性。所谓“基本医疗服务”就是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公立医疗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所能保障的医疗服务；所谓“普遍可负担性”，就是指城乡居民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无法接受基本医疗服务，也就是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所谓“普遍可及性”，就是指城乡居民基本上能就近寻求基本医疗服务，也就是要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我们把上述医疗事业的两大公益性内涵分解为五大具体目标，并提出五套政策组合，以实现这些目标。

 

目标一：让所有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政策组合一：

1.         巩固并拓展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以确保绝大多数老百姓（至少90%）都能参加至少一种公立医疗保险（基本已经实现）。

2.         提高公立医疗保险支付水平，争取达到医药费用的70%（正在推进）。

3.         针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提高政府补贴水平（正在探索）。

4.         针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适当提高参保者缴费水平（尚待探索）。

 

简要说明：

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关键在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即扩大覆盖面，提高支付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政策手段是“公共财政补需方”。这一套政策组合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极为良好的效果。换言之，全民医保已经走上了正轨，今后的任务是不断完善细节，改善医保服务。

 

 

目标二：让药品费用相对额（即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甚至绝对额有所下降，让百姓看病吃药更可负担，使医保基金的支付更可持续

 

政策组合二：

1.         让所有公立与民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各省药品集中招标中标价作为销售最高限价。

2.         允许医疗机构在中标目录的范围内自主与医药企业展开谈判，自主采购。

3.         允许医疗机构自主确定药品加成率，只要最终销售价格不超过中标价即可。

4.         鼓励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为医疗机构提供药品集中询价和采购服务。

 

简要说明：

这套政策组合仅在极少数地方进行探索，效果良好，但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一政策组合有如下五点好处：

1.         药品价格普降：纳入各省集中招标的所有药品（无论是基本药物还是非基本药物），其销售价格均普降至少13%，而现在公立医院的药品销售是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加价15%。

2.         提高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它们可以通过自主的努力，以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方式从医药流通环节中获取更多收入，因为很多药品的市场批发价与中标价之间存在很大的价差。

3.         商业贿赂不治而愈：药品购销差额是属于医疗机构所有员工的收入；如果负责药品询价、采购的工作人员不认真“砍价”并企图暗中“吃回扣”，他们将遭到其同事和管理者的有力督察。

4.         医药流通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将水到渠成。

5.         遍行神州：这套政策无需公共财政出一分钱，因此可以在极端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推行。

 

目标三：让医疗机构自主发展，增加医疗服务有效供给，切实缓解“看病难”

 

政策组合三

1.         打破阻碍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种种“玻璃门”，落实办医多样化。

2.         切实落实“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让公立医疗机构与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推进公立医疗机构法人化。

3.         切实完善公立医疗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全面探索理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让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医务人员的代表和公众代表）进入理事会和监事会）。

4.         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出资人制度，在必要的情况下组建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机构，代表政府扮演出资人的角色。

5.         探索公立医疗机构理事会中政府理事和公众理事的选任制度，确保各类理事与监事选任的公开透明性。

6.         探索公立医疗机构的社会问责制，即在其法人治理结构中明确理事与监事对医疗机构管理层的监督职责，并且在管理层出现社会不端行为（尤其是腐败行为）时的辞职规范。

 

简要说明：

“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原则，已经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并且在国家医改方案文件多次得到重申，但在各地的改革实践中却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党的政策没有得到落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卫生行政部门对“管办分开”原则的战略意义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理解。

 

目标四：公共财政为全社会购买公益性服务，建立政府增进公益性的新机制

 

政策组合四

1.         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机制，对各种类型的购买对象设定一视同仁的游戏规则。

2.         受益者可以确定的公共卫生服务，例如计划免疫、妇幼保健以及特殊的医疗卫生服务（例如各类筛查），可以发放代金券，即采取“补需方”的方式，让受益者自主选择服务提供者。

3.         原有的公立医疗机构事业费没有必要增加，亦即没有必要维持原有体制中的“养人”原则。

4.         专项基金（例如县级医院或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基金）的配置坚持竞争性和开放性原则，即对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一视同仁。

5.         探索公共财政支出新机制，例如以奖代补，对达致特定明确公益性目标的所有类型的医疗机构给予奖励

6.         保持政府购买服务的公开透明性

 

简要说明：

各地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新机制建设上，尚没有迈开大步。关键的原因在于，各地还停留在以往旧体制的死胡同之中，即在卫生行政体系内部运用行政力量来管理公立医疗机构财务。

 

目标五：在公立医疗机构中推动全员劳动合同制，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工作积极性

 

政策组合五：

1.         切实落实公立医疗机构的用人自主权，由医疗机构自己确定定岗定编，淡化甚至取消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行政性人事编制管理。

2.         推动全员劳动合同制，在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中通过聘任合同探索年薪制。

3.         通过劳动合同制的实施，推动医师的“多点执业”，实现医务人员的自由流动。

4.         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的措施，稳步推动行政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向法人化公立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

5.         政府（通过现有的老干部管理机构）全盘接管公立医疗机构所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和其他待遇，让离退休人员与原有的医疗机构脱离任何行政关系，充分实现养老保障的社会化。

 

简要说明：

如果不能有效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就是一句空话。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以行政机构的人事制度来管理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要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引入劳动力市场机制和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和制度，让医师成为自由执业者，让院长成为职业经理人。

 

执笔：顾昕、朱恒鹏、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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