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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医学目的!创新健康保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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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大力推进&治未病'健

康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一年来!&治未病'

健康工程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广大群众对 &治未病'

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有了明显提高*行业内对 &治未

病'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初步形成了中医特色

明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 &治未病'预

防保健服务体系框架"

一#解决全球性医疗危机需对医学目的做根本性

调整

'" 世纪!医学正经历重大变革" 早在 '* 世纪 #*

年代!人们就指出)随着生命科学和医学工程技术的

进步!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一个以个体化医疗为特征的

新时期" 但是!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

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和医学的核心价值进行深

刻检讨" 为此!"##' 年世界卫生组织++,-,组织了

一个有关医学目的的国际研究!研究小组 . 年后!即

"##$ 年 "" 月提出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目前医

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

学'*&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

以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人均卫生投

入最高的美国为例!"#(* /"#%$ 年!美国人均医疗费

用上涨 )*'0$1+以不变价美元计!不包括物价上涨

因素,!但平均寿命却无明显提高" "#&* /"##* 年!

美国的医疗费用从占 234的 "0'1上升至 ""0(1!

增长了 "* 倍" 针对这一危机!克林顿政府曾实行一

系列改革!如医保改革#健康管理等!但这样的改革并

未收到预期效果" "##' /'**' 年!美国医疗费用翻

了 " 倍!'**$ 年美国医疗费用已占 234的 "$0&1"

按这一趋势!有预测认为!'*'& 年美国的医保体系将

无钱可用"

世界卫生组织分析认为!导致这场迫在眉睫的医

疗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目的出了问题!而不是手段出

了问题" &错误的医学目的!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

术的误用'*&考虑到医疗服务可以获得巨大利润!情

况尤其为此'" 要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

对医学目的做根本性调整)第一!把医学发展的战略

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

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第二!只有以 &预

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

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和公正的医学"

二#有效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要求医学模式的

根本变革

'* 世纪以来!抗生素等药物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使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的

预期寿命至少延长了 "* 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卫生

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 世纪 %* 年代!美国政府提

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攻克癌症的计划!但最终并未达

到目的" 人类以征服诸如心脑血管疾病#癌症#代谢

性障碍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

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受阻!也因此启发了人们对现

在的医学模式!即生物+治疗,医学的反思"

美国一项对病死率居前 "* 位疾病致病因素开展

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的发生而言!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生物

学因素!以病死率居前 ) 位的心脏病#癌症#脑血管病

为例!包括遗传在内的生物学因素分别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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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生活方式和行为则占 (.1#)%1#(*1*环境因

素则分别占 #1#'.1#''1" +,-在 '* 世纪 #* 年代

的一项全球调查更表明)对于人的健康和寿命来说!生

活方式和行为起主导作用!占 $*1*环境因素占 "%1*

遗传因素占 "(1*医疗服务条件只占 &1" 显然!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控制!要求对医学模式进行根本

变革!即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生理 5心

理 5社会 5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 人类对医

学核心价值的深刻反思!将导致医学目的的调整和医

学模式的转变!这样的调整与转变!必然引发健康保障

服务模式的创新与革命"

三#创新健康保障服务模式

按照新的医学模式所创建的新型健康保障服务

模式应当以把握健康为要义!在服务理念#服务准则#

服务功能#服务流程#服务内容等方面体现下列基本

要求)它应具有先进的服务理念" 应当符合医学目的

调整的方向!从注重局部病变转向注重人的整体功能

状态!从关注疾病治疗转向关注健康维护!彰显以人

为本的价值取向" 要具有创新的服务准则!应当在先

进的理念指导下!充分利用现有的医学科学技术!并

体现各医学的优势" 应当从宏观#中观#微观 ) 个层

面!综合评估健康状态" 应当针对不同人的不同健康

状态!进行动态#系统#全程#递进的保障服务"

创新的健康保障服务模式要具有综合的服务功

能" 应当包括健康状态与风险评估功能#健康状态管

理与服务功能#健康文化传播与教育功能#健康状态

管理与经济补偿的承诺功能等方面" 要具有规范的

服务流程" 应当按照服务准则!以控制健康风险#改

善和提升健康状态为重点!将实现服务功能的各个要

素有机组成前后贯通#系统全程的服务流程" 要具有

完整的服务内容" 应当全面实现服务功能!具有整体

性" 应当体现对不同健康状态和不同健康风险的针

对性!具有个体性" 应当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和

不同选择!具有多元性"

四#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中医特色健康保

障服务模式

&治未病'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来了!经过历

代医家的不断充实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深刻内涵

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就是一个&防'字!并特别强调要

达到&防'的目的!关键是要保养身体#培育正气#提

高机体的抗邪能力" 包括&治未病'在内的中国传统

医学的思想理念!更加强调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观和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论!中医传

统医学的指导思想为建设新医学模式提供了理论基

础!&治未病'和 '" 世纪医学目的调整的方向是完全

一致的"

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 +67),模式 ,以

&治未病'为核心理念!以个体人健康状态为中心!融

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通过结构化设

计#规范化模块的系列服务!全面防范疾病的发生#发

展#变化!并在经济上实现可持续的健康保障 5服务

模式" 它是以个体人为对象!以个体人健康状态为中

心" 应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考察人的生命运动#

健康状态参数的时序变化及变化趋势!对处于人生不

同阶段的人的健康状态进行动态辨识#评估和干预"

它融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体!体现了保

障人的健康必须围绕人的健康状态而非仅仅针对

&疾病'提供保障服务!并通过提供健康文化#健康管

理和健康保险&三位一体'的服务来预防或减少健康

风险!同时提供经济上可持续的保障!其目标是未病

先防!既病早治!已病防变"

'* 世纪末!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曾邀请 %( 位诺

贝尔奖得主!以 '" 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为主题!会聚巴

黎并于会后发布$巴黎宣言%" $巴黎宣言%指出)&好

的医生应该是使人不生病!而不是能把病治好的医

生'*&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该是关于健

康的科学'" $巴黎宣言%的这一思想!与 '*** 多年

前中国的先哲提出的&上工治未病'不谋而合" 不言

而喻!&治未病'的医学!正是关于健康的科学"

有关专家学者运用系统科学的原理和系统工程

的方法!与国内外已有的医疗服务模式#健康管理经

验以及健康保险等!进行了多学科综合分析和系统的

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具有显

著的先进性" &治未病'作为中医学的一个经典理

念!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得到大

力推广和应用!充分显示了中医的巨大魅力!体现了

中医理念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前瞻性"

+转载自 '**# 年 ' 月 "* 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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