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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防融合是促进全民健康，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对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价值。文章运用

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医防融合的基本内涵、重点领域和推进路径进行研究，认为医防融合

是将医疗和预防结合起来，在治疗中融入预防和在预防中注入治理的一种协同模式，在推进过程中要重

点关注医共体的构建、重医轻防理念的转变，乡村人才队伍的稳定和有效机制的设立；通过强化宣传、

高效筑基、注重管理、保障支付等提高社会公众对医防融合的认识，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能力，打造

医防融合健康模式以及改进医疗保障支付方式，推进医防融合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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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improve people’s happiness.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a healthy China.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basic connotations, key areas, and promotion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ine and prevention through literature data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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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ine and preven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medicine and pre-
vention, and a synergistic model of incorporating prevention in treatment and injecting govern-
ance in prev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we should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d-
ical commun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emphasizing medicine over prevention. 
The stability of the rural talent tea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ffective mechanism. By improv-
ing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ine and prevention by strengthening 
publicity, building an efficient founda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management and ensuring pay-
ment, the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ervice capacity can be enhanced. To build a health model inte-
grating medical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and improve the payment method of medical security, 
we will tru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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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是促进社会良好发展的必然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宏大梦想中增进健康也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愿望。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纲要中明确指出到 2030 年要建成健全全民健康的制度体系，健康领域发展更加

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全面普及，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

现健康公平，主要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战略目标[1]。然而，当前我国人民健康问题仍然突出，

肥胖率居高不下，近视更趋于幼童化，各种精神病、文明病、社会病显著上升，并且尚未有明显好转，这

些都将成为阻碍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因此，亟需在“医防”寻找突破口，加强医疗和防护方面

的有效融合。疫情的暴发更加快了我们建立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和体系，建立一种全新的健康保障模

式，实现全体人民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换，最终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健康。 

2. 医防融合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性 

2.1. 何为医防融合 

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医防融合就是将“医疗”和“预防”结合起来，做到“医”中有“预”，“防”

中有“治”，将医疗服务和预防服务融为一体，实现二者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降低疾病发生率，从而保

障人民的健康问题[2]。“医”和“防”两端的主要职能、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均存在差异。从职能上

来说，“医”即指“医病”，主要内容是临床诊疗工作，其目标对象一般为单一个体；“防”即指“防

病”，主要内容是疾病预防工作，其目标对象一般是全人群。从时间序列上，对于全人群来说，“防”一

般在“医”之前，对于患病人群来说，“防”应与“医”融合在一起协同作战保护患者健康，从防止小病

到大病和尽快康复的角度提供服务。 

2.2. 医防融合的重要性 

首先，医防融合有助于形成健康模式。从健康保护的视角看，无论医疗技术多好，都始终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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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问题的发生，也即医疗不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唯一有效手段，相反，如果在防护端做好却可以减

少疾病的发生，这对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之所以是医防融合而不是医防结合，其重中之

重就是要强调医疗服务和预防服务的相互渗透，是二者有效的协同起来，而非单独机械的各自发力。医

防融合在针对健康服务层面有 3 层含义，一是有效针对疾病的预防，减少疾病的发生；二是在疾病发生

过程采取有效的救治手段，防止疾病蔓延；三是预防并发症和伤残发生。 
其次，医防融合有利于促进全民健康。当前，我国面临多种疾病威胁、多健康因素交织的局面，要

实现全民健康困难重重。医防融合以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推进健康处方制定，打破公共卫生

和医疗服务分节局面，将健康服务重心从后端向前移[3]，从而促进全民健康。 
最后，医防融合的预防最具成本效益。有效预防疾病发生能够有效降低维护健康的成本这是毋庸置

疑的，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全面满足全体居民的卫生服务需要，因此，提高卫

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防护成为各国的基层管理目标。通过预防，可以减少疾病发生、延缓病情恶化，

增强应对突发疾病能力，所以在基层地区有序推进体医融合、医防融合、慢性病筛查、健康教育等，对

解决卫生稀缺资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医防融合的重点关注领域 

3.1. 加快构建紧密型医共体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在职责和功能上存在各自为政，或重医轻防、防治脱节，

或医不管防、防不管医。例如德阳市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以私立机构为主，而公立机构资源则相对

欠缺，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之间功能、职责和任务不同，导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呈现严重的碎

片化倾向，居民在健康端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强，严重阻碍了人民的幸福生活形成。尽管政府多年来强

烈提倡医防融合，但从现实情况观察，真正的医共体尚未形成，致使患者在医疗与防护之间来回转诊，

不仅在资源上浪费严重，同时效果收效甚小。此外，德阳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县在医疗服务

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上存在较大差异，全靠政府投入资金购买医院服务，由此也导致服务能力和范围

受限，未能全面辐射当地居民。综上，加快构建紧密型的医共体是当前国家在健康领域的重点任务，此

举不仅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显示，也是落实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3.2. 加快转变重医轻防的理念 

“有病就治”这是绝大部分人的思想理念，由此也必然忽视“预防”的重要作用，医院也不例外。医

院尤其是私立医院，将经济收益摆在首要位置，极其重视治疗的短期效应，忽视预防的长期效果，在管

理理念上将医疗和预防分开看待，甚至相互对立。事实上，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在医防融合的实践过

程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但基层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差、条件差、水平差，即“三差”，

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导致职业发展前景不乐观，医护人员队伍建设不稳定，医患关

系紧张等严重制约了理念的转变。患者习惯于选择大型医院进行治疗，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大型医院的

承载负荷，医生压力大、休息时间被压榨，没有多余时间去思考如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是像机

器人一样不断地按照一定的模式循环复制。同时，医保目前也只针对医疗服务，而没有扩展到预防领域，

所以这也是导致医院着重强调医疗的原因，只有在改变重医轻防的思想理念下，才能更好地促使医防融

合有效。 

3.3. 有序稳定乡村医生队伍 

最有生产力、最有活力的部分仍然是中国乡村。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但在乡村地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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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却远远小于城市。当前，乡村医生队伍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在于薪资水平和人身保障上，有学者认

为，乡村医生主要是没有编制，所以不稳定[4]。毋庸讳言，乡村医生结构不稳定可能和无编制有一定的

联系，但是否是必然联系却有待商榷。众所周知，乡村由于经济基础发展落后，消费水平低，甚至出现

有钱无处消费的情况，同时人都有向好的一方趋向的心理，一部分刚毕业的年轻医生为了未来有更好的

职业发展前途，宁愿选择在大城市打拼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因此采用何种办法吸引年轻人回乡已成为迫

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乡村医生由于职业资格证缺失或等级问题，导致其在治病诊断过程中受信

度不高，导致专业能力逐渐弱化，最后难以给患者提供有效服务保证乡村居民的健康管理。 

3.4. 制定医防融合有效机制 

医防融合是一项不能直接快速见到收益的工程，需要在医疗与预防实践过程中做好协同服务，这就

要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与疾控机构建立相应的协同机制。而目前，医院、疾控与公共卫生服

务机构之间存在权责分离、考核标准区隔的重要特征，并且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执业范围狭窄，开展服务

的范围自然而然地受到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医防融合的落实，建立相应的协同机制显得尤为重

要。同时，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尚未深入医护人员内心，仅仅停留在表面，需要在观念上真正将以健康

为中心的理念转变在治病实践过程中，这样才能确保形成有效的合力，推进群众身心健康建设。 

4. 医防融合的推进路径 

4.1. 强化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医防融合的认识 

前文中提到当前社会健康问题异常严峻，为了有效应对突出的社会健康问题，实现医防融合，必须

强化对健康观念的宣传，提高社会群众对全面健康的认知，必要时也可将健康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复

兴结合起来，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虽然提出已有些时日，但当前健康状况缺失，

公众有目共睹的不容乐观，因此，如何使个人、家庭乃至社会引起对健康维护的重要责任，成为当前医

防融合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可适当采取一些激励政策，激励人民享有健康，最终促成人民

共建共享的全面健康环境。 

4.2. 高效筑基，加强人才培养提升服务能力 

在推进医防融合的过程中，人才永远是第一动力。城市医疗卫生机构本身具备较大优势，无论是人

才、资源还是财政等都比基层优越，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预防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由于地理位置、

人才资源、交通通勤、职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内基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机构想在人才队伍上

取得突破比较困难。政府要有意识地推动基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相关激励政

策，如提高工作人员福利待遇和职称评定等，促进县域医共体形成，同时培养出更多能医疗、懂预防、

有能力、会提升的综合人才，引进相关专业医护人员以及银龄工作人员也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公共服务

机构的重要手段。 

4.3. 注重管理，打造医防融合的健康管理模式 

医防融合的关键对象在于疾病管理，针对突发疾病和慢性疾病打造不同的健康管理模式，规范疾病

管理运作流程。以慢性病为例，可以在医疗机构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以及社区中心设置健康教育科

室，进行慢性病筛查与健康促进，加强对慢性疾病健康促进和运动干预等。通过跨学科组建不同领域专

业人才队伍，在此基础上，医疗卫生机构与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要主动联合体育机构，形成“未病先

防、小病基层、分级诊断、慢性管理”[5]的医防融合体系和慢性疾病分级问诊模式，这样不仅有利于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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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大城市医疗机构的资源压力，还能逐步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预防水平。 

4.4. 保障支付，改进医疗保障支付方式 

医保是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举措。看病刷医保成为当前最主要的支付方式，然而当前刷医保只

能是在医院和部分药店，不能很好地辐射到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通过逐步完善医保支付政策，并转

变对医共体的考核评价内容，开放医保对其他专门的卫生预防机构结算方式，通过医保支付改革，将绝

大部分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控制在基层，真正推动医防融合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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