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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
——三明医改实践

李 玲

［摘 要］ 医疗卫生改革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焦点问题，政府如何选择正确的医

疗保障模式至关重要。福建省三明市的医改是中国医改的成功典范。三明市敢为人先，通过系统综

合改革，破除逐利创收的旧体制，建立保障公益性和符合人民健康需求的新制度。三明医改为探索

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地方经验和可行路径，也为世界各国医改贡献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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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纪检监察机关配合开展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暴露

出医药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医药反腐要放到医疗卫生改革的大背景下去观察，才能找到

问题发生、发展的内在根源和逻辑，也才能找到根除医药腐败的制度安排。

2009 年我国开启新一轮医改，目标就是要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但是长期以来公立医院

办医和管医的主体责任不明确，财政投入责任不落实。据 2022 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a平均每家公立医院收入中，财政拨款占比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分别为 9.24%、

9.54%、9.69%，这意味着 90% 以上的收入都要靠医院自身去创造。医疗卫生改革至今并没有

改变医院的投入机制、运行机制和分配机制，医疗机构仍然在逐利和创收的轨道上运行，并通

过药品、耗材、器械、检查等形成利益链和腐败土壤，b 导致大量政府投入和医保资金没有能

有效转化为人民的福利，反而加剧了过度医疗、药价虚高和医药腐败等问题。而单个公立医院

和单个医生是无法从旧体制机制中挣脱出来的，唯有政府能够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将医

院和医生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医药领域腐败问题。 

医疗卫生改革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焦点问题，政府如何选择正确的医疗卫生模

式至关重要。中国这些年的地方医改实践为探索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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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的医改是其中成功的代表。

2012 年以来，三明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健康至上，敢为人先，创造了一整套顶层设计、系统改革、

综合治理、制度转换、推动实施、巩固完善的综合改革方法，建立了符合人民健康需求的医药

卫生制度，实现了医疗机构增效、医务人员增收、人民群众受益、党和政府得民心以及医药腐

败根除的改革目标。a 三明医改为探索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提供了地方经验和可行路径，也为

世界各国医改贡献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

一、三明医改如何探索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

医改的核心问题是破除旧的逐利创收的体制机制，建立保障公益性的新制度。医疗卫生制

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以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为目标、引导医疗卫生领域资源优化

配置、协调医疗卫生再生产过程的各种体制机制的统称。医疗卫生制度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小

的社会总成本，较好地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有效的医疗卫生制度是

政府最大的责任，三明正是抓住医改的核心问题，从源头出发，不回避矛盾，通过综合改革，

从根本上破除逐利创收的旧制度，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扭转医务人员激励机制，规范药品流

通秩序，根除医药腐败。新制度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角色、药品回

归到治病的功能。他们的做法，攻克了医改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成为全国医改的重要突破口，

三明在地级市探索出行之有效的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

（一）系统重构，制度再造

1. 政府承担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责任，打通执政理念堵点

 三明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至上，健康至上的理念、觉悟和担当，将推进医改作为践行党

的初心使命的重点民生工程，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研

究国家医改政策，把握医改的内在规律，理顺谁改，改谁，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三明市委市政

府明确医改的主体是政府，看病贵和难是表象，问题背后是政府保障和监管人民健康的体制机

制不顺、责任不清。党和政府要勇于承担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改革责任，这包括对医药卫

生改革的整体设计、改革方法和配套改革政策。三明由党政“一把手”直接承担医改工作决策、

部署、协调、督查的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创造性地落实医改政策，在实践中培养医改干部，一

代一代干部坚定不移地推动医改，不断探索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

2. 建立“三医联动”体制机制，打通治理体系堵点

医疗卫生制度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针对医疗卫生“九龙治水”“条块分割”与部门间

的内耗导致医改在政府层面内部协作失调， 难以集中力量进行有效治理等问题，三明市委市政

府首先改革医疗卫生的治理体系，建立跨部门协同、权责清晰、高效运转的行政管理体制作为

医改的基础设施。具体来讲，三明敢为人先地主动改革政府的职能，确定由一名市政府领导统

管卫生健康、医药和医保部门，并主持市医改领导小组的工作。医改领导小组仿照“大部制”

a  Ling Li, et al.,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Reform: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
ning and Management, 2017,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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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机制，将财政、发改、卫生、医保、药监等部门有关医改的职责融合在一起，多个部门

共同设计医改方案、共同研究医改政策、共同落实医改措施、共同评估医改成效，形成实体的“三

医联动”工作机制，建立了强有力的推动医改的综合治理体系。打通治理体系堵点才能充分发

挥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攻坚克难，破旧立新。此外，三明医改强调市、县“一把手”必须既

挂帅又出征，承担领导和推进医改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医改任务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

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推动医改工作向市、县、乡、村四级全覆盖，打通医

改政策实施落地的层层“堵点”。

3. 重构政绩考核机制，打通干部激励和考核堵点

激励与考核是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指挥棒，也是三明医改各级行政管理体制高效运转的保障。

在市委的领导下，三明市在各级党委、政府建立了医改激励和问责机制，将医改纳入党政主要

领导绩效考核范围和医改一线干部考核的重点内容。在改革的过程中，三明坚持激励与容错并

重，对医改一线干部以正向激励为主，制定出台提振干部精气神的 16 条措施和改革创新容错

纠错 9 条措施，为改革者“保驾护航”，让敢改，真改的各级干部得到奖励。截至目前，三明

各级从事医改工作的干部已有多人得到提拔，仅市级医改团队成员先后有十多名干部被重用和

提拔。此外，对医改工作研究不深、推动不力的分管领导及时调整分工；对医改部署“不冷不热、

不急不忙、不疼不痒”的干部给予问责和惩罚。三明建立的激励和问责机制，同时树立允许改

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正确导向，充分调动了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医改一线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干部，打通了干部激励和考核堵点。a

（二）系统、综合、协调地推动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医药卫生体制全面改革，打通医疗卫

生体系的堵点

1. 抓住公立医院改革的牛鼻子，建立保障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新制度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核心，是一切医改措施最终的落实者。这些年的医改实践已经证明，

仅仅建立医保体系，而医疗服务体系还是创收趋利的，过度医疗检查、过度用药以及医药腐败

就难以控制，医疗费用就会不断上升，百姓看病就医就会越来越贵。b

长期以来由于公立医院办医和管医的主体责任不明确，财政投入责任不落实，医保支付和

价格体系不合理，医疗、医药和医保各自为政，使得公立医院存在强烈的逐利创收动机，并通

过药品、耗材、器械、检查等形成利益链，滋生医药腐败。但是公立医院和医生是无法自己从

旧体制机制中挣脱出来的，唯有政府能够系统、综合、协调地建立新制度，将医院和医生从旧

制度中解放出来。

三明医改抓住公立医院改革的牛鼻子，系统、综合、协调地全方位改革，用组合拳坚决破

除公立医院创收趋利的旧机制，建立保障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新制度。

保障公立医院公益性的新制度，需要联动医保、医疗和医药改革，统筹推进管理体制、补

偿机制、人事分配、药品供应、价格机制等方面的综合改革。2012 年 1 月三明将市内 22 家公

立医院同时转换轨道，建立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运行体制，政府要承担建设医院、保障医

a  Hongqiao Fu, et al., "An Evaluation of Systemic Reforms of Public Hospitals: The Sanming Model in Chin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17, 32(8).

b  Ling Li, et al.,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Reform: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Plan-
ning and Management, 2017, 32(3)；Ke Xu,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Expenditure: A Country-level Panel 
Data Analysi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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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运行和监督管理的责任，做到“让院长不怕没钱花，也要有钱不能乱花”。财政支付公立医

院院长“年薪”，政府根据举办公立医院的目标定位设计 7 大类 40 多项考核指标对公立医院

进行日常考核，a 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制度，打通医

疗卫生体系的堵点，让医改造福人民。

2. 建立严格的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三明市率先实施药品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三明市规定，所属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每年所

需的药品与耗材，除 5％左右的特殊药品经批准可以自行采购外，其余 95％的所需药品与耗材，

全部由医疗机构向政府采购中心呈报，由政府采购中心集中向药品耗材生产企业招标采购。中

标生产企业再按照招标采购价格的 5％，向社会招标药品流通企业，负责将集中采购的药品耗

材统一配送到医疗机构，从而切断了医疗机构与药品营销企业的不正当利益联系，减少了药品

耗材的营销环节，显著降低了药品耗材的不合理价格。原有药品耗材等虚高的价格与用量很大

程度上是用于弥补原有分配体系中对医院分配的不足，三明将通过集中招标采购节减下来的药

品费用用于四个方面：30％用于提高民众的医疗报销水平，20％用于补充医保基金，20％用于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30％用于保障医务人员工资发放，做到医院、医生、患者三满意。b

3. 成立医保中心，集中财力对公立医院实行医保基金“双打包”制度（医保支付总额预算

包干制、C-DRG 分组打包收付费）

医保既连着“需方”，又牵动“供方”，是规范医疗、医药行为的重要“杠杆”，是推动

医改的“主引擎”。 改革前，三明医保在管理上存在横向“制度碎片化”、纵向“体制不顺畅”

问题，有 8 项医保制度分散在 4 个部门管理，难以通过招采进行控费，难以对公立医院实行总

额预算。2013 年，三明市成立医保中心，实行“三保合一”，理顺医保管理体制。在全国率先

将原来县里统筹的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等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成市医疗保障基

金管理中心，承担药品限价采购与结算、基金管理、医疗行为监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职能，

通过“招采合一”发挥医保机构在药品采购中的主导作用，让“买单”的人“点菜”。此外，

针对公立医院的创收逐利动机，三明市在政府合理确定医院年度医疗服务目标的基础上，由医

保机构与医院谈判确定年度医保支付预算总额，实行“总额包干、超支自付、结余归己”，激

励医院和医生因病施治、合理用药、控制费用、减少浪费，通过实施 C-DRG 打包收付费改革，c

避免了人员重复缴费、政府重复补助、患者重复报销等问题。

4. 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提升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优化医院收入结构

改革前，三明市公立医院服务价格执行省物价部门确定的标准，2011 年公立医院医药收入

中医疗服务性收入（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收入）占比仅为 18.4%。为了优化医院收入结构，

提高医务人员劳动价值，三明市本着“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总要求，

医保部门在结合每月医保基金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四个步骤”、把握“七条原则”对全

市医疗服务价格进行动态调整，使医、药、检趋于 5 ∶ 3 ∶ 2 的合理比例。d2012 年以来，三

明市先后自主实施 9 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动态理顺 8421 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含基层医疗

a  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坚持政府主导，三医联动改革——三明医改实践分析》，
2020 年。

b 詹积富：《贯彻新思想践行新理念建设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2022 年。 
c 张元明：《福建省三明市深化医改经验介绍》，2021 年。

d 詹积富：《以人民至上的理念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三明医改为例》，《行政管理改革》2021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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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重复调整项目），约占价格项目库的 93.96%，其中调高 6966 项，调低 1455 项，因价

格调整等因素转移增加的医疗服务收入达 57.39 亿元。此外，为保证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三明市积极落实政府投入责任。2012 年至 2020 年，三明市的政府卫生健康支出年均增长

15.5％，比政府一般预算支出增长幅度高 3.5 个百分点；2020 年卫生健康支出占政府一般预算

支出的比重达到 11.2％，比全国同期高 3.4 个百分点。a

5. 建立新型公立医院薪酬制度（目标收入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深刻地影响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一方面，不恰当的薪酬激励机制会导

致大检查、大处方、带金开方等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医院内部不同科室、岗位医务人员收入

分配不合理，导致医院内部在收入分配上存在一定矛盾。为打破人员工资与药品、检查化验、

科室创收挂钩的分配模式，遏制医生“开发病人”“制造病人”的创收冲动，三明市建立了新

型公立医院薪酬制度，对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总会计师实行考核年薪制。每年由当地党委、

政府按照医疗机构的行业特点，并根据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总会计师承担的职能与责任，合

理确定其年薪标准，由政府财政发放，切断医院领导与医院经济收益的联系。年终前，由党政

有关部门对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总会计师的年度工作绩效进行考核，确定年薪发放数额，体

现奖优罚劣。对医院员工实行目标收入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将原来医生收入与科室收入

挂钩改变为按工作量（数量和质量）分配，医护人员年薪以工分制计算，即由基础工分、工作

量工分和奖惩工分三个部分组成。每年年初，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医院年度医疗服务目标等因

素，合理核定医院员工年度工资总额，杜绝医院为增加员工工资而盲目创收，切断医务人员工

资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床位等收入的直接联系。医院对每个员工按照岗位性质、服务数量、

服务质量、医德医风、社会评议等项目，确定不同的计分标准，每天进行考核计分。工资发放

实行按月预付、年终按统计计分核定年薪数额。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总会计师的年薪数额，

在医院张榜公布，接受全院医务人员和广大民众的监督。医院员工的年薪发放，也在院内采取

不同形式公示，体现公开透明，由员工相互监督。

（三）建立县乡村一体化的健康共同体，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实现强

基层的目标，打通以健康为中心的堵点

1. 以总医院为抓手，下沉医疗资源

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地区是全国性问题，三明同样存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对此，三明市在所有县域内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打破横纵向壁垒，把县级综合医院

和县级中医院整合为县总医院，保持乡镇卫生院机构性质、承担的职责、人员身份、资产关系

和投入机制不变，乡镇卫生院作为总医院分院，由总医院全面接管；总医院各分院（乡镇卫生院）

在行政村设立公办卫生所，实现乡村医疗服务一体化；在市区组建紧密型医联体，由市级医疗

机构牵头，对市区所属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机构进行整合。总医院内部实行人员统一调配、

医疗统一管理、业务统一培训、财务统一核算、工资统一发放、设备统一配置、绩效统一考核，

真正形成责任、管理、服务、利益共同体，避免上下级医疗机构争人才、抢病源，各自为战，

实现医疗资源的下沉。

2. 坚持基层首诊，调整就医秩序

作为山区地市，三明市有超过 60% 的常住人口分布在乡（镇）村，但基层医疗资源却相

a 张元明：《福建省三明市深化医改经验介绍》，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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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匮 乏，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床 位 数 仅 占 总 床 位 数 的 23.54%，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仅 占 总 量 的

19.39%，资源呈倒挂状态，基层群众难以享受公平可及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全生命周期健康

服务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基本，建立健康“守门人”制度，这是对现有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就医

理念、就医秩序的深刻调整，是一项基础性、长远性、系统性的制度设计。而建立健康“守门人”

制度就是要坚持基层首诊，其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区域性紧密医共体的基础上，提升基层的服

务能力和水平。对此三明建立起县带乡、乡带村的管理体制，实现强基层的目标。加强城乡人

才交流，组织县医院人员到基层开展医疗服务，培训基层医疗人才。其次，三明市科学确定县、

乡、村各级医疗机构的服务范围，核定乡、村医疗机构服务目标责任，以服务目标倒逼基层首

诊制度的落实，规范分级诊疗，节约医疗资源，减轻民众负担。

3.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三明市实现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的有机融合，县医院增设公共卫生科，强化健康教育、健

康促进、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职能。在医共体内推行医疗与疾控在人员、资源、服务、信

息等方面“四个协同”，建立疾病预防、医疗救治、健康管理“三位一体”新机制，实行医保

经费、公共卫生经费、人员经费统筹管理使用的新机制，确定健康促进经费从医疗机构的成本

中列支，鼓励基层医疗机构用更多的精力，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组织开展

体育活动，规范民众健康管理，提高民众健康水平，将医药卫生事业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探索实现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落实“健康中国”发展战略。

二、三明医改的成效

三明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破除了旧的逐利创收的体制机制，建立了

全新的公益性医疗卫生制度，使得医疗卫生投入真正转化为保障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为

全国医改探索出新路。

（一）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医药体系全面系统综合改革，成为全国深化医改的标杆

三明市委市政府按照“仿大部制”思路创建的医改领导小组激发了各成员部门的积极性和

创新力，在党政“一把手”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下，通过将具体政策制定、组织实施和监督

管理权于一身，实现了跨部门、权责清晰、密切协同、高效运转的目标，解决了“九龙治水”

与“条块分割”等堵点。市医改领导小组先后研究出台了政策性文件 300 余份，建立了符合公

益性的新型医疗卫生制度。政府承担办医管医的责任，卫生健康支出占政府一般预算支出的比

重达到 11.2％，比全国同期高 3.4 个百分点，比福建省同期高 1.19 个百分点。在人均 GDP 仅

为福建省中等水平的情况下，三明市 2022 年出院患者满意度已经达到全省第二。三明医改满

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让群众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三明医改经验成为国家医改方案，党的十九大后，借鉴三明经验成立了国家医疗保障局，

实施药品耗材集采，大幅降低药品耗材价格，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1 年 3 月视察三明市沙县总医院，他充分肯定三明医改，指出“三明

医改体现了人民至上、敢为人先，其经验值得各地因地制宜借鉴”， 三明成为全国首个深化医

改经验推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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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药卫生体系整体换轨，建立了保障公益性的新制度，根除了医药腐败的土壤

三明医改破除了药品回扣对医生不恰当激励。药品耗材回扣促销推高了价格，使得全社会

总医疗支出增长过快，表现为公立医院医疗收入结构中药品耗材占比过高，这又反过来挤占了

可用来提升医疗服务价格的费用空间，结果是公立医院用于提升薪酬的纯医务性收入不足，这

是医生灰色收入阳光化最大的难题。三明医改破除回扣对医生的过度激励，是通过三个“不”

实现的。

第一，实施药品耗材集中限价采购，让医生不能拿回扣。三明整合原来分散于人社、卫健、

财政等部门的医保管理职能，成立医保基金管理中心，由其组织实施药品耗材集中限价采购，

以量换价，挤出药品耗材价格虚高水分，让药品耗材回归真实价格，使药品回扣失去操作空间，

让医生不能拿回扣。挤出药品耗材等虚高费用近 158 亿元，所有采购药品耗材价格均明显下降，

平均降幅为 50%，药品单品最大降幅 96.95%，耗材单品最大降幅 82.5%。2011 年，三明市职

工医保统筹基金亏损达 2 亿多元，改革当年，三明市医保基金结余便开始为正。a

第二，加强对不合理用药监督与诚信管理，让医生不敢拿回扣。三明医改对药品使用情况

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医院用药中辅助性、营养性药品较多，长期使用并没有治疗效果，而这

些药品大多有高额回扣。为此，2012 年起三明重点监控福建省第 7、第 8 目录中 129 个“疗效

不确切、价格很确切”的“神药”。据统计，监控当月药品支出下降 1673 万元，当年节约费

用 2 亿多元。同时实行医保医师（药师）代码制度，实行医师（药师）代码信息管理，监测医

务人员接受贿赂（回扣）、过度治疗等不当医疗行为，增加医务人员违法违纪的成本。截至目前，

三明市累计减少药品耗材费用支出已近 200 亿元。2012 年至 2020 年医院医药总收入年均增长

6.57%，相比于 2006-2011 年年均 19.4% 的增幅，明显放缓。2019 年三明市公立医院医药收入

增速为 8.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3.6%）5.1 个百分点。挤出药品耗材等虚高费用为后续改

革留出了充足的政策与资金空间。b

第三，原创了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新型薪酬体系，提高阳光薪酬，让医生不想拿回扣。

推行药品耗材集中限价采购与加强不合理用药监督，让医生不能与不敢拿回扣都属于被动行为，

这也确实会造成医生群体收入明显下降，因此提高医生群体的阳光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只有提高医务人员阳光收入，高薪才能养廉，医生才会真正主动不去拿回扣。

三明原创了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新型薪酬体系：目标收入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

保障医务人员阳光体面工资，彻底破除公立医院逐利动机，同时保障公益性和积极性的兼容。

医务人员收入年薪制是破除过去创收的收入分配体制，体现公益性；而“年薪计算工分制”是

三明原创的知识经济的考核和分配方式。具体是将全市 22 家公立医院所有医务人员在政府建

立的统一信息化平台上，应用信息化手段将医务人员医疗行为和工作量系统地数字化记录，然

后按照设计规则转化为薪酬工分和分值的一种计算方法和薪酬内部分配机制。临床医生工作量

工分通过病种工分和医疗服务项目工分计算，定性定量工分可实行动态调整，政府可以通过全

局把控和动态调整设计规则和工分占比以体现公益性和调动积极性。

自 2011 年至 2022 年三明市公立医院工资总额由 3.82 亿元增长至 20.44 亿元，在岗职工平

均年薪水平由 4.22 万元增长至 16.34 万元，其中医师平均年薪由 5.65 万元增长至 20.11 万元。

a  岳经纶等：《三明医改经验何以得到全国性推广？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b  王春晓：《三明医改评估：卫生治理框架的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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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薪酬分配制度，让医务人员得到阳光体面收入，体现了医院的公益性及医务人员劳动价值，a

真正让医生回归看病角色，把精力聚焦到提升诊疗技术水平上。见下表。 

表 1 三明市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薪酬发放情况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工资总量
（亿元）

3.82 4.69 7.09 7.60 8.95 9.83 11.02 12.40 14.06 15.57 19.56 20.44

在岗平均
（万元）

4.22 5.45 7.23 7.79 8.90 9.45 10.43 11.34 12.52 13.37 16.02 16.34

医生
（万元）

5.65 7.04 9.99 10.09 11.38 12.30 13.95 15.48 16.50 16.93 19.34 20.11

医生最高 39.20 36.75 42.70 53.18 72.98 59.29 59.95 59.80 59.68 58.28

书记院长
（万元）

9.84 11.69 20.06 25.55 26.19 29.32 33.88 32.43 39.84 41.10 47.16 46.61

书记院长
最高

31.51 38.13 40.70 42.42 50.28 50.54 53.46 55.04 67.47 58.75

资料来源：三明市卫健委。

（三）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医疗负担不断下降 

薪酬制度改革真正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极大减少了过度医疗，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同时，医院改变医疗服务模式，医生在治病的同时，做好院前健康管理和院后疾病管理，让百

姓不得病、迟得病、少得病、迟得大病，县域百姓健康绩效指标明显提升。

从健康的质量来看，三明市城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0 年的 75.29 岁增长至 2021 年的

80.07 岁，增长了 4.78 岁，高于同期全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从 2010 年 74.83 岁至 2021

年 78.2 岁）1.41 岁，高于同期福建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从 2010 年 75.76 岁至 2021 年

78.85 岁）1.69 岁。婴儿死亡率由 2011 年的 7.82‰降至 2.33‰，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 年

全国婴儿死亡率 5.6‰）。人口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而健康水平是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老龄少子化的人口转型背景之下，三明市人民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国家和民族

人口与劳动力结构的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表 2 三明市医保基金使用健康绩效指标

年度

参保人数
 ( 万人 )

人均基金
数 ( 元 )

人均医疗总
费用 ( 元 )

人均自付医
疗费用 ( 元 )

人均药品耗
材费用 ( 元 )

人均
预期
寿命
( 岁 )

婴儿
死亡

率
(‰ )

孕产
妇死
亡率
(/10
万 )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2019 年
263 1177 1734 764 719

79.82 3.04 0 
41 221 3513 740 3550 1394 1482 630 1666 541

2020 年
264 1192 1678 704 678

80.02 3.13 20.29
42 221 3237 800 3390 1349 1392 572 1558 509

2021 年
261 1318 1877 823 730

80.07 2.33 10.13
44 217 3588 860 3660 1511 1576 671 1598 555

a 詹积富：《三明医改：一场倒逼的改革——我所经历的三明医改》，《中国医院院长》2018 年第 2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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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参保人数
 ( 万人 )

人均基金
数 ( 元 )

人均医疗总
费用 ( 元 )

人均自付医
疗费用 ( 元 )

人均药品耗
材费用 ( 元 )

人均
预期
寿命
( 岁 )

婴儿
死亡

率
(‰ )

孕产
妇死
亡率
(/10
万 )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职工 居民

2022 年
258 1443 2044 830 819

45 213 3886 930 3972 1639 1482 693 1768 620

资料来源：三明市医保局。

三明在系统性医改的基础上，将挤出药品耗材等虚高费用所留出的医保资金空间进一步施

惠于民，提高医保报销比例，降低患者经济负担。三明市城乡居民医保患者住院次均费用虽由

改革前 2011 年的 4082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5810 元（全国为 7546 元），但个人自付从 2011 年

的 2194 元减少到 2020 年的 1712 元。2011—2020 年，22 家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城镇职工医保住

院患者次均费用实际报销比例由 72.26% 提高到 75.02%，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次均费用实际

报销比例由 46.25% 提高到 70.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三明医改切实解决了看

病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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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改革前后三明市医药总收入与药品耗材费用变化

（四）探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

三明医改为医药卫生事业重构了一套以人民为中心的激励相容的卫生健康体系，通过系统

综合协调的改革，摸索出了建设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的经验。跳出卫生领域来看，

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策寻租、政府购买中的浪费，以及不合理的激励和分配等问题在国家

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存在，因此三明医改的成效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三明医改的经验也更

具有全面深化改革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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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明医改对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的启示

自 2009 年开启的医疗卫生改革，尽管在医疗卫生、医药和医保方面改革做了大量工作，

包括成立国家医保局，实施药品耗材集采，改革支付方式，以及最近的医药反腐风暴等等，但

是由于没有能像三明那样彻底破除创收的旧制度，全面建立公益性的新制度，因而药品、耗材、

器械、检查等形成的利益链和腐败土壤依然存在，导致巨额政府投入和医保资金反而加剧了过

度医疗、药价虚高和医药腐败等问题。三明医改探索出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对深化医改具有

非常深刻的启示。

（一）制度创新，系统集成，打造中国式医疗保障制度

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就是国家医疗服务制度。即政府出资举办和运营公

立医院，低费或免费（以个人现金支出衡量）向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英国等欧洲国家，印度、

巴西、俄罗斯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均采取此种制度，我国前 30 年也是采取

此种制度。从体制机制看，这种制度能够从根源上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让医生根据

医学需要提供适宜服务，把更多资源配置到预防保健、社区医疗、适宜技术等社会效益高的环节，

是公平、效率和质量均领先的一种医疗制度，也是最省钱的制度。

三明医改创造性地探索出中国版本的国家医疗服务模式。国家医疗服务模式的核心是将医

疗保险分担风险的功能与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功能合二为一。三明医改将医疗、医保和医

药合一，政府一手将所有公立医院换轨到公益性的新路上，另一手将所有的医保基金和卫生资

源统筹使用，直接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薪酬，再配合上现代信息化考核监管体系，药品耗

材集采体系以及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体系等一揽子集成改革，中国版的国家医疗服务模式已

经基本成型。此模式的创新点在于：

1. 它继承了传统国家医疗服务模式的精华，又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传统国家医疗服务模式的公立医院是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运行的，而我国公立医院长期以

来财政投入平均不到医院运营费用的 10%，医院必须逐利和创收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这就违

背了公立医院的初心和使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人民看病越来

越贵。2009 年医改的目标就是要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但是政府和医院一直在投入不够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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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纠结，政府无力全额投入，医院不创收无法生存。

三明医改打破了政府和医院一直无法突破的死结，三明创造性地向改革、向制度要红利。

首先制定公立医院新的投入、运行和分配制度，让公立医院回归到公益性的新路；然后政府集

中各类医保基金、公共卫生经费和政府财政投入直接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薪酬。破旧立新

同时进行，新的制度挤出了过去大量不合理的浪费，让医院和医生回归治病救人的本职。

用医保基金直接支付医院的运行和医生的薪酬是一大创新，它将医疗保险制度和国家医疗服

务模式有机整合，克服了传统国家医疗服务模式效率相对低的弊端，较好平衡了公益性和积极性。

2. 与时俱进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新型薪酬体系

传统国家医疗服务模式的公立医院薪酬体系相对简单，主要就是按年限和职称发薪，是传

统的大锅饭，没有能反映医务人员不同岗位的职业特点，不能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三

明原创了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新型薪酬体系：目标收入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医务人

员收入年薪制破除了过去创收的收入分配体制，体现公益性；而“年薪计算工分制”是三明原

创的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来精准考核知识经济和进行合理分配的新模式，是将过去中国农民创造

的工分制与数字化融合，原创了系统整合、全面考核的知识经济的新模式，而且随着大数据和

实践经验的积累，数字化可以动态更新考核指标，不断迭代升级。“目标收入年薪制，年薪计

算工分制”既保障医务人员阳光体面工资，同时又保障公益性和积极性的兼容。此方法还可以

推广到现代社会组织的各个领域，如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等。

（二）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势，党政“一把手”亲自抓，重构治理体系是深化医改的关键

从三明经验来看，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势，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承担领导和推进医改

的第一责任人，选好配强医改团队，给予充分信任、充分支持、充分授权，为医改工作保驾护航，

就能攻坚克难，打通改革的层层堵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这也是从这些年医改的实践探索出医保、医疗、医药的治理体系是医改的关键，改变目前多头管

理、责权不清晰、不统一、统筹协调不力的局面，国家层面需要加快医疗卫生领域治理体系建设，

治理能力提升。要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综合性医疗卫生治理部门，统筹医保、医疗和医药等与人

民健康相关部门，形成大部门统一领导、大部门内部各机构分工负责、精简高效的医疗卫生治理

体系。“大部制”不仅体现为机构合并，更要在机制上实现责权一致和统筹协调。用强有力的现

代国家治理体系支撑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医疗卫生改革，这样才能真正扭转医院逐利的机

制，铲除医药腐败的土壤。医改才能使政府得民心，患者、医院医生受益，财政和医保可持续。

（三）医改工作必须以公立医院改革为核心，“三医”系统综合协调改革缺一不可

医改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在复杂环境与复杂关系中，必须强调要进

行系统综合协调的改革。首先，系统综合协调的改革要求做好顶层设计，系统考量各方主体的

激励相容机制。医改需要政府做顶层设计如何将医疗、医保、医药三个主体协同发展，国家医

药集采和反腐后，当医药被挤出虚高价格后，必会引致各方主体之间的再协调，为避免按下葫

芦浮起瓢，在顶层设计中必须保证为各方主体规划的改革路径是激励相容、目标相同的。其次，

系统综合协调的改革要明确公立医院是医改工作的主阵地，医生是医改工作的主力军，在改革

中抓住主要矛盾，但一定要推进综合全面针对各方主体的改革才能实现彻底“换轨”。在我国

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中，公立医院是医疗、医保、医药三者的连接点，医生是公立医院提供医

疗服务的最关键要素，因此必须强调医改工作应以公立医院改革为核心，以医生行为和激励为

抓手。医院只有不为钱发愁了，才能使医院放下包袱，从赚钱逐利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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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提高医技水平、提升服务质量；医生只有不为工资失落、“得到应该得到的”，才

会回归看病角色，稳得住、留得下。最后，系统综合协调的改革要协调推进各方主体的改革，

留够政策空间与资金空间。在经济社会中，改革需要进行资源的再分配，因此在总量不变的情

况下，只能先做减法，再做加法。三明医改以挤出药品耗材虚高费用为切口，先做减法。药品

耗材节省的资金为后续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保障医生和公立医院的合理收入留足了资金空间。

（四）建设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改革是世界难题，面临老龄化和众多疾病的风险以及经济社会转型，传统医疗保

障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都面临严峻挑战。

三明医改不断迭代升级，在建立保障公益性的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后，以县级医院为龙头，

实现县乡村一体化，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康管护组织，即整合型健康共同体。

建立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化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体制机制。重新制定以健康为中心的医保支

付制度、医保基金应该为人民健康负责。从只能支付医疗费用上升到医疗和健康管理，并按人头

年度打包支付给健康共同体，实现健康责任共担、经济利益共享。健康管理的责任不仅是提供治

疗，还要提供预防、康复、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提高老百姓的健康

素养，让老百姓少生病、迟生病、不生病。三明探索的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所形成的健康共同体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健康幸福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要充分发挥我国

制度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打造智慧健康；融合中医药和天人合一

的中国文化优势，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百姓需求、高质量、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健康保

障模式，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

Pioneering a Chinese Style Healthcare Coverage System:

The Sanming Healthcare Reform
Li Ling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Healthcare reform is a global focal point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scussion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s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healthcare coverage model. The 
healthcare reform implemented in Sanming City, Fujian Province, serves as a successful exemplar of 
China's healthcare reform eff orts. Sanming City, pioneering in its approach, dismantled the outdated 
profit-driven system through comprehensive reforms and established a new framework prioritizing 
public welfare to address the health needs of its citizens. The Sanming healthcare reform provides 
valuable lo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style healthcare 
coverage system, contributing a unique Chinese perspective to global healthcare reform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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