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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三种医改模式带来的启示
从医改大讨论以来，江苏宿迁、无锡、南

京三种医改模式引发无数关注。同一个行政

区域内为何出现不同改革路径？如何评价这

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有何推广意义？对正

在制定的新医改方案有何影响？

上述问题吸引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牗以下简称“中国体改会”牘有关研究人员。
他们通过实地调研，访问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和受众者，对上述问题作了评判和回答，并形

成了调查报告。

中国体改会研究员、东南大学产业经济

研究中心主任周勤带领的研究团队最后得出

结果：三个城市进行改革的初衷、战略、措施

和结果各不相同，究其实质是同当地社会、经

济、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息息相

关的。这三种模式虽各有利弊，但在推动当地

医疗事业的发展中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

用。并称，这些模式中展现的医改市场化趋势

是历史的进步。

三种模式的动因图谱

江苏医改三个模式差异之大如同江苏经

济的三个板块。

“我们首要关心的是三地为什么要改？至

于改了之后的结果是另外一回事。”周勤表

示，从动因出发研判结果，才是更全面的观察

角度。

其中，三地的经济和社会基本条件不同

是关键性因素。在此方面，宿迁和南京、无锡

相比差距比较大。

南京市作为江苏省的省会，无锡作为经

济强市，在经济和社会指标上比宿迁要突出。

如 ２００５年无锡人均 ＧＤＰ是宿迁的 ８．６７倍，
南京的人均ＧＤＰ是宿迁的５．６９倍。

不同的经济实力，三地的财政支出也明

显不同。如 ２００５年，南京是宿迁的 ５．９８倍，
无锡是宿迁的 ４．７３倍。“财政支出的不同必
然影响着三地区对医疗支出的差异。”调查报

告指出。

而经济因素，成为宿迁医改的重要背景。

“改革前的宿迁医疗卫生事业处于崩溃

边缘。”调查报告指出，改革前的 ２０００年，宿
迁市可支配财力仅为 ６．８亿元，负担财政供
养人员１１万人，其中医卫人员近１万人，人
均财力只有６２００元，半数县乡财政用于教育
经费支出。因此，没有财力对医疗机构和公共

卫生进行必要的投入。

其次，除了经济条件，三地的卫生资源和

发展状况也存在差异。

如从 ２０００年到 ２００５年间平均水平看，
南京市的卫生机构个数为１３８６个，无锡市的
为１５２２个，而宿迁为６７１个。

再如，在职业牗助理牘医师数量上，南京近
七年的平均人数为 １２２７５人，无锡的仅为
８４１７人，为南京的 ６９％，宿迁的仅为 ３００１
人，为南京的２４％。

调研专家们从上述数据分析得出，虽然，

无锡经济状况发展最好，其卫生机构数量也

高于南京，但是从其医疗的质量来看，还是略

逊一级。

“因为南京有行政优势。”周勤分析，南京

是省会城市，且市内高校较多，吸引了很多的

技术人员留在

南京。

而无锡市

虽是江苏南部

最富庶的地区，

但长期以来医

疗资源的配置

受到行政区划

和行政级别的

限制，无法得到

高品质的医疗

资源。

“供给和需

求间存在结构

性矛盾。”周勤

表示，无锡医疗

发展与经济实

力不相匹配。

通过上述

一些数据及背后原因的细

致对比，调研组专家们判

断：不同的社会经济、卫生

资源条件，决定了三地医

改的目的不同。

具体而论，宿迁市的

市场化改革模式的初始

是为了解决 “看病难”问

题，即是医疗的供给数

量；而无锡市的“管办分

离”是解决“看大病难”问

题，提高本地区供给水

平；南京市的“企业托管”

模式试图解决中心城市

“看病贵”和优质资源被

滥用问题，巩固地区医疗

中心地位。

三种模式各解决了
什么问题

三种医改模式解决了哪些医改问题？调

研组对其一一作出了评判。

首先，对于引发全国范围内讨论、争议最

大的宿迁医改，调查组专家得出了以下结论。

宿迁医改进行最早，从２００１年开始。被
称为“是市场化改革力度最大”，其模式简单

描述是，医疗机构民营化，政府除了行使宏观

医政和公共卫生管理职能，以及举办公共卫

生机构外，基本退出医疗领域。

对于如此“大胆”的改革，调研组给出了

五点结论：

一、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

医院数量和医疗卫生总资产迅速扩张。

如 ２００２年全市医疗机构比改革前的
２０００年增加了 ４０１家，增长了 ３倍。到 ２００５
年底，全市卫生资产总额为 １７．７８亿元，比改
制前１９９９年的 ４．９５亿元增长 １２．８３亿元，增
长了２５９％。

同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服务项目

新增 ２６０多项 牗其中市人民医院增加了 ２４７
项牘，许多复杂的心脏等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本
地实施。

二、建立起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医生收

入得到保障，“红包”现象大大减少。

三、对于宿迁医改是否促使医疗价格下

降，各方至今一直在争论。对此，调研报告也

给出了结论：价格总体稳中有降。

医疗机构改制后，为适应市场竞争，普遍

采取降低收费水平、提高服务质量的措施吸

引病人。有不少医院单病种限价收费。如单

纯的阑尾炎手术，由过去的１５００元以上降到
８００元左右。

再如，２００５年与 １９９９年比较，人均门诊
费用市、县级医院由 ７５．４９元略增到 ８２．０８
元；乡级医院由３７．６２元降低到３６．８元。

四、医疗保障能力提高。如该市对于预防

保健领域的卫生资产，由 １９９９年的 ０．４１亿

元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５．６３亿元，占比由 ８％上
升到３１．７％。

五、最为明显的效果是，政府财政负担减

轻。

“政府是最直接的获益者，既可以通过改

制盘活医院的资产，套现过去５０年政府在医
疗领域的积累，减轻地方财政压力。”调研专

家分析，“等到民营医院免税期满后，政府税

收也会增加。”

对无锡“管办分离”的医改实践，调研报

告得出两个主要观点：改革促使卫生行政管

理的公平性提高和医疗资源稳步增长。

“卫生行政部门剪断了与所属医院的利

益链条，使得卫生行政管理的公平性大大提

高。”调研组专家称，他们观察到，现在无锡卫

生行政部门对于民营医院、外资医院和基层

医院不再是“冷热有别”了。

同时，对公立医院采取“管事不管人”的

改革原则，促进其内部改革管理机制。因此，

卫生行政管理效率全面提高，医疗资源稳步

增长。

如 ２００２年起，改革实施 ３年多来，各市
属“托管制”实施单位固定资产比托管前增长

４５．６９％，医疗设备增长 ８５．８％，医院职工收入
增长１００％。

与无锡不同，南京医改进行了另一种“托

管”。即南京对全市近 ２００家医院全面推行
“药房托管”。

所谓药房托管，就是把医院药品的采购

权交给专业的药品公司去经营。其特点是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权归医院，经营权交

给受托方；医院药房的产权不变、药剂科的职

能不变和药房人员的身份不变。

“药房托管的直接结果是斩断了药商与

医生之间的联系。”调研报告称，从两个数据

中能看出，即门诊费用“负增长”和住院费用

“零增长”。

谁是未来医改方向

除了上述评价，调研专家特意提醒各地决

策者们注意，三种模式都面临着未来的挑战。

首先，宿迁医改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虽然增长较快，但总

量仍然不多；“以药养医”现象仍然存在；看病

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而无锡医改将面临现有国家大卫生行

政体制的挑战。在现行体制下，政府部门之

间都是对口部门、对口管理的管理方式。无

锡确定公立医院归医管中心，卫生局主管

公共卫生服务，这样的运作在实际中可能

并不顺畅。

另外一个难题是，医管中心的职责是国

有医疗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医疗服务又具有

明显的公益性，如何在两者间实现均衡？

南京也面临着需要解决的难题。

调研报告分析，药房托管并不能解决所

有医改问题。目前南京药房托管主要针对一、

二级医院，而作为医疗体系塔尖的三级医院

推行药房托管，如何实现院方和托管方利益

的均衡，仍然有不小的困难。

“三级大医院，根本就没有药房托管的动

力，政府可能很难推进。”周勤称。

那么，究竟哪种模式是未来医改的方向？

调查报告中并未有明确表示。但专家们表示，

这三种模式是在现有经济和社会条件下，所

有相关主体理性的选择，相互之间无法套用

或互换。

“我们的观点是，未来医改政策设计应该

因时因地。”周勤称，但同时表示，“有几点对

未来整体医改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是江苏三种医改模式都是从供给角度

出发，以解决医疗资源供给数量与提高医疗

资源供给水平为原动力。

调研报告指出，只要开放市场准入，吸引

足够的资本投入，增加医疗资源供给和提供

医疗服务水平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从长期

而论，常见病的“看病难”问题是可以通过市

场化改革解决的。

但现有的模式都不能根本解决“看病贵”

问题，主要因为医疗卫生服务具有供需双方

信息严重不对称性，供方处于天然的垄断地

位，医院总是有办法来获取足够的收益。

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这只

“看得见的手”进行调控，建立合理有效的需

求结构，并进行到位的监管。

二是医改的市场化取向是历史进步。它

最大的贡献就是有效增加了医疗资源供给，

通过竞争，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

“目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并不全是市场

化造成的。相反，过多的进入管制，公立医院

的垄断地位，不公平的竞争，可能是问题的根

由。”报告称。 据《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地方特产“天价”之乱
近年来，一些名贵地方特产在商家疯

狂炒作下，价格一路飙升。“阳澄湖大闸

蟹热”、“冬虫夏草热”、“和田玉热”、“普

洱茶热”…… 商家炒作、卖者追捧，在非

理性的市场里，人们已看不出价值规律的

作用。商业炒作的背后，引发一系列的社

会问题：生态灾难、假货泛滥、助长腐败

……地方特产“天价”现象，已成为一个

看不透的“局”。

商业炒作刮起
地方特产“天价”之风

今秋，媒体报道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运至

北京超市，卖到了 ３２８元／斤；在冬虫夏草的
产地青海，目前一公斤上等冬虫夏草，价格已

升至 ２０万元，每克价格超过黄金；新疆和田
玉中仔玉目前以克论价，精品每克高达数万

元，真正演绎“疯狂的石头”……

冬虫夏草在我国，特别是 香港、澳门

地区以及东亚、南亚、西亚 ２０多个国家及
世界五大洲华人中具有广阔的市场。由于

目前科学界尚未研究清楚冬虫夏草的形

成机制，到目前它还不能进行人工规模化

生产。

近年冬虫夏草价格飞涨，青海等原产地

的售价与３０年前比较已经上涨千倍以上。长
年研究冬虫夏草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大荣告诉记者，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前全国年产量曾达 １００吨
以上，６０年代初为 ５０吨至 ８０吨，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仅有五吨至１５吨。其价格在１９８０年
为２００元一公斤，而现在最高价已经达 ２８万
元一公斤。

西宁市七一路一家虫草专卖店的王经理

告诉记者，目前经营虫草非理性因素已经比

较明显。一些东部商人带着上亿资金到青海

来收购虫草，虫草在冰柜里“捂”上一年，至少

会有５０％的利润。虫草资源有限，未来价格还
会大幅上涨。

频频刷新的“天价”，折射市场的无序。大

闸蟹在国内并不稀缺，利用广告阳澄湖大闸

蟹成为名牌后，商家利用名牌挂出普通百姓

难以承受的“天价”，大发横财；商家开发虫

草保健品，其功效被说得神乎其神：从抗癌

到壮阳，从美容到治疗艾滋病，几乎无所不

能，虫草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在收藏升

值概念误导下，炒玉和炒股没有区别，玉商

间的抬价，最后使天价“宝玉”到了消费者

的手中……商业炒作，一些不负责任的媒

介也充当了帮凶。

非理性心态
支撑起“天价”神话

地方特产屡屡创出“天价”神话，与当前

浮躁的社会心态密切相关，“越贵却越有人消

费”已成市场定律。

被市场吹捧成“神物”、贵如黄金的冬虫

夏草，在中医专家眼里绝非包治百病，在中草

药家族中身份其实很普通。青海省中医药研

究所所长、主任药师贾守宁说，虫草只适用于

肺虚、肾虚或肺肾两虚引起的各种病征，之所

以被很多人看得很“金贵”，只是因为它是“珍

稀药材”。

大闸蟹并不稀缺，因为它“炒”出了名气，

人们消费的就是这个“名气”。这几年，给螃蟹

戴环、配 ＩＣ卡……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造
势，人们对于大闸蟹的兴趣更大了。

一名在阳澄湖大闸蟹专卖店采购的消费

者告诉记者，自己买蟹主要是为了送人，送大

闸蟹不送阳澄湖出产的就显得不上档次，送

礼当然要送最好的。阳澄湖蟹与其他蟹有没

有区别自己没有研究过，经济能力有限，自己

吃得也少，现在秋季送礼，就流行送这个阳澄

湖大闸蟹。

江苏湖泊众多，各地出产大闸蟹质量相

当，将蟹卖成限量版奢侈品，也就是阳澄湖大

闸蟹敢这么干。据了解，在阳澄湖大闸蟹生产

基地，刨除人工费等其他费用外，大闸蟹的养

殖成本每斤也就２０元左右，蟹业公司以特级
蟹每斤１４０元的价格收购后空运到北京。坐
了一趟飞机的大闸蟹，其身价至少翻了一

番。

有专家指出，“天价”商品离普通百姓越

来越远，渐而被异化成一些政府部门权力寻

租的工具，其出现及流行，演绎出腐败官员行

贿受贿方式的多样性。贪官一顿蟹，穷人半年

粮。“天价”商品，其代表的奢侈“符号”，更易

引发深层的社会仇富情绪。

“天价”暴利更是引发行业之乱，行业内

假货盛行，相关产业、当地物价随行趋热，市

场虚热，有价无市……

年年吃螃蟹，年年喊打，却是假蟹屡禁不

止，越打越多，越打越横行欺市。据阳澄湖大

闸蟹行业协会会长杨维龙估计，市场中打印

“阳澄湖特产”字样的假冒货数量是真货的

１０倍。至于防伪“戒指”，在一些水产品市场
内，不少蟹商公然叫卖：“三元一个，要多少有

多少。”由于冒牌货泛滥，一个全新的职

业———验蟹师出现于市场。

“天价”频现
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疯狂的商业炒作给社会带来的

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市场的非理性消

费使虫草、和田玉等稀缺性资源步入

开发的恶性循环，越挖越少，越少越

贵，越贵越挖。少部分人成为了“暴发

户”，却给当地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生

态灾难。

今年夏季，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

考察队对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

南等省区的冬虫夏草主要产区进行

了考察。考察发现：青海、西藏两省区

冬虫夏草分布密集区目前产量仅为

２５年前的 １０％，全国的冬虫夏草产
量仅是 ２５年前的 ２％至 ３．５％左右，
原分布密集区 ４０％地块已经多年未
发现生长冬虫夏草。

杨大荣说，“现在，不管冬虫夏草

生长在什么时期，采挖者见到就采，

哪怕是虫体腐烂，仅剩下子实体，冬

虫夏草传宗接代都很难。”

在新疆和田地区，与几十年相

比，玉石的价格也上扬千倍以上。最

初的玉石价格的上涨，刺激了迅速膨

胀的开采，而掠夺性开采进一步刺激

了收藏者的神经，玉石价格进一步飙升，挖玉

也陷入进一步的疯狂。

“挖得浅的挖地两三米，挖得深的甚至掘

地 ３０米。”２００６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
时麒现场考察了和田地区玉龙喀什河，用“满

目疮痍，惨不忍睹”向记者表述自己看到当地

采玉人用挖掘机采挖河沟，生态被严重破坏

的心情。

青海玉与新疆和田玉同产自昆仑山一

线。和田玉的飞涨带动青海玉价格上涨。在

青海省格尔木市，围绕着昆仑玉矿产资源的

争夺从未间断。偷盗者带着炸药、钢钎和贪

婪，扑向深山峡谷疯狂攫取。在格尔木地区纳

赤台周边的山谷里，爆破采矿的巨响经年不

息。在该市最繁华的街道上，买卖玉石原生

矿的交易天天都在进行。据知情人透露，

格尔木金三角地区交易这些矿石基本都是

偷来的。

对于价格一浪高过一浪的“天价”市场，

青海省社科院孙发平研究员认为，这是一种

不可持续的发展，不仅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

坏，而且会使整个产业遭到沉重打击。

“以虫草为例，市场价格越高，掠夺性的

开采就会越严重，虫草资源越来越稀缺，价格

又会越来越高，这种价格畸高最终会导致供

给与需求难以平衡，如此往复就转变成了恶

性循环，当价格飙升到生产者、中间商、消费

者所难以承受的临界点时，恶性循环的产业

链就会破裂，整个虫草产业将遭到严重的破

坏。”孙发平说。

“天价”本身就是泡沫，经营者面临巨大

风险。由“保健神话”鼓吹而起的“普洱茶热”，

曾使云南普洱茶价格狂涨了数十倍甚至百

倍，而今市场“崩盘”，价格回归理性，大批投

资者血本无归。

记者点评

当地方特产被当成投资品时，在涨声

一片、投机横行的旋律里，和田玉的涨势

极具代表性，貌似玉文化传播力度加大的

背后，是地方政府对于 ＧＤＰ不遗余力的
追逐，是贫困地区脱贫的热望，是逐渐富

裕起来的国人对于自己财产保值增值的

扭曲性认知。

“天价”现象不断喧嚣鼓噪的背后，凸显

的是社会人文关怀的淡化和责任的缺乏。挥

霍财富胜于转化财富，导致“天价”现象大有

蔓延之风。强化社会责任成为新时期经济建

设必须破解的课题。

“天价”现象应该高度警惕，这与当

前建设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天价”

神话考验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的控制能

力，规范宣传，加强监管，杜绝炒作，完善

定价机制，面对价格暴利，我们不能再以

“市场化”的借口或不妨宽容的态度任其

滋生发展。 据《经济参考报》

悬崖勒马

无锡（资料图片）

南京（资料图片）

宿迁（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