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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预约挂号”能否“一约就灵”？

核心提示

为了挂个专家号，通宵达旦地在
医院排队；搭上半天乃至一整天的时
间，医生问诊的时间却只有十几甚至
几分钟，是患者在大医院看病的常
态。一边是患者抱怨挂号难、看病难，
另一边是医生委屈有看不完的病人、
听不完的怨言，在我国，但凡有点名气
的医院一直处在这种两难境地中。而
在一号难求的现实困境下，医托、号贩
子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
盾。

为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看病难问
题，卫生部日前公布的《关于在公立医
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提出：2009 年 10 月开始，
所有三级医院都要开展预约诊疗服
务，二级医院也要逐步开展这项工
作。在预约挂号时，要推广采取实名
制方式。

“实名预约挂号”，一个并不新鲜
的做法，正式成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此举能否让号贩
子无处藏身？能否“一约就灵”，切实
缓解挂号难、看病难的痼疾？

实名预约挂号，优先就诊

日前，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北京积
水潭医院、朝阳医院等 19家三级医院
的院长分别到其他医院“当一天患
者”，挂号难、候诊时间长、检查预约时
间久、就诊时间短，是院长们体验后的
普遍感受：

北京安贞医院院长张兆光在一家
全国大名鼎鼎的医院，转了半天没找
着挂号处，好不容易根据导医的指引
找到了挂号处，本想挂的内分泌号早
就没有了，只好选择了骨科，两个多小
时的等待换来了六七分钟的问诊；北
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在一家三甲
专科医院，从排队挂号到离开医院共
用了７个小时，真正看病就20分钟，看
病时间只占整个就诊过程的 4.9％，其
余95.1％的时间他都在排队等候……

无疑，解决挂号难成为破解看病
难问题的重要关卡。针对挂号难问
题，5日公布的卫生部《征求意见稿》向
公众传达了这样的意向：预约，实名，
优先。

《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在公立
医院率先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有

利于患者进行就医
咨询，提前安排就
医计划，减少候诊
时间，也有利于医
院提升管理水平，
提高工作效率和医
疗质量，降低医疗
安全风险。

医 院 要 制 订
服务标准引导患者
通过预约挂号就
诊，逐步提高预约
挂号占门诊挂号尤
其是专家门诊号的
比例。原则上预约
挂号的患者要安排
优先就诊。在预约
挂号时要推广采取
实名制方式。

为 了 积 极 推
动和实施预约诊疗
工作，医疗机构可
以通过在门诊大厅
设置专用设施、设
立专门服务台和服
务窗口等形式，向

来院患者提供预约服务。也可通过医
院专线电话(包括手机)、12310公益电
话、互联网等形式提供预约机会。

目前不少欧美国家的医疗机构，
除急诊外，实行的全部是预约挂号的
模式，门诊大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就
医程序却有条不紊。北京胸科医院张
静波副院长认为，如果我国的病人能
做到 70~80%的预约门诊，那么医院拥
挤、相对无序的状况会得到较大改善。

实名预约挂号，能否
“一约就灵”？

《征集意见稿》公布后，舆论普遍给
予好评。网友们认为，患者在家里一个
电话，或鼠标轻点，就能够完成看病挂
号，免除了起早贪黑、忍饥挨饿排长队
的辛苦劳累，可以实现随到随诊，按时
赴诊，避免傻傻地排队，心还惴惴然。

罗列实名预约挂号的好处，大体
有以下几点：一是节约时间，对没时间
排队的白领来说，能减少请假次数；对
仅仅为了复查、开药的患者来说，省去
排几小时队、看几分钟病的烦恼。二
是减少开支，尤其是对于来大城市就
医的外地患者来说，减少食宿花费。

三是改善医院环境，防止交叉感染疾
病，避免患者挤在一起看病。四是打
击号贩子，实行实名预约挂号之后，预
约名字与医保号就联系在一起，号贩
子将失去生存空间。

预约就诊，节省就医时间、方便患
者，杜绝暗箱操作，提高了医疗资源利
用效率，所有这些叠加在一起，实际上
等于提升了公民的医疗福利水平。评
论认为，小小的制度改进不可能从根本
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症，但最起
码，能够让公民体面、有尊严地就医。

不过，寄予此举厚望的同时，现实
远没有这么乐观，公众普遍心存担忧：

半夜排队会不会变为半夜打电
话？医院的号源总是有限的，开展预
约挂号之后，只是把追逐专家的“战
场”前置到网络或电话预约环节，“疯
抢”还是一样的。

如何协调预约挂号和窗口挂号？
不少患者既不懂得、也不习惯预约挂号，
从大老远的地方跑来医院窗口挂号，却
被告知没号了，或是要优先安排预约挂
号，是否会增添新的医患矛盾？

患者爽约，间接地医疗资源浪
费？每个医生的就诊人数有限，号挂
满了，就不再接受其他病人预约了。
预约挂号而又“爽约”的患者，将让真
正想挂号的病人却挂不到号，造成了
医疗资源的浪费。

实名预约挂号很可能最终只是让
本地人有限地受益。因为对网络、电
话等预约通道占有程度的严重不对
称，大量的城市市民懂得和使用了预
约挂号方式之后，无形中会排挤掉原
本基本公平的农村农民就医挂号权
利，医院所属城市之外的群体、尤其是
农民挂号会变得更加困难。

标本兼治
力促医疗资源公平配置

事实上，“实名预约挂号”并非新
提法，我国许多城市都已陆续开展了
这项业务。但从实行的效果看，却频
频遇冷、不尽人意。

媒体报道，江苏扬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几年前就已开始了实名预约挂
号，目前有服务台、电话、诊间预约等
方式，不过一个月通常只有 20多个人
预约。山东省立医院也早在几年前就
已推出了预约挂号服务，预约挂号就
诊的患者却非常少，一天只有两三个，

但医院每天的门诊量都在 8000 人左
右。在已开展此项业务的城市中，多
有类似的反映。

这其中，既有患者预约意识不强
的问题，也有预约挂号成功率低、预约
信息不透明公开的问题。很多医院对
预约挂号数是有控制的，如果一位专家
一天接诊的患者为
50 人，医院放给预
约患者的号数只有
几个，患者通常会
觉得医院窗口排队
成功的几率高一
些。

挂 号 预 约 的
比例是多少，网上
有多少号，电话预
约服务有多少号，
这些信息如果患
者不知道的话，那
患者更多时候还
是要选择去医院
窗口排队。更重
要的是，预约挂号
只是分流了医院
里的排队长龙，并
不能改变大医院
专家号资源稀缺
的现状。

中 山 大 学 公
共卫生学院一名
资深专家指出，大
医院大专家“一号
难求”的症结，不
在于能否“预约”，
而是专家这一优质
医疗资源太稀缺，
难以满足广大患者
的需求，导致患者
追捧专家。

业 内 人 士 普
遍认为，实名预约
挂号只是一种便
民形式，治标不治
本。专家号资源
供需矛盾突出，单
纯改变挂号方式
并 无 法 解 决 矛
盾。这需要医保
制度的合理引导，
患者有序看病，小
病在社区、大病进
医 院 、康 复 回 社
区，实现社区和大

医院的双向转诊，才能缓解看病难。
如果城市大医院是“主动脉”，那

么，基层医疗机构就是“毛细血管”。
要想让“主动脉”不堵，最好的办法是
疏通“毛细血管”。也因此，唯有加快
医疗资源合理、公平配置，方能从根本
上解决看病难。 据新华社

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掩盖真问题

黄仁宇在他那本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中曾说，传
统中国之所以未能成功转型，无关道德和个人因素，而是在
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与传统中国相比，我们现
在的生活是越来越“数字化”了。

最近两天，仿佛与大家都有关的数目字就有这样一
些：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为14638元，同比增长12.9%；多省市下调工资指导线，北
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800元；国家统计局公布，
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下降1.8%，连续六个月
负增长……

其中几个数目字颇惹争议。有人困惑：我怎么没有体
会到工资增长的快乐？有人指责：在经济不景气的大形势
下，调低工资指导线就是“病笃乱投医”！在我们看来，这是
没有分清这些数目字在当下的象征意义和实际蕴涵的缘
故。

不难发现，我们社会中的一个数目字，对不同个体和
群体，其象征意义与实际蕴涵常常迥然有别，最典型的当然
是GDP，在一个市民那里是鸡肋却不妨碍它是某一群体的
最爱。有些数目字，似乎天生就只有象征意义。就拿这个
连续六个月负增长的(CPI)来说吧，它是反映物价变动的重
要指标，但这个指标连续下降，却并不一定意味，民众中物
价偏高的痛感会随之减轻。类似的数目字存在，最大的意
义或许就是一种宣示：我们已从传统走向现代，我们在进行

“数目字管理”。
有的数目字，是要明确区分其象征意义和实际蕴涵

的。比如工资指导线，本来就不具备强制性，调高或降低，
于民众柴米油盐的真实生活关系甚微。尽管如此，调低工
资指导线这个动作本身，又有着非同寻常的蕴涵，因为它传
递给博弈中的劳资双方一个信息：目前企业运行上的一些
困难，工资成本过高的确是重要因素。这就像村中两人发
生纠纷，村子里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的表态虽然不具法律
效力，但其实际作用却不可低估一样。谁喜欢谁不喜欢这
个数目字或表态岂非一目了然？

不同的数目字，对这个群体有实际蕴涵，对那个群体
可能就只剩象征意义了。“包含”我们在内的平均工资今年
又增长了，这是个好消息，但大家感受不到，其故安在？国
家统计局的最新解释是，上半年工资增长主要应归功于机
关事业单位。(8月11日《经济参考报》)弄了半天，很多人是

“被增长”，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才是真“增长”。平均工
资增长12.9%，这样一个没有情感没有阶级性的数字，我们
说它对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更具实际意义，应该没有什么疑
问吧？统计局的人士用了一个词“归功”，其实谁都想为平
均工资增长做贡献的，然而又有多少人能够轻松做到呢？

没有人怀疑我们早已进入现代社会，在使用“数目字
管理”，但真正的数目字管理，其中的数目字，其意义应该超
越不同阶层和群体，具备普适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用
数据说明问题”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论，否则，眼花缭乱的
数据只会掩盖背后的真问题。 黄 波

上级看文凭
民众看什么

近日，重庆人保局会同市委组织部、
市教委、市招办联合通知，规定到 2012
年12月31日截止，基层机关事业单位在
职人员没有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
的人员(在读人员除外)，将视为不能完
成工作任务予以辞退(聘)处理。(《重庆
晨报》8月11日)

更有意思的是，针对这个通知，重
庆市人保局还发布了一个详尽的“在职
人员学历教育实施方案”，未取得大专以
上学历的在职人员，可以报考“业余(半
脱产)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或“成人函授
高等学历教育”等等。确实，公务员注重
理论素质的提高和知识更新，在职刻苦
攻读获取更高学位，值得鼓励和提倡。
可重庆市人保局的这些“一条龙服务”则
实在令人有些如鲠在喉。

如今成人教育文凭，特别是这种在
职的成人教育文凭，其实已经贱得如同
一张废纸。近年来，成人高考录取率逐
年提高，报考限制越来越少，在许多地
方高校，更几乎成了零门槛。有一些学
校，甚至把成人教育列入校办产业归口
管理的范围，当成学校挣取利润的经济
部门。

单纯从条件上来说，在干部公选
上，我国无疑是相当苛刻的。但文凭与
实际工作岗位有什么关系，并无科学依
据。到目前为止，对于一个官员的工作
能力，我国仍然没有形成科学、公正和民
主的标准。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上
级主管部门对下级的所作所为以及办事
能力、民意状况等并不完全清楚，另一方
面，人民群众的眼睛虽然是雪亮的，但又
很难说了算。当软件标准被模糊，拼的
就只能是硬件了。所谓硬件，除了年龄，
不就是文凭吗？

我们官员拥有高学历人数可能是
最多的，许多官员的名片上，就拖着硕
士、博士之类的学位，甚至还挂着教授、
硕导、博导等称号。在职文凭的质量早
就有目共睹了。况且，即使学历没有注
水，难道就代表他的施政能力强吗？与
文凭息息相关的是专业技术能力，比起
其专业素质，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办
事人员，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天赋，即
敏锐地感受民众内心的需求，并最大限
度地让人民满意。 林 芳

数据不准祸出“GDP崇拜”
统计数据不能做成橡皮筋，做成橡

皮筋，人为地伸展其弹性，那么它就变成
了可疑的东西。据了解，地方GDP之和
高出国家核算数据由来已久，2004 年高
出差率曾达到19．3％。今年上半年，地
方GDP之和又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约1.4万
亿元。（8月12日东方网）

年复一年，地方GDP之和皆高出国
家核算数据，一个老问题经演变，已然成
为大问题。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
期，统计数据不仅牵动千家万户，而且是
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一笔糊涂账，糊
涂账一笔，危害的将是经济发展本身。

一些地方GDP数据不准，攀比现象
严重，可以说是祸出“GDP崇拜”。地方
官员惟 GDP 是重，才会把“发展是硬道
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热衷
于“形象工程”也好，喜欢搞“政绩工程”
也好，刻意拉高GDP数据，全是为了个人
的晋升。而制造出来的数据怎么可能会
是真的？所谓的政绩都是些虚功夫和面
子活儿，GDP数据看上去很假，是因为事
先注入了大量的水分。

地方GDP之和高出国家核算数据，
是老的浮夸风在今日的变种。民众对

“GDP崇拜”深恶痛绝，是因为他们不愿

意“被富裕”。这数据，那数据，难令民众
心动，他们所关心的还是就业和物价等
方面的数据。数据不准，贻害民众，贻误
发展，而要想能够得到准确的数据，就一
定要终结“GDP崇拜”。在基层干部考核
时，应当切实增加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
方面的指标，尽量减少GDP总量和增长
率方面的指标。就是说，只有这些方面
的指标多了，透明度大了，方可以使非正
常的变为正常，才能减弱橡皮筋效应，有
效压缩作假者的空间，让投机钻营者难
有发挥自己的市场。

今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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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日前宣布，与科威特石油公
司合资的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厂址定
在湛江东海岛。而此时距国家发改委批
准该项目已有三年，之前的项目地点是
在广东南沙。(8 月 11 日《京华时报》)事
实上，这种事例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06
年的厦门 PX 项目选址也遇到了类似问
题，项目最终没有在厦门落户，而是转到
了漳州市的古雷岛。

同样一个项目，为什么需要转移厂
址？一个显见的理由是，该项目受到了
原厂址所在地民众的反对。因为在公众
的印象中，炼化是一个高污染的行业，项
目在当地扎根，就意味着在当地埋下了
一颗定时炸弹，将对当地民众的生产和
生活带来相当程度的隐患。于是，政府
不得不重新选址，将项目转移至反对力

量相对更少的地区。厦门 PX 项目是如
此结尾，估计广东炼化一体化项目也将
这样落幕。

正如不少学者理性分析的那样，现
代社会中化工产业必不可少，我们衣食
住行的一切离开化工几乎寸步难行，而
且化工企业会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地区都必须上马化
工项目，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可能会因为
GDP增加而获得升迁，企业主可能会由
此收获利润，而在缺乏用脚投票的参与
机制的情况下，又有谁来保障当地民众
的权益呢？

也正是为了减少矛盾和冲突的发
生，西方国家的一个成熟做法往往是设
计一套可以表达多方利益的机制，通过
事先程序来解决企业、公众和政府之间

的利益冲突。如果说该项目可能会带来
的好处或者弊病是一种实体问题，那么
一套可以表达各种利益的渠道则是形式
上的考量。现代政府不仅需要在实体上
评估决策的利弊，更重要的是通过形式
理性来表达实体问题。甚至在某种情况
下，人们宁愿接受一个实体上并没有益
处、但其形式却更为理性的结果。

我们不否认广东地方政府在炼油项
目上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好意，但是，
这样的好意必须是以当地民众能够接受
的方式表达和进行的。其实，此事件到
目前为止最大的遗憾还是在于：我们只
看到了政府的单方面决策，而没有能够
听到来自湛江东海岛居民的声音。是因
为那里的人太少了吗？

傅蔚冈

近来，广州奥数班遍地开花。而与此同时，
小学生们学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教材？真的是培
养奥数人才吗？记者调查广州几十家奥数培训
机构发现，实际上这些教材多数都只是让孩子提
前学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东西而已。更有甚者，
小学奥数教材学习大学高数，专家称纯属“误人
子弟”。 刘以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