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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的网底很重要，网底

是谁？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尤其

是近 10 年以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强化六位一体的功能。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功能绝对不单单是看门诊、

开药，它承担了预防、保健、计划

生育，还有基本医疗、康复以及健

康教育，它有六个功能，它更多的

功能是发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

者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整个预防保

健网络最坚实的网底。 

尽管很多方面我们做得比别人

好，但是我们要学的是别人最长的

优点。4 月 8 日上海发布了《中共上

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

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简

称公共卫生 20 条，接下来围绕 20 条，

还有多个配套政策会陆续出台。

20 条里面大部分都不是硬件建

设，更注重的是体系建设、机制建设、

能力建设、保障建设。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已经有高水平的医院了，这些

医院如何平战结合？平时这些医院

都在为大家服务，但是医院要有预

警的体系和机制，有能力去发现风

吹草动，如果碰上一个新的疾病大

流行了，没关系，医院马上可以切

换模式，从平时的诊疗服务一下子

切换成应急的救治状态。 

这种切换靠的是什么？是政府部

门之间的共同协同，靠的是上下不同

层级之间的联动，而联动和协同，就

是靠体制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 

　　上海是第一个省级政府出台传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城市，

是第一个省级政府成立公共卫生联席会议的城市。

吴凡：从这次疫情对社会的影

响可以看到，公共卫生上的投入真

的应该多一点。在传染病的预防上

投入越多，那么我们遭受的损失就

越少。

医疗卫生系统的比较，大家不

能光比哪个城市投钱投得多，当然

投资多一方面是表达了政府、公众、

整个社会对医疗卫生的重视，但是

我们也要看投入和产出的比，是不

是你投得多、产出更好？ 

讲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产出比，

可以看两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世

界卫生组织用来比较人群健康状况

的三大指标：居民的期望寿命、婴

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这三

大指标反映的不仅仅是人群健康水

平，而是整个社会发展以及医疗卫

生系统对人群健康的保障水平。 

上海最近公布了去年的居民健

康三大指标。2019 年，上海居民健

康三大指标已连续十多年保持国内

领先，并达到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

领先水平：户籍人口期望寿命 83.66

岁（男性 81.27 岁，女性 86.14 岁）；

上海地区婴儿死亡率 3.06/ 千；上海

地区孕产妇死亡率 3.51/10 万。

上海的这三个指标超过了大多

数发达国家，我们是在第一阵营的，

这就能说明我们上海在预防和治疗

上的投入产出比很好。

第二个方面的指标是看人的健

康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和

“期望寿命”含义不一样。比如一

个人活了 83 岁，但是在这 83 年当中，

我们都希望完全健康的时间越长越

好，最后卧床时间是最少的，费用

又最低。如果能做到“健康期望寿命”

长，那就意味着我们把有限的资源

投到了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我们整

个医疗卫生系统的质量也比较好，

所以它产出是比较好的。 

《新民周刊》：上海是人口密

度大、国际交往频繁的大城市，上

海靠什么保护 2500 多万居民的公共

卫生安全？

吴凡：其实在公共卫生体系的

建设上，不管是放在全国，还是放

到世界上，上海都是有底气说我们

是拿得出手的，是经受过考验的。

2013 年上海处置人感染禽流感

H7N9 疫情，世界卫生组织给出了最

高的评价，说上海做到了“灵敏、

专业、高效”，中国政府应对 H7N9

疫情被誉为是应对传染病的全球典

范。 

其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除了

西方一些带偏见的评论以外，客观

讲大家心里觉得中国的表现是非常

出色的。如果说应对传染病疫情是

考试 的 话，从 SARS 到 H7N9 到 今

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上海的成绩我

认为是优秀的。这样的成绩难道每

次都是因为幸运？这绝对不是幸运。

这来自我们长期以来对城市公共卫

生体系的建设。

上海是第一个省级政府出台传

染病防治管理办法的城市，是第一

个省级政府成立公共卫生联席会议

的城市，几十个政府部门大家坐下

来，通过这种机制讨论公共卫生工

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加强建

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网络，从市

一级到区一级网络比较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