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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预留 10% 专家号源，通过医联体优先分配给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两个 50%”政策出台多年，但实际情况并未达到最初的

预想。业内人士分析，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三个不够”——

号源池里“大牌”不够，预约专家不够“优先”，以及家庭医

生和居民之间还不够“亲密”。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向《新民周刊》介绍了本次“号源

下沉”的特点：与之前号源下放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同，此

次新政下放的不仅是全类型号源，社区还可以为签约患者预约

早于社会面 5 天的专家号源。如果患者病情需要尽快诊治，还

可以预约在开诊前 2 天的专家号源，未使用号源也会回到号源

池，继续向社会面开放。

此外，患者从社区转诊到签约组合内的上级医院，还将获

得“三优先”服务，即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服务。

“以前病人觉得不需要家庭医生来转诊，反正自己有一张

医保卡什么地方都能看。”罗维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但这

样一定程度造成了“无序就医”——大家都想去三甲医院，看

病反而变得难，尤其挂好的专家更难，要排很久的队。

多年来，上海坚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基层医疗能力的建设，

试图重新构建合理的就医秩序。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在接受《新民

周刊》采访时表示，此番上海大力推进“号源下沉”的初衷，

一是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二是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目标。

“真正实现分级诊疗，一方面上级医院要愿意放，另一方

面社区自身要接得住。”金春林强调，关键还要老百姓愿意去，

“社区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建立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加

强家庭医生和居民的黏度和信任”。

上海从 2011 年试点家庭医生制度，2015 年推行 “1+1+1”

医疗机构组合签约机制，近年来，持续推动签约服务数量和质

量双提升。截至 2024 年 4 月底，上海全市累计签约超过 1100

万人，常住居民签约率超过44%，其中老年人、儿童、慢性病人、

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签约率超过了 84%。

通过多年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罗维表示，大部分签约

居民与家庭医生间已经建立了信任基础，“这次‘号源下沉’

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浦东新区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疗 ( 家庭 ) 科科长

刘平阳则收获了意外之喜，“年轻人一直是我们签约服务里的

社区医院大变身，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医疗服务。2021 年竣工的万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最新、最年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