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关民生，一直以来备受公众关注。在

又一轮医改中，实行医药分开是改革的一个原则和方向。4月8

日起，北京正式实施《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并同步启动

药品阳光采购。

北京医改，对全国均有借鉴意义。这次改革将按照“总量控

制，有升有降”原则，保持全市医疗费用总量基本平衡，价格水平

“一升两降”。由于公立医院普遍存在“以药养医”现象，造成一方

面药价虚高、另一方面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近

年来开始提出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增设药事服务费的改革思路。

这也是北京医改的主要操作路径。

不过，原则和方向没错，也要看改革的实施情况与成效。北

京医改最终能否取得成功，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以目前的方

案看，仍存在一些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所谓“一升两降”，指的是上调床位、护理、一般治疗、手术、中

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如普通床位费从

现行28元调整为50元，阑尾切除术从234元调整为560元。“两

降”一是降低了CT、核磁等大型设备检查项目价格，如头部CT

从180元降低到135元，核磁从850元降低到400-600元；二是指

通过配套取消药品加成和药品阳光采购降低了药品价格。据

悉，调整后患者费用总体负担水平没有增加。

但是，评判医改是否取得成效，不能简单从“总量控制”“总体

负担水平”来衡量，还要看受益群体有哪些，以及公众对医改的真

实感受如何。就上面所列项目来讲，很容易就能看到，像床位费、

护理费以及一般治疗和手术费，涉及大多数患者，而像头部CT、

核磁共振这些项目，许多普通患者并不需要做，或者不会经常做。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多数患者的药事费提高了。或者

说，这么做是以提高普通患者的治疗费来补贴另外一小部分患

者。这显然并不科学。尤其是被看作“为有钱人服务”的PET/

CT（类似于全身体检），接受这类检查的人群对医疗费本身并不

敏感，如今就算把价格从10000元降低到7000元，受益的也只是

一小部分人。把这类检查纳入“总体负担水平”的考察范畴，岂不

等于让普通患者为“有钱人”省钱？这样做的公平性何在？

再说药品阳光采购的问题。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方面的测

算，药品实行阳光采购以及所有医疗机构取消15%的药品加成

后，药价平均降幅将达到20%。这确实为患者减少了医疗负担。

问题在于，有些药品不仅要看价格还要看疗效，而实行阳光采购后

却可能因为片面追求低价，导致部分患者真正需要的药品进入不

了阳光采购范围。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一些特殊的进口药品上，

尤其是一些治疗重大疾病的药物。

医药分开改革，侧重于解决看病贵问题。而要让老百姓真

正感受到这一点，肯定不能光看“总量”。医院总不能指着价格表

对普通患者说，现在做核磁共振便宜了，要么你去做一个吧！如

果所谓医药分开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患者掏的钱并没有减少，

改革成效就不明显，也难以赢得公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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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

4月6日至7日，美国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见证中美

关系发展的又一历史性时刻：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

行美国新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会晤。两国元首进行了超

过7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

问题交换意见，加深了彼此了解，增进了相互信任，达成了许多重

要共识，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

这次积极和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

性基调，指明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不仅对中美关系发展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也向全世界释放了中美共同致力于维护世

界和平发展的积极信号。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

关系搞坏。”这“一千”与“一”的比喻精辟而深刻。

翻阅历史，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风雨历程表明：中美两国关

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展望未来，中

美关系下一个45年何去何从？问题的答案关乎两国和世界命

运，需要两国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在新起点上推

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一部中美关系发展史，也是双方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历程。

建交以来，两国从没有政府协议到如今建立逾百个政府间

对话机制，贸易额由1979年不足25亿美元增至2016年5196亿

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反复印证着“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

择”的深刻道理。

会晤期间，从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

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并启动

外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到同意将在贸易投资领域深

化务实合作，从增进两军互信和合作，到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

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为新形势下中美合作赋予更加

丰富的内涵、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合作蛋

糕，中美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共同办成一些大事，更好

地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有差别，世界才多姿多彩；有分

歧，各国才要聚同化异。“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

是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美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的需要远远大于分歧。

只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

扩大共识，就能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推动两国关系步入更加

稳健、成熟的“不惑之年”，走上一条让两国人民安心、让世界各国

放心的宽广大道。

万丈高楼平地起。人文交流是中美关系大厦的地基。从

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到如今每

年超过475万人次往来于大洋两岸的交流盛况，两国人民的友好

情谊穿越时空、薪火相传。心灵相通的真挚感情，让人们对中美

关系的未来更添信心。“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加强人文交

流，扩大两国人民友好往来，通过推动校际合作、旅游业合作、艺

术交流、体育合作、医疗卫生合作等方式，为人文交往搭建更多平

台，就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为中美关系长期健康发

展提供更多正能量。

中国古人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美

国诗人摩尔说：“胜利不会向我走来，我必须自己走向胜利。”从阳

光遍洒的海湖庄园出发，中美关系再次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只要我们坚定方向、锲而不舍，以实际行动不断巩固已建立

起来的关系，深化友好合作，就能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更好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尽到我们这一代

人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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