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全厂可比产品总成本比上年同期下降1 800

万元，全年在消化涨价因素9 091万元的情况

下，按同口径计算，成本比去年同期降 低

6.36%，实现利润5 020万元，利税21 663万元，

均比上年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由去年同期亏损

121 万变为盈利3115.8万元，实现利税8 909.2
万元，是去年同期的 3.8 倍。

财政改革乡公费医疗改革的尝试

蒋傅周

今年 3 月，财政部，卫生部的有关领导来到湖北省

郧西县安家乡调查时，对该乡实行的公费医疗改革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公费医疗管理实践的成功尝试。

他们的主要做法是：

财政所按每个公费医疗者年 80元公费补贴标准将

所有公费医疗经费拨到医院，由医院包干控管。在无特

大病号的情况下，超支由医院自补，节余医院全留。同

时，乡里成立了由乡长、人大主席、财政所长、卫生院长、

教育组长等人组成的公费医疗领导小组，定期审查公费

医疗制度的执行情况，并对出现的特大病号（按制度规

定年公费医疗开支在3 500元以上的）进行特殊处理。由

特大病号引起的医疗费超支，经公费医疗领导小组核实

后，患者个人负担 30%，单位负担 40%，财政负担

30%。若癌症之类的病号，自费 30%超过 患者经济负担

能力时，单位适当解决；单位解决确有困难的再由乡财

政酌情给予 补贴。经费包干到医院后，由医院直接向享

受公费医疗的就医者按比例收取医药费。门诊治疗费

患者自付 20% ，医院负担 80%；住院治疗费患者自付

10%。凡享受公费医疗的患者一律按要求在本乡卫生

院或下属诊所就医。出现疑难病症，确需转院治疗的，

经乡卫生院会诊后，开出转院证明，其转院后的医疗费

仍按原比例分别由患者和医院负担。擅自转院治疗，医

院不予负担医疗费用。

这一办法在安家乡实施两年来，节支效果十分明

显。1990年，安家乡财政所向乡卫生院拨付公费医疗款

17 000元（按人均 80 元标准拨付），年底医院实际支出

16 100元；1991 年乡财政拨给卫生院公费医疗经费

223 380元，医院全年实际支出16 900元。两年乡卫生院

共结余公费医疗包干经费6 380元。医院从结余经费中

拿出2 100元消化过去乡直机关的公费医疗欠帐，其余

用于改善医院的医疗条件，弥补医院经费不足。

人均 80 元的医疗费用连续两年出现结余，乡卫生

院会不会存在对患者有病不给医，或大病小医的情况

呢？回答是否定的。新制度明确规定，医疗费包干到医

院后，必须保证公费医疗享受者有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

治，医务人员故意误诊，要追究责任。去年，乡里有一位

退休教师患胆结石，需要手术治疗，乡卫生院条件差，手

术有困难，就给他办了转院手续。该患者共花去医疗费

1 700余元，乡卫生院及时按比例付了款。

安家乡进行的公费医疗改革，节约了财政开支，减

轻了国家负担，照顾了经济困难的患者，解除了干部职

工的后顾之忧，同时调动了医院的积极性，提高 医务人

员的服务质量，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中
国
财
政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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