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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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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年《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中提出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教育的政策建议，鼓励

群众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基本医疗服务，加强社区卫生机

构的服务和公共卫生职能［１］。而江北区通过家庭医生责任制

为国内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提供了新的思路。

１　家庭医生责任制及其意义

家庭医生责任制是以社区卫生服务为载体，以家庭为单

位，个人为目标，由全科医生、护士，以及预防保健人员为家庭

医生服务团队，旨在为家庭及家庭成员提供连续性、协调性、可

及性的服务［２］。是在“家庭医生”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的基础

上，以一种契约方式建立的一种固定联系。

实施家庭医生责任制的意义：（１）有利于建立守门人制度，

是走向家庭医生的必要阶段；（２）有利于社区管理规范化，实现

人民健康的分级管理；（３）完善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内容，提高社

区医疗机构服务能力；（４）有利于社区慢性病、生活方式疾病、

老年病的防治；（５）有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缓解

医患关系。

２　江北区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的背景及政府的支持

２．１　江北区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的背景　重庆市江北区面积

２２０．７７ｋｍ２，辖９个街道３个镇，户籍人口５２万，常住人口６８

万。以猫儿石街道为例，该辖区处于城乡结合部，老工厂多，户

籍人口为１．７万人，常住人口３万多人。而人口特征表现为老

年人，下岗职工，低保户，流动人口特别是留守儿童居多。随着

江北纳入两江新区发展的规划，其面临着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

的持续增长，及乡村向城市转型的一系列问题，健康问题尤其

突出。

江北区的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特征决定了发展社区卫

生服务的必要性。经过８年努力，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江北区被

正式授牌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届时，卫生网点已覆

盖全区所有街道、社区。重庆市江北区于２００８年推行社区医

生家庭健康责任制，旨在让医生走进家庭，实现２０２０年每个家

庭都有１名保健医生，能够“小病当医生、大病当参谋、健康当

顾问”，“打造健康社区，人人配备家庭医生”的目标［３］。目前江

北区１４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都有１名医生与护士组成小

分队，负责联系１个社区。今后将逐步覆盖所有居民。

２．２　江北区对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的支持　为加快城乡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江北区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区财政每

年预算１０００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

建设和诊疗设备配备，以满足社区居民就医、保健的需要；每年

出资５０万元，对社区卫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社区卫生

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４］，该区不断完善政策，鼓励、吸引

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为提高社区卫

生服务水平提供了人才保障。出台一系列社区建设支持政策，

为在全区建立起基本完善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达到合理

设置机构设置合理，监督管理规范的社区卫生服务，力求城乡

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首诊率达到５０％以上，对社区卫

生服务的满意率达到８０％以上。

３　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实施情况

３．１　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

３．１．１　家庭健康服务队　江北区家庭健康服务团队由１名责

任医生与１名责任护士共同组成。责任医生必须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接受过全科医师岗位培训，且必须有执

业医师资格；责任护士必须有职业护士资格，接受过社区护士

岗位培训。社区卫生机构按所辖服务区域，实行划片管理，每

个家庭健康服务团队负责１个居委会，以责任医生为主，为居

民提供健康保障服务。根据责任片区居民的实际情况和健康

需要，通过签订《家庭健康服务协议》，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的家

庭健康管理服务。目前，江北区已组建了覆盖全区的１４１个健

康责任团队。

３．１．２　江北区家庭健康责任制的主要内容　一卡：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建立居民健康信息网络，并发放“家庭健康联谊卡”，

目前信息化系统受惠人群为０～６岁的幼儿，孕妇、７０岁以上

老人以及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慢性患者，今后将逐步实现“一

人一卡”。０～６岁儿童可享受１２次免费体检。老人每２年可

享受１次健康体检服务，每月社区医生到家访１次。慢性病人

建立管理档案，社区医生半年１次定期随访监测，指导用药和

饮食。另外，有“卡”居民在社区医院就诊时，药品价格享受一

定优惠。

三包：江北区对健康服务团队的服务内容和责任统一制定

了“家庭健康管理服务包”，家庭健康团队和居民签约生效。并

根据３种不同人群实行不同服务包服务形式，分别为：普通家

庭健康管理服务包，家庭儿童综合保健服务包，老年（７０岁以

上）健康管理服务包。

六上门：根据服务包的内容，健康服务团队还提供“六上

门”服务：包括随访就诊、家庭病床、家庭护理、健康咨询、疾病

预防、健康干预。除上门服务外，还提供２４小时电话咨询、建

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等服务。

３．１．３　绩效考核　江北区社区卫生服务由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中心统一实行绩效考核，将社区机构公共卫生服务量化纳入薪

酬，并引入第三方考核机制，其中公共卫生占４５％，管理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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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基本医疗占４５％。其中公共卫生包括家庭医生实施的

服务情况和居民满意度，根据考核情况发放薪酬以及相应的经

济补偿，既可有效提高健康团队人员的积极性，又保证了健康

服务质量。

３．２　实施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以后的主要变化

３．２．１　“四转变”　通过实行家庭医生责任制，江北区社区卫

生服务发生了“四转变”：（１）服务对象：变“患者”为“群众”。

（２）服务内容：变“医疗”为“预防”。（３）服务过程：变“断续”为

“连续”。（４）服务形式：变“被动”为“主动”。社区卫生机构实

行家庭医生责任制后，将卫生服务范围扩大，主动深入社区，走

进居民，变以前以“疾病为中心”的服务模式为以“患者为中

心”，建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居民的健康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完善了社区的服务能力和功能，发挥了社区机构健康守门人的

作用。

３．２．２　健康档案的建立　实行家庭医生责任制以来，江北区

共建立居民家庭健康档案１２．２万份，居民个人健康档案２３．６

万份；以猫儿石社区卫生为例，医疗机构与社区居委会联合，根

据健康档案所提供的信息，为居民建立了居民健康俱乐部，定

期举行健康讲座，为居民发送健康宣传资料，及社区义诊活动。

４　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在社区中的作用

４．１　家庭医生责任制对社区“守门人”的加强作用　江北区家

庭医生责任制通过服务包规定了家庭健康服务团队的服务内

容包括，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并实行慢性病与老年人健康档

案分类管理，制定了防治方案，加强了社区的疾病预防保健功

能；通过免费体检，健康教育，以及定期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加

强了社区的健康宣传效果。为方便社区居民就诊，江北区与三

甲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签约，建立双向转诊的绿

色通道，为居民提供与大医院专家的预约服务。江北区将社区

卫生服务功能落实到家庭健康服务团队的具体工作中，加强了

“守门人”的作用，如江北区鱼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人量和

业务收入大幅度增加，门诊人次２００８年是２００６年的３．７倍左

右，住院人次２００８年比２００６年多了１倍，２００９年是２００６年的

３倍多，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业务也是２００６年的１．５倍左右
［５］。

４．２　卫生机构与居民的桥梁作用　家庭医生责任制改变了医

生坐堂待诊的模式，家庭健康服务团队建立起了卫生机构与居

民的桥梁，加强了医生对所管辖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的了解，建

立了居民与医生之间的一种良好的信任关系，有利于社区卫生

服务的开展。

４．３　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研究表明，疾病的

形成，个人的生活方式占６０％，这说明不良生活方式是导致疾

病的主要原因［６］。江北区家庭医生责任制通过发现家庭成员

或慢性病患者的不良生活方式中的危险因素，实行健康管理、

健康干预，取得明显的干预效果。

５　推行社区家庭医生责任制存在的问题

５．１　服务能力不足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家庭医师组织指

出：平均每２０００人口要求配备１名家庭医师，才能满足人们

对基层卫生保健的要求［７］。但据调查，目前基层医疗机构由于

历史或经济原因，人才方面全科医学毕业的学生几乎没有，基

本上是专科医师转科培养后承担全科医师的工作［８］，如２００９

年江北区具有执业（含助理）医师１７５１名，注册护士１６３７名，

平均每千人约拥有执业（含护理）医师３名，注册护士３名，而

人口相当的重庆市黔江区只有６０６名执业（含护理）医师，且社

区医疗机构经过正规培训的家庭医生数量不多［５］，不能满足居

民对家庭医生服务的需求。数据显示，国内只有大约１／３的医

师接受过大专水平或以上的教育，具有大专或以上教育水平的

护士所占比例非常小，只有２％～３％。城市地区的医师拥有

大学专科或以上学历的比例为４３％，是农村地区医师的三倍

多［９］。而由于国内全科家庭医生培养存在如缺乏实践、重点不

突出、培训速度过快等问题，导致基层全科医生培养效果不理

想，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１０］。

５．２　补偿机制不足　社区家庭医生要求健康服务成员２４ｈ

开机，以保证急诊、紧急医疗事物的处理，加大了社区医生的工

作量。家庭医生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疾病的防治，还需开展保

健、心理等各类咨询，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人群开展健康

教育，制定其建立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家庭医生要求提

供服务的人员必须是全方位、多功能、善于沟通的全科医生。

但上门出诊费，咨询费，健康保健教育等并未纳入收费项目，居

民对此也没有付费意识，而政府因缺乏有力的补偿制度，投入

不足等原因导致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家

庭医生的发展。

５．３　医疗风险　家庭医生的上门服务为居民提供了便利，但

也增加了从业家庭医生的医疗风险，如入户服务风险，上门医

疗与护理风险。而目前从事家庭医生的医护人员法律自我保

护意识不足，会形成医疗纠纷的隐患。家庭医生在国内还处于

起步阶段，还没有完善的家庭医生专业的法律与法规，只有一

些地方性法规文件，并没有具体的有力的立法和政策措施［１１］。

６　如何有效发挥家庭医生责任制在社区中的作用

６．１　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支持　家庭健康责任制加强了社区

的公共卫生的服务功能，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保

证其有效健康的发展；完善因药品零差率与减免诊疗费对社区

的经济损失的补偿机制；结合我国的国情，建立适合我国的家

庭医生发展模式。

６．２　全科医生的培训　全科医生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社区卫

生服务能力的首要因素，也是推行家庭医生责任制的关键因

素［１２］。需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用政策激励全科医学毕

业生去社区工作；规范、完善全科医生的培训制度；实行家庭医

生的准入制度，建立长期的考核监督体制。

６．３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家庭医生服务风险进行分析预

测，并拟定出风险规避方案，对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监控管

理。增强家庭医生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上门服务，饮食建议，

健康建议应做到及时记录，相关信息应及时告知本人或家庭成

员。国家也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家庭医生合理有效地

向前发展，保证社区卫生服务的“守门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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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职业生涯发展视角的基层军医任职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初探

王洪涛１，罗长坤２△，黄建军１，张　伟
１，黄率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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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以下部队卫生机构是我军卫生保健的主要场所，基层军

医履行着疾病诊治、卫勤保障、卫生防疫、心理咨询和健康教育

等多种职能，其能力素质高低与基层部队卫生服务水平高低息

息相关。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基层军医业务水平低，工作

和学习积极性不高，“混日子”现象严重。为改变这一现状，本

研究试图从职业生涯发展视角构建基层军医任职教育培养模

式，提供军医职业发展路径指导，开展针对性任职教育培训，激

发基层军医进取心，提升基层卫生机构服务水平。

１　职业生涯发展的基本内涵

国内外研究职业生涯相关理论的学者很多，不少有影响力

的学者均形成了各自理论体系［１］，其中较为经典有萨帕的“职

业生涯五阶段理论”、格林豪斯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和薛恩

的“职业锚理论”［２］。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职业生涯是指一

个人一生所经历的与工作相关的所有活动的总和。职业生涯

发展是个人职业成长和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出个体是否实现不

同阶段职业生涯目标［３］。

纵观军队卫生事业发展历程，笔者认真分析军医职业的特

殊性，认为军医职业生涯是指军医在军队从事医疗卫生事业工

作期间的全部经历，是换岗变职、职务晋升的学习和工作的连

续过程。军医职业生涯发展是指军医为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目

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知识、能力和技术的发展性活动，是一个持

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能力渐进递增和职业满意度提升

的过程。

２　军医职业生涯发展现状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军医属于专业技术干部范

畴，实行干部职务、专业技术等级和军衔制度。专业技术等级

分为技术１至９级，专业技术职称分为见习、初职、中职、副高

职和正高职５个层次，军衔分为从少尉至上将的３等１０级

制［４］。国外职业生涯发展教育开始于上个世纪初，外军对军官

的职业生涯发展十分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军，在军官职业

生涯管理方面有着明确规定，建立了军官职业生涯规划网和军

官职业能力评估网，采取多种措施拓展军官职业生涯路径和强

化军官职业能力［５］。

与外军相比，国内军官的职业生涯管理相对滞后，职业生

涯发展教育机构不够完善。据调查了解，军队院校尚未正式开

设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课程，军队医学院校也是如此，医学生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薄弱。因此，目前绝大部分军医尤其是基层

部队军医职业生涯发展知识缺失，没有制订职业生涯管理计

划，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不明确，职业发展热情不高，职业生

涯发展的路径选择不确定，对自身职业素质及职业环境未进行

过系统评估，这样极不利于激发军医工作兴趣、挖掘其工作潜

能和提高工作质量。

３　军医任职教育培养模式改革依据

３．１　适应现代卫勤保障需求　按照《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

要求，我军积极进行以一体化卫勤为发展目标的现代卫勤保障

模式改革。未来卫勤保障任务的多样和保障模式的改革，对军

医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改革军医任职教育培

养模式。

３．２　适应军队编制体制调整　为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进

程，军队编制和规模不断调整，卫生机构和卫生干部连续精减，

基层部队医疗机构军医的职能不断拓展，这一变化要求军医要

提升岗位胜任力，成为“一专多能”的全科医生，要实现这一目

标，必须改革军医任职教育模式。

３．３　落实军队相关政策法规　《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指出，要改革专业技术干部任职教育

制度，生长干部和现职干部的本级任职培训率达到１００％。

４７５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４２卷第２９期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２０１２年教育课题（２０１２０Ｂ０３）。　作者简介：王洪涛（１９７５～），博士，讲师，主要从事高等医学教育管理。　

△　通讯作者，Ｔｅｌ：０２３（６８７５２０２５）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ｃｈａｎｇｋｕｎ＠１２６．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