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家庭医学的发展，在全世界医
疗体系中已被认为是最重要、最符
合经济效益和最有效的医疗服务。
张焕祯教授在新民健康大讲堂上开
门见山地表示，对于发展中的国家
来说，基本医疗服务是最急迫的需
要，而高科技医疗系统反而只是辅
助性的需求。

现行医疗问题突出
张焕祯教授认为，医疗资源分

配注重公平性与合理性，但在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发生了分配不均、利
用不合理之情况。

三甲医院和大医院过度专科化

的照顾，形成了昂贵及破碎的医疗照
顾。忽略了疾病的整体性，造成照顾
系统欠缺效率。过度追求手术水平、
过分强调医疗科技，容易让医师忽略
“病人”的情感与思想，也影响医病间
的沟通能力与信任关系的建立。
“看病难，看病贵吗？”张焕祯教

授反问道，看病其实不难，但是要看
好，比较难，在社区看病也不贵，但
是如果毛病看不好，就要花很多钱，
日积月累，看病就会变成一件很贵
的事情。尽管听起来很“拗口”，但是
张焕祯教授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
在没有生病的时候，要帮助民众不
生病，当患者生病的时候，要能够治
好。等到必须要开刀的时候，已经是
最后一个办法，患者不仅受苦，还会
浪费很多金钱。要避免看病难、看病
贵，就必须建立起各级完善的健康
照顾系统，增加各级医生的数量，提
高他们的素质。

切莫小看全科医生
“不要看不起全科医生。”身为

全科医学专家，张焕祯教授理直气
壮地告诉社区居民，还有台下 !"位
来自上海的优秀家庭医生代表，“全
科医学也是专科的一种，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等各科都要了解精
通，专业素质要求非常高，其实也是
最难当的医生。”
为什么全科医生对医疗体系的

发展这么重要？张焕祯教授解释道，
家庭医学的发展在全世界医疗体系
中已被认为是最重要、最符合经济
效益和最有效的医疗服务。
事实证明，在家庭医学受重视

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他们的医
疗开支最低，而他们的健康指数亦在
最高层，反观以专科服务挂帅的美
国，医疗开支却高达整体国内生产总
值（#$%）支出约 &'(，可以说是全球
医疗支出最多的一个国家。

台湾的家庭医学起源于社区医
疗，现在已经基本形成完整体系。从
&)*)年早期开始于偏远社区的基层
医疗保健实验计划开始，&)+,年起，
群体医疗执业中心普遍设置，&)+-
年，全台湾医疗网计划筹划，台湾家
庭医学逐渐衍生出家庭医业、预防医
学、行为科学及社区医学四方面的发
展，一方面加强基层医疗人力和服务
水平﹔另一方面达成平均医疗资源，
建立分级照顾体系的目标。

理想中的家庭医生
张焕祯教授介绍说，理想中的

家庭医生，将病人视为家庭与社区
一分子，并提供高标准的临床服务。
除了严重疾病、伤害的诊断外，还应
当管理慢性疾病，当医患之间建立
融洽的互信关系后，提供个人化的
预防照顾。
如果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家庭医

生，需要通过专门的训练，以家庭医
学的观念进行教导，使受训住院医
师具备全人医疗及以病人为中心的
理念与态度。
同时，要训练医生如何成为一

名成功的基层医生，内容以基层医
疗业务中常见疾病的医疗处理技巧
与其相关知识为范畴，让家庭医生
具备提供连续性、周全性及协调性
的健康照护能力。

“家庭医生一定要是全科医生
吗？”张焕祯教授表示，“不一定，但
是这位医生必须对你了解，有事就
能够找到他，给你提供健康咨询，告
诉你应该找哪个医生，到哪个医院
去看病。”
如今，台湾的病人都不会去医

院，一般都是去诊所找全科医生，这
些医生都是大医院出来的，素质非
常好，如果有些病不会看，医生会建
议病人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因此，真
正的全科医生是一个决策者、沟通
者、社区领袖、健康照顾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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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台湾全科医学面面观
台湾全科医学的成功是社会!

经济!文化!人文和医疗技术水平发

展至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全科

医生的资格准入!培养机制!技术水

平!待遇!医疗基金的使用等方面值

得借鉴#

在台湾现行的全科医学模式

中"除包括各级公立!私立!社会举

办的不同性质!级别的医疗机构"还

包括地方政府!社区!教会举办的各

种居家照护和安宁养护机构$ 医疗

服务以网络为基础" 实现了全台的

医疗信息共享$ 患者持一张由台湾

地区健康保险局发放的健保卡"可

在全台任何地区% 任何级别的医院

就诊" 实现了不同医疗机构间的信

息共享" 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个医疗

体系的效率$

台湾各级医疗机构的收费标准

差别很大"级别越高收费也越高$部

分三级医院全科门诊挂号费为 !"#

元新台币" 而公立基层医院挂号费

仅 "#元新台币"通过基层医院转诊

至三级医院全科门诊也只需 "#元

新台币挂号费$ 众多常见或多发疾

病首先在社区或基层的全科医生那

里得到解决$ 健保基金的支付模式

充分体现了基金使用效率高" 覆盖

面广!医疗导向力度大的特点"加速

了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转" 提高了医

疗效率" 使全科医学模式在社区或

基层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台湾全科医学模式成功的关键

之一是有一支完整且优质的全科医

学队伍" 这主要得益于其医疗行业

门槛高!培养系统严格和周期长"绝

不会出现速成现象$ 实现了全台医

疗服务水平的均等化" 避免了基层

或社区医院无人问津而高等级大医

院人满为患的现象$

台湾的全科医学教育十分重视

人际关系与沟通技巧的培养及医疗

伦理和同理心的训练" 鼓励患者说

故事"满足患者对舒适!受尊重!守

密!渴望讯息的需求$如病例讨论时

称中年人为先生!女士"年长者为阿

爸!阿妈等$这种单纯医疗技术之外

带有人文情怀的工作模式非常利于

培养医患感情" 增进患者对医生的

依赖感"减少了医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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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服务是社会最急迫需要
!专家名片"

! ! ! !张焕祯 教授 国务院卫生体

制改革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

海禾新医院院长!全科医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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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讲堂 /

! 张焕祯教授在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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