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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项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医疗资源配置[1]与卫生服务现状的深入了解和分析,运用文献分析

法、案例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等多种途径,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公共卫生服

务[2]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适当融合信息化手段和设备资源,发挥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的

整体效率,促使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和创新,确定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警和处置预案,明确监管部门之

间的协调合作机制,有效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效率,将不良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控制到最低范围,将医疗

资源的配置进一步优化,强化其在卫生服务中的功能优势,为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促进医疗卫生事业

的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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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case analysi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ealth 

services, and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 unified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the public 

health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management system is improved,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promoti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On the basis 

of fully utilizing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public health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has been fully utilized. In addition, an emergency warning 

plans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have been formulated, clarify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regulatory departmen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handling emergencies, 

reducing the impact of various adverse public health event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their role in health services. This provides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promotes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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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一场突发传染疫情爆发,突显出医疗资源配置不够

合理的弱点,很多大医院病患剧减,而基层医疗机构设备不够先

进、技术力量相对薄弱、医卫人员对传染病的有效防控知识储

备不足,防控、隔离材料严重缺乏,应急措施不够完备,维持资金

不足,不能长时间维持高效运行,相关部门协调责任不清,运行

不畅,使突发疫情的诊治、隔离防护、排查跟踪防控延时或迟滞,

给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造成很大损失,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的

稳定和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卫生

服务需求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重点优化医疗资源

的配置,促使卫生服务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提升,控制医疗服务成

本,让人民群众的卫生服务需要得以满足。同时,开展医疗资源

配置与卫生服务的可行性研究,对于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

利用,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综



基础医学理论研究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705-1102(P) / 2705-111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5 

Basic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述、实地调查、数学建模等。首先,通过文献综述了解医疗资源

配置与卫生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

各类医疗机构、卫生人员、设施设备[3]、财政支持等数据,并为

分析医疗资源配置现状提供实证支持。最终,运用数学建模方法,

对卫生服务需求进行评估,提出资源配置策略和服务模式优化

方案。 

2.1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了解当前现场管理尤其是山东省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资源配置与卫生服务可行性研究的研究

方向。并且,通过大量文献的阅读,了解山东省泰安市妇幼保健

院医疗资源配置与卫生服务可行性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而为本

研究的开展提供较好支撑。 

2.2案例分析法 

在针对山东省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医疗资源配置与卫生服务

可行性研究相关问题理论分析和探讨的过程中,为确保理论研

究成果的可行性、理论指导性,本研究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现

实案例中,通过相关的案例,在保证该项目研究进度的同时,也

验证了理论研究的可行性。 

2.3跨学科研究法 

通过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再综合运用管理学、传播学等相

关知识进行归纳、分析、总结。 

3 医疗资源现状分析 

2020年爆发的传染性疫情显现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疫情

防控中的重要作用,尽管基层医务人员较少,且设备存在着不够

先进之处,但从防疫的角度分析,其仍然居于第一线,可以直接

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社区居民以

及卫生条件相对熟悉,更利于开展多项排查工作,同时也能准确

转移病患和发现疑似患者,这对于疫情防控来说意义重大。在健

康宣教工作稳步开展的过程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动用多

种资源和渠道,也能创设出更加理想的条件,促使着社区居民掌

握多种信息,及时了解防控进展,强化了居民健康素养和疫病防

控意识。然而,在本次传染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基层卫生医疗机

构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1公共卫生投入不足 

2015-2019年间,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拨款从27.9亿元增

加到51.23亿元,同比增长83.9%；对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从

18.13亿元减少到10.12亿元,同比下降了44.2%,导致“医卫”之

间的差距被迅速拉大。 

3.2公众健康素养亟待提升 

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强调,要“应围绕人民群众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一位居民都应该具备

基本的防疫意识,同时也应该强化自身的健康素养,通过积极的

锻炼和努力的配合,从最大程度上防控疾病,让自身和整个社会

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但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公民的健康

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得到有效提升,还需通过更加理想的途

径加以实践,保证更好的改善当前状况,让各方主体在积极配合

中强化公民的健康素养。 

3.3要把“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落到实处   

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就是预防为主,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

中却反映出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还存在着诸多亟待处理的问

题。面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采取科学化的手段加以改善,要通

过更加适宜的思路去处理相关问题。如区域性和全国性预防体

系构建环节存在着相关资源储备不足和人员配置不当的情况,

这对具体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还给后续相关活动的开

展造成了重重阻碍。 

3.4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 

基础卫生机构应积极的运用现代化手段,通过有线电视网

络和微信等进行有效互动,及时传送健康教育信息和疫情防控

知识,让人民群众全面了解传染病防控举措,真正的从自身角度

避免传染和实现自我的精准保护。但是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分

析,发现医疗卫生和健康信息化还处于转型阶段,很多基层医疗

机构信息化水平较低,难以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医疗机构内部

和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孤岛现象,这对实际情况的改善非

常不利,甚至给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加之信息

化人才短缺且未能被合理利用,使得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备受

干扰,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3.5全科医生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不足 

现阶段,全科医学教育培训中和传染病相关的知识与技能

培训呈现出边缘化趋势,以至于很多医生不具备基本的应急防

控意识,在参与相关工作的时候也缺乏基本能力,最终影响到具

体工作的进展[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属于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若是因为基础设施储备不当和相应的人才供应不足,都会影响

到传染性疾病的有效防控,最终带来巨大威胁。 

4 卫生服务需求评估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群,开展卫生服务

需求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等,

结合实际情况指定评估方法。例如,可采用个案访谈、问卷调查

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从而得出需求评

估结果。 

5 资源配置策略制定 

根据需求评估结果,结合医疗资源现状,制定相应的资源配

置策略。具体包括：资金投入、设备购置、人员培训和服务项

目开展等[5]。同时,考虑到优化服务流程和资源配置效应,制定

策略时需要充分论证,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6 服务模式优化探索 

基于现状分析和资源配置策略,开展服务模式优化探索。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6.1服务流程 

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例如,通过信息化手

段实现预约挂号、远程诊疗、在线购药等功能,减少患者就医时

间和成本。 

6.2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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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求评估结果,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内容。例如,加强

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开展专业化医疗服

务,满足特定群体需求。 

6.3服务方式 

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和满意度。例如,开展家

庭医生制度,让医疗服务走进社区和家庭；推广医疗互助模式,

减轻患者负担。 

7 预期成果与影响 

通过本研究预期能够取得以下成果和影响： 

7.1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策略,使得医疗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分

布和使用,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惠及广大民众。 

7.2提高卫生服务质量 

通过优化服务模式和服务流程,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质量和

效率,逐步降低医疗成本。 

7.3增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研究成果可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践操作中,

有助于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8 局限性评估与对策建议 

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数据获取的局限

性、模型假设的局限、政策环境的复杂性等。为了克服这些局

限性,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完善

模型假设、加强政策研究和宣传等。 

9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旦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要做到可防可控,还要从

根本上处理其负面影响,将其降低至最低程度。通过积极配合相

应的主管部门,让基础的调查与控制工作落实到实处,切实保障

公众们的自身安全和身体健康,让社会秩序保持在稳定状态[6]。

应急预案的制定应结合实际,还要从多方角度综合分析,这样才

能保证应急预案更具科学性和全面性。 

10 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有效的运行和监管。 

10.1健全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管理体系 

在积极运用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公共

卫生监督执法的状态,建立健全执法管理体系[7],并高度关注各

种细节问题,确保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开展的更加顺利,拥有

较为可靠的支撑条件。首先,确定相对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完善

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管理体系；而后,对各种情况进行有效监管,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体现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的权威性；最后,

高度关注各个工作细节,注重相关制度的有效落实,才能有效减

少各种不良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10.2提高执法部门的协调性 

根据我国基本国情和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的实际情况,要强

化执法部门的协调性,让各个部门的工作职责更加清晰,使他们

具备基本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意识。优化相应的机制体制,推动具

体工作稳步开展,拥有相对可靠的根基。还要适当构建责任追究

制,在多方主体的参与之下设立对应部门,避免出现执法不严和

徇私舞弊等异常情况,提高各个部门监督配合的效力,充分发挥

公共卫生监督执法的作用。 

10.3全面提升执法水平 

提高公共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效率,加强工作人员综合技能

培训,促使各个部门管理体制创新和完善,融入现代化手段和创

新型管理方法,保证公共卫生监督执法整体效率进一步提高。关

注监测机构的建设情况,重视资金投入的力度,强化人员素质水

平,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监督执法

水平。在此过程中,还要看重监督机制的优化,展示监管部门的

优势之处,促使预警效率有效提高,有效降低各种不良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最终促进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11 结语 

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服务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较为薄弱,

虽然政府致力于这方面的改革已进行多年,但还存在不足和问

题,因此,必须要加快基层医疗机构的改革力度,全面统筹安排

基层医疗服务规划,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建立有效管理体系,让

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价值和职能,为民众提

供更完善、优质的服务。与此同时,相关部门领导也要多了解基

层医疗机构的困难和需求,加强工作人员的知识和能力培训,提

升其综合素质,有效避免公共卫生不良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生及

时有效控制,从而保证民众的身心健康及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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