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医学是医学的新概念、观念、领

域、学科，是为恢复、维护、增强人群乃至

人类、众生、生态的整体与长远健康而发

展出的知识、技术、艺术、学术体系，旨在

促进群体、人类健康效益最大化、长远

化，体现了医学的人类观。群医学是一

种价值观、方法论，又是一种理念和行

动，是新的医学要点，倡行群医学是所有

医者的责任。”近日，在第一届中国群医

学及公共卫生大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指出，

群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善与发展需

要一个系统的专业批评与批判过程。

积极发挥群医学优势

过去三年来，社会各界都在思考：

医学应当怎样发展？公共卫生应该怎

么做？怎么才能真正体现大医学、大卫

生、大健康的观念？

教育部高教司农林医药科教育处

处长高斌指出，医学教育关系到教育强

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迫切需要加快

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要把医学教育摆

在大国计、大民生、大学科、大专业的

地位，以新医科为统领、加快建设医学

教育强国。他认为，要从聚焦主攻方向

打造维护国家公共安全的杀手锏、强化

跨部门协同合作、加大与世界一流公共

卫生学院的交流合作，加快推动建成世

界一流的高水平公卫学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副司长陈

昕煜围绕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提

出三点建议。一是以“群医学 +”为特色

指引学科建设，多学科融合完善学科布

局；二是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品格群医学及

公共卫生领军人才；三是发挥高端智

库作用，以国家卫生健康重大需求为导

向，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

主任李奕表示，北京协和医学院为教育

及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群医

学为复合型高层次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崭

新的理念和途径，希望协和医学院继

续发挥群医学优势，为服务首都“四个

中心”建设和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刘俊

彩表示，北京卫健委未来将与协和医

学院开展密切协作，围绕服务国家和

首都发展战略需要，发挥“群医学 +”的

特色优势，引领带动首都群医学及公

共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维护人民

健康、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繁荣和增

进人民群众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如今，群医学及公共卫生方面遇到

了很多挑战，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Roger I. Glass主席表示，期待未来美国

中华医学基金会能与协和医学院携手

合作，立足双方优势资源，共同探讨创

新方向，推进中国医学健康事业发展。

需要多学科和跨专业紧密合作

随后，王辰在以《群医学及其意义》

为题的主旨报告中系统阐释了群医学

的七大意义：一是体现了从以个体为

重点到以群体为重点的医学观念转

化；二是改变了医学专业知识和技术

结构，对厘清医学学理、变革现代医学

体系、重塑医学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三

是促进了人才培养变革，即由过去培

养“临床医生”转变为培养“医生”；四

是促进医学教育变革，从专业设置、体

制学制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形成新的导

引和顶层设计；五是明晰了群医学、公

共卫生、公众健康等医学卫生健康的

概念、属性及逻辑关系；六是促进卫生

资源的合理配置，讲求卫生效益，倡导

健康公平；七是促成大医学、大卫生、

大健康的观念与行动。归纳提出了健康

照护的 6个领域（健康促进，疾病的预

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健康照护的

6个法宝（语言、药物、刀械、饮食、起居、

环境）。王辰最后指出，群医学是中国思

想体系在国际上走向先进的一个可能机

会，它会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优化医

学教育体系和卫生体系。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邬

堂春院士作了题为《科学证据与疾病防

控》的主旨报告，指出对慢性病进行病因

预防、风险预测及早期预警，需要强有力

的高级科学证据作为支撑，才能建立完

备的预防体系与管理政策体系。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

主任沈洪兵院士在题为《从疾控体系改

革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主旨报告

中，重点阐述了疾控体系改革的原则和

目标———系统重塑、预防为主、科学防

控和协同高效，系统总结了我国当前疾

控体系改革的进展和成效，同时分析了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提出

要建立符合国情和行业需求的公共卫

生人才培养体系。

牛津大学教授 Muir Gray 以《群医

学未来发展趋势及实际应用》为题作主

旨报告，指出群医学是解决当前医疗卫

生系统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思路，号召将

群医学理论应用到医疗服务和公共卫

生服务实践中，从而为人群提供高价值

的医疗健康服务。

海德堡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 Till

B rnighausen 作了题为 Developing the

futur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主旨报告，

指出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的发展方向

是多学科和跨专业，需要培养不同专业背

景的群医学及公共卫生人才。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还举行了“群公

学者”、授课教师代表聘书颁发仪式。据

了解，协和医学院目前为研究生开设的

群医学及公共卫生相关课程共 4大门类

45 门，聘请了国内外知名教授、行业专

家共 272名，其中校外教师有 172名。

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

沛新研究员作了题为《临床研究驱动研

究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他从科

技创新体系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当前临

床研究存在的关键问题，并结合我国研

究型医院建设路径，分享了协和医院在

群医学理论指导下临床研究驱动研究

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践。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公学院执行院

长杨维中在题为《群公学院的建设与发

展：三年回顾与未来展望》的报告中，

系统梳理了群公学院成立三年来的成

长与发展。一是不断探索、创建、丰富

和发展群医学学理，在重要期刊发表一

系列群医学学理的标志性论文；与国内

外群医学及公共卫生专家交流讨论发

展群医学的学理，初步形成了我国关于

群医学的理论框架。二是加强和完善

多学科师资队伍，引进特聘教授 7人、

准长聘系列教职 15人；授课教师来自

72家单位、62个专业。三是完善人才培

养体系，生源由医学专业为主向多学科

转变，2023 年夏令营有来自 110 所高

校、66个专业的 396名学生报名。四是

开设“群医学 +”特色的公共卫生课程

体系，总计 4大门类 45门，面向全校和

群医学研究联盟单位开放；共计开发

328套教学课件，编写 5 部教材。五是

推进“群医学 +”多学科交叉科研创新，

科研经费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六是

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与国内外顶

尖院校，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开展

合作，深度参与全球健康事务。七是心

系社会服务，增强智库咨询能力，向有

关上级单位提交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

重大决策建议近 30篇等。

此外，数位专家、学者还围绕“共促

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建设”和“多学科

共建群医学及公共卫生”主题分别作了

学术报告。

据悉，该会议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主办，其宗旨与作用是传

播群医学及公共卫生思想与理论，凝聚

发展共识，整合跨领域资源，践行群医

学行动，为国家群医学学科发展和公共

卫生体系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推动国

家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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