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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健康保障战略的问题在哪儿
因韩启德

一

自 19世纪后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

以来，医学科学与技术步入飞速发展

阶段，新的诊断与治疗手段层出不穷。

医疗技术的进步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

命，在极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的痛苦。

随着医药行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医

疗费用也日益攀升。由此，大众对医疗

发展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生物医药的发展对全民健康的保

障究竟发挥多大作用？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亟

待明确的问题，也是引发持续探讨与

争论的议题。

由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斯坦

福大学医学院临床卓越研究中心研究

主任罗伯特·卡普兰所著的《失信医

疗：对美国卫生保健体系的反思》一

书，以美国的现实情况为例，就上述问

题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答。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发展生物医

学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保持医

学科技投入高位增长，同时大力增加

医疗费用，2018年医疗支出占 GDP（国

内生产总值）的 16.8%，人均医疗支出

达 9536美元。然而其全民平均期望寿

命却在 194 个国家中名列第 34 位，低

于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平均水平。

本书通过详尽的数据与案例指出，

其原因在于美国对健康概念的误解，

过分强调和依赖医疗，而严重忽视社

会因素、个人行为因素对健康的重大

影响。本末倒置的医疗卫生策略，终使

美国在全民健康的道路上，远离其理

想目标。书中对美国医学科研中的浮

躁现象、过度医疗的表现形式等有深

刻的分析，还对美国的医药卫生事业

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本书作者罗伯特·卡普兰曾担任美

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副院长，参与制定

美国重大医疗政策，在全球卫生政策

与管理领域享有较高的学术知名度。

此书在内容上兼具专业学者的认知深

度和政策官员的实践优势。

作者揭露美国医疗内幕言之凿

凿，并无捕风捉影或夸大其词。从观点

表述上看，该书更像一部学术论文，翔

实且权威的参考文献为其系统严密的

论证奠定了基础。同时，读起来并没有

晦涩之感，作者始终以极其平实的笔

触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读者逐一

呈现。

书中少有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

节描写，作者以现实而客观的审查视

角带我们深入获得对美国医疗体制的

理性认知，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价值意

义所在。这类工作能够切实服务于社

会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完善，从而从根

本上裨益民众。

二

我国的健康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与美国相比，我国在医药

卫生方面的投入低得多，但全民健康

水平不断提高，平均期望寿命不断延

长，已趋近美国。这得益于我们正确的

全民健康方针与坚持不懈的医药卫生

制度改革。

不过，我国的不少做法还在跟着

美国走，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医

疗资源和投入的分配不够合理、过度

诊断与治疗现象比较普遍；公共卫生

事业相对滞后，健康教育、健康生活

和健康行为强调不够，全民身体素质

有待提高；环境卫生与食品安全问题

突出等。

我们必须接受美国的教训，下力气

把准方向，重点解决上述问题。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体现出十分正确的战略方针，

阅读本书，对照美国和我国当前现实，

相信会对中央决策有更深刻的认识。

梁佳媛是本书的译者，她的博士论

题致力于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考察科

学与社会的互动。在本科阶段所接受

的生命科学教育与硕士期间所接受的

科学史专业训练，使其能够从“自然科

学理论”与“社会人文”的复合维度较

为准确地把握作者的观点和思路，故

译文颇为严谨流畅。

我认为对“医学与社会的互动”论

题的探讨具有极其现实的价值与意

义，故我由衷支持对这类“医学人文”

主题的文本译介工作，更乐意向我国

健康事业的决策者、从业者、医学生以

及关心自身健康的广大公众推荐这本

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好书。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科学技术史与医学史系系主任；本文为

《失信医疗：对美国卫生保健体系的反思》

一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失信医疗：对美国

卫生保健体系的反思》，

[美 ] 罗伯特·M. 卡普兰

著，梁佳媛译，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23 年 7

月出版，定价：58 元

揭秘大脑的神奇之处

《大脑环游记：漫画

神经科学的奇妙世界》，

冯军峰、三折人生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 2024 年

3月出版，定价：58元

因李羽壮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颅脑创伤中心主任冯军峰联合科普

漫画工作室“三折人生”创作的《大脑

环游记：漫画神经科学的奇妙世界》由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人工智能日渐

火热的当下为关注脑科学、神经科学的

读者带来了一段酣畅淋漓的大脑环游

旅程。

这本趣味科普漫画中，神经外科医

生带儿子“环游”大脑，穿越不同的大脑

“站点”，像在知识的主题乐园游览一样接

受丰富的神经科学知识，通过与孩子对话

的生动语言和异彩纷呈的漫画，深入浅

出、通俗幽默地讲述大脑的发育、大脑对

全身的影响、大脑的结构、大脑的运行、大

脑的保护、神经疾病的治疗、神经科学的

未来、脑机接口等知识。

比如，第五话中，“大禹治水站 脑

子进水怎么办”风趣幽默地写道：我们

偶尔会听到人抱怨说脑子进水啦，但脑

子真的会进水吗？

大脑里确实有“水”，但可不是外面

流进去的哦！我们把这种液体叫做脑

脊液（CSF），是包绕脑和脊髓的液体。

人体有三个地方存在脑脊液，分别

是脑室、脊髓的中央管、蛛网膜下腔。

脑脊液可以保护柔软的中枢神经，缓

冲外界冲击对脑和脊髓造成的损伤。

因此，这三个地方的脑脊液就让整个

脑、脊髓组织像是泡在羊水里的婴儿一

样，受到全面保护。

成人每天可以产生 400~500毫升的

脑脊液。但成人仅有 130~150毫升容纳

脑脊液的空间。其实，脑脊液进入蛛网膜

下腔之后，可以被蛛网膜上的蛛网膜颗粒

吸收，然后再回到静脉血液中。

经过这样的循环和回收，脑脊液像

血液一样冲洗并带走了神经组织的代

谢废物。

如果脑脊液过多，就会引发“脑积

水”，把脑室结构撑大，挤压脑组织，进

而对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此外，每个章节后面的“冯医生小

讲堂”既为青少年读者启蒙了脑科学基

础知识，也是成人读者的脑科学知识

“加油站”，从而激发读者尤其是青少

年对生物学、医学、脑科学、人工智能

的兴趣，提高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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