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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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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健康

观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工作制度和方针，形成了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主要内

容包括：高度重视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性，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

务；坚持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人民性和公益性；重视把公共卫生重心落实到农村基

层，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建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

要论述推动了当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向前发展，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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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1］，

把健康中国建设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二十大报

告再次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

策”［2］。健康中国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毛泽东关于公

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从毛

泽东思想研究现状看，学界对于毛泽东公共卫生方

面重要论述的挖掘和研究成果相对不多，在中国知

网以“毛泽东/卫生”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得到文

章103篇（检索日期截至2023年11月21日），其中北

大核心论文只有20篇，因此相对于毛泽东思想研究

的其他领域，国内关于毛泽东公共卫生论述方面的

研究薄弱。重温和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

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健

康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也是对毛泽东诞辰 130周年

的一种特殊纪念。

一、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

背景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有其

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列宁经典作家的健康

观是理论渊源，中国革命时期卫生实践、新中国建

设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落后的医疗条件是其

形成的时代背景，新中国公共卫生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卫生防疫实践是其发展演进的重要基础。

（一）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形成的

理论渊源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关于公共卫

生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健康观的继承

和发展。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没有直

接阐述有关人民医疗卫生健康的问题，更多的是基

于批判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论证无产阶级进行革

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其中大量描述了工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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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的环境状况。这促进了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

重要论述，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工人常住的

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清洁

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

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

一起……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

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3］马克思在大量著作中论

述了工人的生活状况、阶级地位的不平等，资本家对

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揭示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恶劣工作环境的罪魁祸首。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工人的居住

环境和城市的恶化，例如“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

即45 000人以上，住在狭窄、阴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

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 862个”［4］，“全部

垃圾和粪便倒到沟里面去”［4］，“工人的孩子有57%以

上不到五岁就死亡”［4］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保持

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也就是保护无产阶

级者。马克思呼吁实现社会经济以及生产力的发展，

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工人的卫生

情况，站在最底层人民群众的角度去维护工人的生命

安全与身体健康。

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健康观的基础上，列宁针

对苏联落后的社会状况制定了更为详细的医疗卫生

制度和方针。十月革命胜利后，疫病的流行严重影响

了当时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列宁在苏维埃七大上

指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还有第三种灾难，这就是吞

噬着我们大批军队的虱子，斑疹伤寒……或者是虱子

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5］列宁重

视对疾病的预防，同时向人们积极宣传、普及卫生知

识，主张消灭传染源，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并

通过增加经费和物质投入为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保障，

还建立了医疗卫生防疫工作制度，培养医疗卫生人

才，加强卫生机构建设等。列宁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有

关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为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

要论述的形成指明了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烈性、急性、慢

性传染病肆虐，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严

重阻碍了社会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基于马

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医疗卫生观，制定了“面向

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深入农村进行调

查研究，把医疗卫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亲自领

导爱国卫生运动。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

述系统形成，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有效改善了

人民的生活环境。

（二）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时代

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际环境严峻，强敌

环伺、危机四伏。毛泽东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

策，与苏联以及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友好建交。与此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报之以敌

视的态度，形成了围堵中国的共识和包围圈。1950
年 6月，美国的参战使得朝鲜内战演变成为一场大

规模局部战争。美国利用战争将战火推进至中朝

边境，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这场最强工业国和落后

农业国之间的较量，以美帝国主义失败告终，但也

使得“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雪上加霜。美国还插手

1954年的台湾海峡危机问题，对台湾局势加以“干

预”，试图分裂海岸两峡。除此之外，中印边界冲突

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也产生巨大影

响。在该形势下，中国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和第

三世界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外交［6］。然而赫鲁晓夫推

行的“强权强政”意在控制中国，两党意识形态上的

分歧上升到国家关系问题，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破

裂。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对中国进口

贸易进行封锁和禁运，政治上不承认中国领土主

权，军事上煽动国民党的反动势力进行破坏，加之

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系列问题使得党及领导

人把关注点放在了如何维持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

和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问题上，忽略了战争带来的

医疗健康问题。在失去了苏联国际援助下，党和人

民只能自力更生，自行开展医疗卫生工作，以解决

医疗卫生问题，改善医疗工作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医疗条件非常

落后，再加上长期受战乱、天灾等因素的影响，国内

疫病泛滥成灾，严重侵扰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35岁。国内的卫生工作

面临着积贫积弱、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现象，给党

和国家在卫生防疫工作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

战，卫生防疫工作刻不容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党和政府把重点放在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

上，在落后的农业国进行粗放的工业化建设，重视

重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

保护问题。自然环境方面，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废

水、废气、废渣的任意排放，矿产资源的随意开采，

森林植被的大量砍伐以及厕所、下水道、沟渠的严

重堵塞等问题；而比工业污染更为严重的瞬时破坏

和创伤是热兵器和生化武器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

境的毁灭性打击。这些天灾人祸带给人类的是重

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和各种疫病的流行。当时卫生

部长李德全作报告说，“我国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

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

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7］

传染性强、死亡率高的鼠疫和血吸虫病的流行让医

疗卫生工作者十分棘手，而黑热病、肺结核、白喉、

麻风等传染病也有流行，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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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城市建设过

于重视，会忽略农村的卫生问题，蚊蝇跳蚤滋生、和

家禽同吃同住、对卫生条件的不注重为疫病的流行

提供了温床，甚至出现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

种、蒿草遍地、荒冢累累”［8］的悲惨景象。在社会文

化环境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刚从“三座大山”的压迫

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旧社会遗留下的封建迷信依旧

盛行。人民生活贫苦不堪、文化教育事业落后、愚

昧和无知并未根除。技术环境方面，医疗卫生条件

很差，缺医少药是家常便饭，卫生工作人员不足。

上述方面的缺失使国家无法应对疫病的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忧外患，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敌视，国内旧社会疫病

的残留，自然环境的破坏，卫生习惯的缺乏养成，

封建迷信现象的普遍，医疗条件的不足均使党和

国家在卫生防疫工作方面需要与重大疫病进行长

期的斗争，这为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提

供了广泛的经验，同时也为今后的重大疫病的防

治工作提供了基础方案。

（三）卫生防疫的实践基础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重视医疗卫生问

题。他说，“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要胜利，一定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

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

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9］。井冈山时期我们

党就建立了红军医院。毛泽东始终秉持“群众利益

无小事”的原则，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社会情况制

定了一系列有关卫生健康工作的方针、指示和政

策，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过

1949—1952年的努力，全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第一，各种疾病得到有效控制。要求县级

以上政府组织代表、所有卫生人员参与群众防疫工

作。“各县要求组织巡回防疫队，防治天花、鼠疫、流

行性脑脊髓膜炎、麻疹、白喉、百日咳、猩红热等传

染病，要求大力开展预防疾病宣传教育等”［10］。各

地建立检疫机构和寄生虫专业防治机构，实行传染

病报告制度，对各种主要传染病实施免费疫苗接

种。第二，城市环境、饮水和食品卫生治理大有成

效。清运遗留的垃圾，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开展大

扫除运动，修建公厕，修整暗沟，从而改善城市环

境；疏通下水道，封闭水质不良的水井，增设大量自

来水饮水站；对从事饮食业的职工进行体检。第

三，交通检疫工作相继完善。对各类进出口列车和

国内外航班进行检疫。第四，农村卫生工作初步改

进。1950年 8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

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三

大卫生工作方针。除此之外，在全国发起禁娼行

动。从传染源头抓起，治疗娼妓性病，并且重视抗

梅毒工作。在反对美国细菌战的同时掀起了全国

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热潮。1952年 12月召开了第二

届全国卫生会议，毛泽东为会议题词，“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

菌战争”［11］，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列为

卫生工作的第四大方针。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努

力，国家经济有所恢复。卫生事业也纳入了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国家计划之中。与此同时，农村的预防

保健工作有序开展：推行合作医疗制度、三级医疗

卫生网、赤脚医生制度、六二六指示等，并且发动了

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天花得以消

灭，性病得以控制。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导致了生产的倒退，外加自然灾害、苏联撤援等，直

到1960年“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

和采取相应措施，整体经济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

命”期间，卫生防疫工作也受到冲击，加之大量人口

的不正常流动，导致流脑、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等

传染病的发病和传播，各种疫情的回升使得中央再

度重视卫生防疫工作，1970年再度大面积灭螺进行

血吸虫病的防治；发挥“灭鼠拔源”的精神进行鼠疫

的防治；在农村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爱国卫

生运动。毛泽东立足于从实际出发，其卫生实践经

验为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石。

二、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的主要内容

（一）高度重视公共卫生政策，把卫生、防疫和

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对医疗卫生工作做了新定位，将其提

到了政治任务的高度。他指出，“必须把卫生、防

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

力发展这项工作”［12］。由此可见医疗卫生工作的

重要性。

第一，重视医疗卫生工作的革命性。早在1931年
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瑞金创办了第一所工农红军

军医学校，毛泽东将建立医院的思想付诸行动，在

《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

的疫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3］。医疗卫生

工作是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

障。毛泽东高度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将之视为革命

的重要工作。他认为，归根结底医疗卫生服务要为

革命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各种

疫病流行，卫生工作要作为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

政治大事来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人民

刚从“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旧思想

和陋习尚有遗留，加之经济、文化的落后，出现病痛

求助于“牛鬼神蛇”的现象很是常见。因此，必须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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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迷信，加强对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朱

德在 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

出：“加强卫生预防工作，在文化教育方面推广宣

传、普及卫生常识，把卫生工作推广到广大的人民

中间去，并依靠群众来做，才能把卫生工作做好。”［14］

这一时期党中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制定颁布了一系

列重要文件，如1952年的《中央宣传部关于防疫宣传

工作的指示》，1956年的《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宣传

工作的指示》以及1960年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

示》，大篇幅提到了卫生宣传动员工作对卫生防疫的

重要性。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不仅为革

命和建设服务，还要为人民健康服务。

第二，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首先，加

强党和政府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毛泽东指出，

“各级党委对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

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11］

必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引领作用，带领群众认识

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在理论分析的同时，还进

行了实地考察，亲自到兴国县的长冈乡进行卫生

运动调查，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指出“如长冈乡一

样，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

消灭疾病，是每个苏维埃的责任”［15］。在应对血吸

虫病的问题上，1955—1957年连续三年召开血吸

虫病的全国工作会议，并于 1958年全面消灭了血

吸虫病，成为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的里程碑事

件。此外，要求加强医务工作者、党委、群众的三

方协作。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不仅是医务

工作者的责任，还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协作，从而

实现卫生防疫效果的最大化。毛泽东要求医疗资

源重心下沉，高级干部等亲自挂帅，到群众中去，

发动群众，各方协作配合，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

更快地发展。

（二）坚持新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基本价值取

向：人民性和公益性

第一，坚持医疗卫生工作的人民性。1950年8月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

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

指明了我国医疗卫生工作所服务的对象。毛泽东

强调“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宗

旨，要求各方协作不遗余力地消除妨碍人民健康的

各种迷信、陋习、环境等，更要积极地预防和治疗疾

病，实行医疗卫生工作的人道主义。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重视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这个

重要问题，把人民性烙印在心中。关于“我是谁”的

问题，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站在政治高度重视卫生

工作，坚持动员和依靠社会各方力量进行综合防

治。关于“为了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百分

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

为人民服务”［16］，他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指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

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环节，人民健康问题作为医疗

卫生事业的中心问题，党和国家必须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关于“依靠谁”的问

题，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

无穷大的，要积极号召、发动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

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1949年察哈尔

省暴发的鼠疫打响了“新中国疫病第一战”，中央人

民政府在设立专业鼠疫防治站的同时，还发动大量

群众进行捕鼠、灭蚤，防治队伍的工作人员从195人
增加到 447人。除此之外，通过从外部铲除疾病产

生的土壤、从内部增强广大群众抵御疾病的体魄两

个方面，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爱国卫生运动和加强体

育锻炼，为人民群众防疫打下基础。

第二，惠及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党和政府

强调坚持疫病防治的公益性定位，把公益性写在医

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初，便

把医疗卫生事业定位为“人民福利事业”。毛泽东

强调医务工作者要发扬白求恩“甘于奉献、实行革

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担当为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服

务的神圣职责；强调政府切实关注医务工作者和患

者各方的利益，不能走全盘商业化、市场化的路子；

医疗服务的收费问题和医务工作者的薪资也并无

直接关系。国家对医疗机构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对

医疗机构的收入、基建费和职工工资的支出实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加大医疗卫生经费投入，为医疗工

作奠定了物质基础［17］。把医疗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以 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人们的预期寿命从

1949年的35岁提高至 1975年的 69岁。除此之外，

还严格把控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国家自身采购研

发药品，对药品统购统销，将药品价格维持在一个

较低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能看得起病、买得起药；

把控医疗服务价格，曾在 1958年、1960年、1966年
三次降低收费标准。毛泽东指出，“药品医疗不能

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病不

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

生产，你看是赚是赔？”［18］。毛泽东强调不以营销为

目的，将医疗卫生工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保障

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普及性。

（三）重视把公共卫生重心落实到农村基层，坚

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建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公共卫

生保障体系

第一，注重医疗卫生工作的科学性。毛泽东早

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便提出在全国农村设立

县、区、村三级卫生院，从而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看

病困难的问题，这也为形成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保健

网打下基础。在医疗卫生保健网中，第一级为村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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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相当于医疗保健网的前哨，承担村民的基础

保健和卫生宣传工作，尽量做到村民小病不出队。

第二级为区卫生院。相当于医疗保健网中的枢纽，

连接县卫生院和村卫生院，向上对县卫生院报告医

疗防治情况，向下培养和指导村卫生人员，尽量做

到大病不出社。第三级为县卫生院。相当于医疗

保健网的中心，对全县的医疗卫生技术提供指导和

培训卫生人员，尽量做到重病不出县。三级医疗保

健网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缓解了农村的看病就医

压力，提高了医疗卫生工作的效率。在党和政府的

领导下，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网于 20世纪 60年代

初期基本确立，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卫生面貌。医

疗卫生保健三级网的建立还远远不够，各卫生院缺

少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毛泽东在察觉到农村城市医

疗资源分配不均时，提出了“六·二六”指示，把医疗

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量城市卫生人员被

抽调到农村，在农村培养能为贫中下农看病的乡村

医生。1968年《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

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和《深受贫下中

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两篇文章的发表使得“赤

脚医生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深受好评。赤脚医

生主要通过村卫生院集训和在实践中培养两种方

式进行，主要构成人员是贫下中农的子女，通过掌

握基础的中、西医知识，对一些基础的常见病进行

防治。“赤脚医生肩挎医药包手拿镐，保护着农民的

健康。现在，他们是中国农村不可缺少的人。”［19］赤

脚医生承担医疗保健网最基础的任务，例如健康教

育、知识宣传、资料下发等，若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

便会求助于当地医院。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起以长

阳县的覃祥官为领军人物，他有感于农民无钱就

医，辞去“铁饭碗”，创办了第一个合作医疗试点，即

农民每人每年交 1元合作医疗费用，村里从集体公

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

慢性病患者需要常年吃药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

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不要钱了［9］。他还组织村民小

组自行开垦种植草药，减少合作医疗的开销，做到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后经大力宣传，全国农村

纷纷效仿。农村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中国特殊的

比较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村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为农民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也

得到联合国卫健委的表彰和肯定。

第二，提出医疗卫生工作的中西医结合方针。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从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里，医

疗干部、人民群众对中医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当

时西方医药体制占据中国的基本市场，对疾病起到

预防和治疗作用的中医一直受到打压和排斥。但

毛泽东认为“中医的宝贵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

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20］，提倡发展中医并非

全盘吸收和继承，而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毛泽

东强调党和政府必须重视中医的发展，在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等多个医院设立中医门诊，可以参与

报销。他创办中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

工作者。除此之外，还鼓励西医参与中医的学习，

1958年毛泽东指出，“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

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的中医的学习班，由各

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到1960年为止，

全国西医离职进而转战中医的学习班共有 27个，

学员人数高达2 300余人。组织专家对古籍进行翻

新并编写新的教材，为中医学科研究提供更多范

本。毛泽东曾在谈到关于中医的发展的问题时指

出，“中医是对全世界都有着重要贡献，那种重视新

来的外国东西，轻视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的思

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21］毛泽东强调中西

医并重，实行中西医结合。“团结中西医”的方针一

经提出，获得了党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和一致好评。

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

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可以在西

医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西医也需借

鉴中医，形成适合中国的新的医药体系，二者携手

共进，相得益彰。毛泽东指出，“西医也有不正确

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

应该是唯物辩证法指导的一个医”［19］。中西医要

互相学习，尝试打破宗派主义，“如果先学了西医，

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

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22］。毛泽东认

为不仅西医需要学习中医，中医也要了解和重视西

医，“对于一些经历较充沛、有一定经验的中医，应

给予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如物理、化学、生物细菌

学、解剖学、生理学等”［23］，以发挥彼此的优势，从而

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

三、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的时代价值

2019年突发的新冠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

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亲自部署、指挥作战，打赢了这场总体战、阻

击战、保卫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全面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其“健康中国战略”也是

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部分。习近平健康中国论述

中的以人民为中心、预防为主、充分发挥中医药独

特功能等都是对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因此，重温毛泽东

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在新时期仍然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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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价值和时代启示。

（一）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理论

价值

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内容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在马克思

主义健康观的基础上产生的，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

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康观的内容，形成

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健康观。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

健康和寿命的”［23］，批判资本家剥削下造成的工人

的劳动异化，认为工人生活环境是影响工人身体健

康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广大无产阶级

的立场上，呼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强

调人民的健康问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

的保障，倡导通过颁布强制性法律来改善工人的居

住环境；通过“工作日的正常化”维护工人自身权

益、增加收入；通过改善不公平的医疗机制来惠及

工人的医疗服务等。毛泽东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健

康观进行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辩证地结合中国

当时的具体健康问题，形成了关于公共卫生的重

要论述，从而推动了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不断

发展。“面向工农兵”的卫生工作方针指明了党和

国家卫生工作的方向；“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

针强调不仅要治病，还要治未病；“团结中西医”的

卫生工作方针表明要唯物辩证用一个医；“卫生工

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强调人民

群众为健康运动注入了鲜活的力量。毛泽东关于

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健康观的系统阐

述和实践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健

康观。

2. 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丰富，涵盖面广，包括革命、

建设、军事等理论内容，其中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

论述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健康问题的具体阐述，也是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研究现状看，不是

说这一问题不重要，而是之前学者可能相对忽视，

今后需要加强研究。

换言之，毛泽东公共卫生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贯穿于

其医疗卫生思想中。首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在应对疫病问题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症下

药，治病救人。其次，坚持群众路线。毛泽东提出，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宗旨，号召

广大人民群众，发动爱国卫生运动，做到群防群

治。最后，坚持独立自主。党和国家依靠人民群众，

独立自主地完成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使命，极大

地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向工农兵”

强调医疗卫生工作的普及性和公平性，逐渐解决了广

大人民群众“看病难、就医难”的问题；“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有效完成了除四害和防治血吸虫病等任务，

极大维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团结中西

医”为治疗疾病提供了具有辩证思维的科学治疗方

法，推进了人民健康愿望的实现；“卫生工作与群众

运动相结合”提高了群众参与卫生运动的积极能动

性。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蕴含着毛泽

东推进人民健康工作的具体表现，其创造性的观点

和内容不仅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医疗问题，还满

足了人们对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属于毛泽东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

卫生健康理论体系的基石

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发

展始终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在保障民生问题上

发挥着巨大作用，也为后续不同时期党和国家有关

健康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改革开放进入新时期，国家的经济和人

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经济的发

展伴随着许多新问题的产生：市场充斥的假冒伪劣

食品导致病从口入风险的增加；财政投入的不足引

起医药费用的虚增；农村的“低收入—低卫生服务

需求—低卫生服务利用—低健康保障—低收入”［16］

的恶性循环导致积贫积弱的现象普遍。在改革的浪

潮中，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受到新的挑战，公共卫生

体制逐渐被边缘化，轻视公共卫生的现象逐渐凸显，

邓小平基于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推陈出

新，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经历了1988
年的“甲肝”重大卫生事件后，我国加大了对公共卫生

体制建设的决心，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的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监督体系。通过机构、法制、机

制多方面的完善来支持和应对突发事件。江泽民提

出“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新时期

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胡锦涛指出，“医疗卫生事

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强调

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最基本的医疗保健，惠及所

有人，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健康问

题放在首要地位，曾多次强调“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一位的”［24］，将健康中国提到

了战略地位的高度。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党和政

府自觉将人民的健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联

系在一起，全力保障人民的健康。纵观各届中央领

导核心对人民健康事业的重视，可见人民健康问题

是关系国家生计的大事。各届领导人在卫生工作

上的重大举措都离不开对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

重要论述的具体运用，都发展和体现着毛泽东关于

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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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

的时代价值

1. 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和发挥党的领

导核心作用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

幸福生活的基础。”［25］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要求党和政府对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更

多的贡献，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和发挥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首先，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卫生

健康的全面领导。2016年 10月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在卫生健康工

作上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凸显人民卫生健康问题不仅

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

环节。其次，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卫生健康的工

作方针。医疗卫生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大步发展，尤其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四大卫生工作方针，使

中国形成了世界称赞的“低收入、广覆盖、预防为主、

群防群治”的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人民共建共享”的卫生方针，为新时期推进卫生健康

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2. 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推进乡村振兴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6］医疗卫

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

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新

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必须把农村医疗卫

生工作摆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从而推动重心下

移、资源下沉，让广大农民群众获得公平、高效、系

统的医疗卫生服务。第一，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组

织能力。保障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要发挥其

公益性属性，加强四级医疗防护网服务保障工作，

改善基本医疗设施条件，推进各级医疗服务的综合

服务、应急处置以及疫情防控能力，将资源整合和

配置优化落实到位。第二，打造专业的医务人才

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就要立足于农村医

生的现状，因地制宜地引进人才，加大对农村医疗

卫生工作者的培养力度和经费投入，将培养医疗

卫生人才摆在重要位置。第三，提高农村医疗保

障水平。持续健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机制。加强对医保制度的监

测，减少骗保套保等违法行为。第四，定期开展送

医下乡，开展高水平医生专家的乡村行动。

3. 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要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坚持中西医并

重和优势互补，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系、

服务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

势。”［25］一方面，强调中西医并重，推动二者优势互

补，协调发展。西医缺乏对人体机能适应性的长期

考虑，现代化的生化指标检测忽视人的特殊性和整

体性，但西医见效快、疗程短，实践背后有大量的数

据和理论作支撑。中医在中药材品质上难以把控，

对于很多药物的认识缺少理论数据的支持，但中医能

全方位调节人体机能，对于西医无法医治的类似过

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可以药到病除。因此，对二

者进行优势互补，辩证地成为一种“医”，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事业的独特优势和显著

特点。另一方面，强调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

中医药学作为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其传播和影响

力日益增大。首先，要切实提高中医药服务能力，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临床、预防、康复领域的主导、核

心作用。其次，发展中医养生保健和治未病的作

用，主要包括中医健康咨询指导、养生药膳、健康干

预调理、健康教育等。最后，推进中医药继承创新，从

而推动中医药事业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

4. 深化医疗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医疗体制现代化

医疗体制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关系到民生大计。党和国家要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推进医疗体制现代化。首先，加强对健康政

策的宣传工作，推进健康进万策。加强各行各业的

沟通协作，从而形成健康的大合力。例如，各民生

单位要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呼吁民众加强体

育锻炼；环境保护相关部门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

动的优良传统。其次，全面深化医药卫生工作体制

改革。新时期党和政府仍需加快建立更加成熟稳

定的医疗卫生制度，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

长，划分好各级医疗卫生的本职工作和权力。最

后，完善健康的多元筹资机制。建设健康中国要兼

顾资源不充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中央在医疗卫

生方面的经费投入应向其倾斜。除此之外，还需调

动各社会组织的力量，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加大对

健康事业的投入力度，形成多元筹资格局。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在毛泽东

诞辰 130周年的今天，深入探讨和挖掘毛泽东关于

公共卫生的重要论述没有过时。对于建设健康中

国、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毛泽东关于公共卫生的

重要论述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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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o Zedo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public health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1949—1976）
LI Wenhui1，TAO Lin1，2

1. School of Marxism，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66，China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o Zedong formulated a series of

healthcare systems and guidelines based o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health following
the sever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and formed Mao Zedo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public
health.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ignificance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regarding public health，epidemic prevention，and general healthcare work as a major political task. Mao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new China’s public health policy，that
is，populism and public welfare，empha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health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and establishing a public
health protection system centered on equity. Mao Zedong on public health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healthcare at that time，and also had cruci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value for healthca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Mao Zedo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public health；scientific connotation；the value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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