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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的
人民卫生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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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许多严重的困难和挑战。
在百废待兴的各种社会问题之中，医疗卫生问题十分突
出。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在中华大地上广泛流行，百
病丛生。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
计每年 1 400 万人，死亡率在 3%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死于
可预防的传染病。”“全国每年有 20 余万妇女和 100 多万
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在 200%左右。全国人口平
均寿命仅为 35 岁”[1]19 与此同时，鼠疫和霍乱的危害程度
也同样触目惊心。古典型霍曾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1945—1948 年波及 15 个省，患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受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制约，当时的卫生服务
能力十分的低下，卫生设施也极其缺乏。据统计，1949 年，
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共 505 040 人。全国仅有
医院 2 600 所，病床 80 000 张[2]3，17，19，占全国人口 85%
以上的农村只有病床 20 133 张[1]19。与同年全国总人口相
比，卫生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密度不足 1‰，医疗设施甚
少，医院医疗条件也非常简陋，药品供应不足，缺乏专业卫
生技术人员，这些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
事业十分落后。

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
落后的状况，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人民卫生思想。早在创
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时期，为了克服艰苦环境和敌人的
封锁，毛泽东就提出：“建立较好的红军医院”[3]54 作为巩
固根据地的三大条件之一。为了“减少以至消灭疾病”[4]
310，他提出了发动群众大搞卫生运动的思想。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坚持预防为主，团结中医
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人民卫生思想得到进
一步发展。

（一）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952 年春，美帝国主义利用侵朝战争对我国发动了细

菌战。1952 年，毛泽东发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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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口号。随
后，一个以移风易俗，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群
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爱国卫生运
动的开展，为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工作
环境，激发了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上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
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总而言之，坏事
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
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5]87

（二）把“预防为主”列入我国卫生工作方针
“预防为主”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经提出，“减少人民

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 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
动”。这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正确方针。1950 年 8 月，中
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
生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针为：“面向
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2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
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的
经验，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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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将“预防为
主”确立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既体现了毛泽东的卫
生思想，也指明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方向，成为我国卫生事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对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
康，提高健康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团结中西医，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和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卫生事业极其落后的状况，提出了一系列人民
卫生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于当前中国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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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历来重视中医药的
发展工作。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6]5451950 年 8 月，他给第一届全国卫
生工作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
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
奋斗”[7]493。他在充分肯定中医的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指出其历史局限性。1953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谈到卫生工作时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
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须有全面的
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
因素保存和发扬”。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团结中
西医列为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之一。

（四）将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卫生

工作的重点也转入城市。随着这一转变，卫生工作出现了
“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医疗技术力量投入，重点放在城
市，农村次之，全国 70%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农村的医务
人员和药品都很少[8]158。在卫生经费的安排和医疗器械的配
备上，城市医院也优先于农村医院。在这种情况下，就造成
了卫生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不符合我国农民占大多数的
实际情况。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
在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问题的报告》上批
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
放。”[8]1481965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
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各
地政府加强了对农村卫生事业的领导，加大了对农村卫生
事业的财政投入。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建立起了初具规
模的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形成了适应农村特点的县、乡、村
三级医疗卫生网络，基本上消灭了危害农民健康的传染
病、地方病，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健康水平。

（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毛泽东非常重视医德医风建设，其医德思想的核心内

容就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1973 年 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根廷科学文化
代表团时说：“治病，首先是医生有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
其次要有技术特长，再就是必要的好工具、设备和药品。”
这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医德医风建设，重视人民群众的生
命价值，要求医务工作者将精湛的技术与优良的医德统一
起来。

在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的医疗卫生事
业得到迅速发展，到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已建立起了比
较完善的医疗卫生制度体系，一些长期以来解决不了的传
染病、地方病等基本被消灭，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
求得到满足，健康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
泛赞誉。

二

毛泽东的人民卫生思想不仅指导了计划经济时期我
国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于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注重社会动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卫
生事业

卫生事业是一项涉及全体国民身体健康的伟大事业，
单靠政府和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动员和组

织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卫生事业中来。计划
经济时期，在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指导下，我国创造了爱
国卫生运动这一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卫生事业
的形式。实践证明，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成本低、
收益高的卫生工作方式，是推动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高
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有效形式。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
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国家对卫生事业的
投入也不断增长，但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
国卫生事业所面临的任务任然十分艰巨。在这种情况下，
要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卫生事业，必须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
群众的力量，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
化，发展卫生事业不必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但依靠群
众办卫生的指导思想不能变。

（二）发展卫生事业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的指导下，“预

防为主”被确立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这是适合
我国国情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正确方针，也是新形
势下我们仍然需要坚持的方针。在现阶段，我国的医疗卫生
事业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尘肺、
急慢性职业中毒和放射性疾病等职业病的出现；青少年、中
老年和儿童中“肥胖症”的比例急剧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脂肪肝”日益增多；一
些地区的环境、空气污染严重、公共卫生设施落后；群众“看
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严重存在，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
仍然需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包括中医药在内的重大疾病的防治体系，发挥
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促进我国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必须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农村
的卫生事业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农村，
农村卫生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国卫生工作的发展状
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卫生条件得到了很大的
提高，但是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依然存在，大部分医疗卫
生资源集中在城市，而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薄弱，医
疗卫生设施落后，医务人员缺乏。目前和今后一个较长的
时期内，党和国家仍需遵循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将医疗卫
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逐步改变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不合理的状况，不断提高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农民的健
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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