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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述评·

我国社会医学学科建设的成就和挑战
龚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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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型医学模式指导下，３０年来我国社会医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创始、成长和发展三个阶段。越
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开设了社会医学专业，教学内容不断丰富，教学方法不断革新。社会医学研究形成了社

会评价、健康评价和疾病评价等三个研究重点，国际合作研究较为频繁，大量科研成果推动学科发展。但在发

展过程中，社会医学也面临着院校间发展不平衡、学科融合不足、教学内容与其他学科存在重复、研究能力有

待提高、部门协作不足等很多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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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医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
１９８０年卫生部发布了《加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教学研究工作的通知》以来，各医学院校纷纷设立

社会医学教研室，开展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已有 ３０
年历程。前１０年是社会医学的创立期，中间１０年是
社会医学的发展成长期，近１０年可称为社会医学的
成熟期。“人生三十而立”，一门学科从创立起，经过

两代人的努力，社会医学已经成为预防医学领域的

一门重要学科，在学科建设领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

遇，也存在严峻的挑战。

１我国社会医学学科建设取得的主要成就

１．１通识教育推动社会医学的教学工作
在医学生中提倡通识教育，加强学科交叉渗透。

社会医学教学的第一个特点是在医学生中普遍开展

人文学科教育，不仅在预防医学专业、管理专业、护

理专业和医学专业学生中开设社会医学课程，而且

还涵盖部分非医学专业。课程设置不仅局限于医学

院校，而且中国人民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也成立了社

会医学教研室，为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社会医学

课程。据统计，全国１００余所医学院校里有８０％的
院校都开设了社会医学课程，全国大约有５００余名
教师从事社会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１］
第二个特点

是，无论是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教学，还是全科

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班都开设社会医学课程。第三

个特点是学科内容的扩展。以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

管理为主干课程，已经扩展成系列课程，如复旦大学

社会医学和卫生事业管理学科体系内已经开设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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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相关课程；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开

设了１５门相关课程；其他院校也都陆续开设了系列
课程供不同专业学生选修，体现了通识教育的优势。

第四个特点是“精品课程”陆续涌现。由于社会医学

是在适应医学模式转变和新健康观理念的指导下，

教学工作越来越引起师生们的重视，许多院校在社

会医学教学领域取得卓越成绩，如哈尔滨医科大学、

四川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和潍坊医学院社会医学教

研室开设的社会医学课程被省教委评为“精品课

程”，显示出该学科教学工作在学校教学工作中的重

要地位。第五，教材是指导教学的重要工具，是显示

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１９８１年武汉医学院梁浩材教
授的第一部《社会医学概论》问世以来，各院校自编

了１０余种不同格式的社会医学教材，百花齐放各领
风骚，也显示了学科发展期间的不成熟程度。２０００

年卫生部规划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了第一部社会医

学规划教材，使社会医学教学领域的“三基”内容基

本上取得共识，目前教育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的社会

医学教材和卫生部规划教材第三版都已修订出版。

第六，社会医学的教学方法改革上出现了一些变化。

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逐步改革，如采用

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和循证医学思

想在社会医学教学中得到应用，现场实践为手段的

教学方法正在试验推广。
［２３］

１．２参与科学研究，使学科发展获得生机
科学研究是社会医学这一门学科发展的动力。社

会医学的研究目的是分析社会卫生状况，探讨影响社会

卫生状况的因素和提出完善社会卫生状况的策略。与

上述研究目的相对应的是形成社会医学的“社会诊断”

和“社会处方”的基本思路，在社会医学科研领域应用广

泛的研究方法即社会卫生调查方法、社会卫生分析方法

以及提供策略改善社会卫生状况的三种基本策略，在卫

生领域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领域并有强大的生命力。

国家每隔５年一次的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已经实施了４

次，已经成为我国卫生信息系统收集卫生服务资料的一

项常规工作，这是我国社会医学领域最早并有广大社会

医学工作者参与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我国２０００

年预防保健目标和目前正在制订的《健康中国２０２０》发
展战略，是应用社会分析和评价的典范。确定卫生工作

重点并在开展健康状况预测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目标是

社会医学领域内应用广泛且比较成熟的方法；国家医改

方案是解决当前存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对

策，在医改方案的制订、实施监测评价过程中，吸收了广

大社会医学和卫生管理工作者参与。社会医学形成的

一套比较规范的社会卫生分析与评价方法在医改领域

得以应用，说明了这门学科的生命力。

社会医学重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决定作用，导

致社会医学成为在国际学术领域得到广泛重视的一

个合作领域。我国卫生领域许多国际合作项目中，

纷纷要求社会医学的工作者参与并发挥作用。世界

银行贷款项目从卫生Ⅰ到卫生Ⅺ项目，从项目立项、

设计、实施到评价结题，都有医学院校教师们的参

与。这些项目的建设成效之一是培训了我国卫生领

域一大批管理人才，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进

程。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如 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欧盟、
ＤＦＩ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以及一些著名的医学院
校如哈佛、牛津、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与我国开展的

卫生合作项目大多涉及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社

会医学教师们主动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研

究，不仅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理念与方法，而且推动了

我国卫生学术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取得较好的地

位。例如引进了国际上广泛开展的“社会评价”方法

在结核病领域的应用，目前已经推广应用在其他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领域。
［４］

总结社会医学学术研究领域积累的经验，形成

了三个研究的特色与重点：一是社会评价，通过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社会调查与分析评价方法，对研究

社会卫生状况有重要应用价值；
［５］
二是健康评价，从

群体的宏观评价到微观的个体评价，如开发的健康

和生命质量评价量表、ＳＦ－３６汉化量表、生活事件量
表、社会支持量表等都已经在健康状况评定工作中

得到广泛应用；三是疾病评价，尤其是对社会病如交

通事故、意外伤害、青少年妊娠、性传播疾病和艾滋

病的病因，疾病流行的影响因素，防治策略等，更是

社会医学的研究重点。

１．３学科建设蓬勃发展
１９７８年，从社会医学的先驱者钱信忠、陈海峰主

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的《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

理分册》开始，吹响了我国社会医学发展的号角。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各医学院校逐步设立社会医学教研
室。１９８２年武汉医学院开设了第一期社会医学师资
班。１９８５年同济医科大学和上海医科大学等院校开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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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招收社会医学硕士研究生，至今全国已有３０余所医
学院校设立社会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每年平均招

收２００余名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４年全国第一个社会医
学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在上海医科大学成立，目前已经

有１２所院校设立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的博士生
学位培养点，每年有近３００名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
学员走上工作岗位，对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管理

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９７年上海医科大学社会医学和
卫生事业管理学科被批准列为上海市教委的重点学

科，２００２年该学科被批准列为教育部重点学科。２００２

年山东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科由于在卫生经济领域

取得显著成绩，被卫生部授予卫生经济与政策研究重

点实验室。
［６］
由于社会医学学科建设在前３０年取得长

足发展，据第九届全国社会医学学术会议统计，到

２００７年底除了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两所院校外，又有
杭州师范大学、昆明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哈尔滨医

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等５所院校的社
会医学教研室被省教委（或总后卫生部）评为重点学

科或精品课程。

１．４交叉学科具有生命力
社会医学是一门医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发展

过程中需要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力量来推动本学科的

建设。实践表明，凡是能够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理念

与方法，如心理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和行为学科等，

才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与重点发展方向。例如中南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吸收了心理学方法在社会病防治领

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成绩显著；潍坊医学院吸收行为

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慢性病、行为干预和网络成瘾进

行了有益探索；北京大学医学部社会医学教研室引进

“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研究方法，为学科发展和科学

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成功经验应该在社会医学

领域加以倡导和推广。

２挑战与期望

社会医学面临医学模式转变的形势下，找准了

学科定位，取得了迅速发展，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各院校社会医学发展不够平衡，只有少数院
校社会医学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多数院校社

会医学教研室师资力量薄弱，勉强维持；能力建设只

局限于开设课程，缺乏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

（２）在社会医学教学内容中虽然已经形成了基
本的核心主题，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与其他相关学科

存在重复内容。如卫生经济学、卫生管理学和卫生

政策分析等都有这种反映。如何与相关学科进行衔

接，是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之一。

（３）能力建设有待开发。社会医学在面临医疗
改革的大气候下，存在许多有待从宏观政策方面研

究的课题。虽然社会医学在这方面曾经发挥过一定

作用，但是总体而言，社会需求与实际能力之间还存

在很大差距。提高社会医学工作者的能力建设是促

进该学科发展的关键。

（４）加强协作。在社会卫生领域面临解决的问题
往往都是大型、综合和复杂的课题，一个学科、一所院

校往往难以胜任，需要组织多个学科、多部门参与，以

提高社会医学在国际学术领域的竞争力。社会医学学

会在组织大型科研题目立项申请工作中能够扮演协调

组织者的角色，为了促进学术研究整体水平提高发挥

规模效应，学会应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的作用。

过去的３０年中我国社会医学已经显示出强大
的发展潜力，期望今后我国的社会医学工作者继续

投入医疗卫生改革的实践，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扩大

精品课程规模，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在学

科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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