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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6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全民健康”的提出意义重大，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追求。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水平逐步提升，医务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加强，这为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莫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及生态环境和生活方 

式的变化等，我们还面临着较为严峻、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全民健康的实现任重道远。近年来， 

我国部分地方出现 了多种形式的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这不仅对医患双方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还在社会上 

形成 了较为负面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医务社会工作恰逢其时。作为 “医生的伙伴，患者的朋友”， 

医务社会工作者在协调医患关系、加强医患沟通、开展人文关怀、落实福利政策上可发挥积极的作用，进而对推 

进健康中国理念有着积极的影响。医务社会工作以 “助人 自助”的价值理念，强调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不仅聚焦 

于患者本身的疾病，还通过评估、教育、辅导等提升患者的健康意识，使患者成为全民健康的参与者。医务社会 

工作通过资源链接、关系协调、心理关怀，可帮助患者解决疾病疗治之外的种种难题，使其克服困难、缓解压力、 

增强信心，这对营遣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医务社会工作通过服务实践、理论研究及政策倡导，对 

医疗服务模式更加敏感，可在优化健康服务模式中持续参与 “整体医疗服务”，发挥独特专业功能。因此，在我国 

大力发展医务社会工作对优化健康服务，开展健康理念教育，营造和谐医疗环境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是 

社会工作在专业领域中的深化拓展，又是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实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医务社会工作已经是一门较为成熟的职业。1 9世纪末2O世纪初，英国、美国等 

国家开始聘用专职的医务社会工作者，医务社会工作宣告诞生。作为临床医生的 “专业伙伴”，医务社会工作者在 

病人评估、医治过程、康复跟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及完善，当前，医务社会工 

作的职责范围不再限于 “疾病治疗”，它已经延伸至全民健康服务及与人类健康状况有关的诸多领域中。 

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相对较晚，上世纪8O年代，医务社会工作由学者引入国内。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到，“开展医务社会工作，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增进医惠沟通”， 

这为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20I 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民健康、健康中国的要求，医务社会工 

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医务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同时也离不开对国外先进经 

验模式的吸收借鉴、国内既有经验的梳理总结。《医务社会工作专刊》正是承担着这样的使命和功能。我们期待， 

本刊在上海及全国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成为我国医务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的助推器，成为医 

务社会工作者、卫生及健康工作者在实现健康 中国宏大计划中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交流阵地，为我国医务社会 

工作的发展汇聚理论思想和专业实践知识，为实现全人医疗服务、为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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