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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的 
整体思维

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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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哲学的整体思维出发，分析论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中人、社区、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的整体性，提出要推动社区公共卫生的全面、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管理人员要树立科学的整体思维观，充分认识人和社区是相互关联的各组成部

分结成的有机集成体，与社区和公共卫生相关部门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形成

整体团队意识，重视人才的整体发展，才能更好的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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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整体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越

来越受到重视，已渗透于教育、医学、艺术、道德、法律等各个领域，对于人

类把握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预测事物未来发展走势及作出正确决策具有

以简驭繁的成效，已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思维模式。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疾病谱和死亡谱的改变、家庭小型化及医疗费用上涨，“看病难、看病

贵”成为目前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是关系到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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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利益的福利政策公益性事业，也是我国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老百

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社区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仍然是社

区工作的薄弱环节，发展滞后，不能有效地为公众的健康发挥作用，不能适应

当前医疗卫生改革的形势和任务的需求。本文主要从哲学的整体思维角度出发，

探讨分析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思维观，为推动社区公共卫生的全面、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整体思维的内涵和意义 

整体思维是运用整体概念识物想事、整理思想的思维方式，即整体被视为

一种直接的现实，在考虑问题时不着眼于问题的局部，而是将问题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思考，着眼于考虑问题的整体结构，从对整体结构的分析、改造中找出

解决问题的途经。整体思维倡导用这种整体观点考察系统或事物，要求我们建

立相应的整体方法论，从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整体与部分之间、系统与环境

之间的辩证关系去考察和探究对象，从事物的普遍联系来认识和理解 对象，以

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把握，避免在现实中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整

体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体，推动了中国哲学、天文学、医学、军事学、

数学、物理学和其他一些人文科学等的诞生和高度发展。根据文献不完整的统计，

发现我国一些从事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学家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自觉或不自

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结合现代先进科技，已在重大科技自主创新

和原始创新方面获得大约 40 多项的重要成果，包括国家急需的工业自动化核心

技术、多项自主创新的无污染的新能源、突发性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测技术以及

多项基础科学和宇宙论的新理论等。 

随着医学和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医学模式也由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的生

物医学模式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加强调了机

体、自然、社会、心理的统一。这种以整体思维为中心的健康医学模式推动了

现代医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对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缓解

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建立和谐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积

极的意义。研究分析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不仅是医学和管理科学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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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从科学的思维方式上寻找突破点。从哲学整体思维角度思考社区公共卫生

管理要素，可以帮助管理者从大局整体出发发现和解决管理问题，合理选择管

理行为，推动社区公共卫生事业的和谐发展。 

2  从整体思维视角充分认识人的整体性 

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对象是人即社区居民，其中残疾者、老年人、传染病

患者等特殊的弱势人群是管理的重点。从整体思维视角分析，人的生命有机体

是一个复杂和高度统一的整体，具有多种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

心理属性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具备自我调节能力的、复杂的、开放的、稳态

系统，即天地人三才一体，和谐统一。世界卫生组织也修订了新的健康定义，

包括躯体健康、精神健康、道德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我国具有悠久历

史的传统中医学者也从人的整体、宏观角度出发，把天、地、人、时的统一关

系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以经络为联系的有机整体观念”和“以

人体为中心、人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观和阴阳五行学说”，对社区公

共卫生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要充分认识精神心理因素对社区居民健康的影响。个体的一切心理活

动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能动的反映，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个体会产生

不同的看法和体验；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心理背景下

对于同一个事物的态度也会不同，这些态度和体验可能影响个体的心身状态，

进而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对于残疾者、老年人、传染病患者等社区弱势群体

来说，疾病、残疾、老化等带来的长期躯体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减退，会影响一

个人的情绪，负性情绪体验又是健康的不利因素。仇雨临等提出我国老年残疾

人口规模庞大，常由于活动能力和人际交往的限制，致使心理上产生衰老感、

自卑感、孤独感，生活质量下降，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主观幸福感，

甚至造成自杀的严重后果。因此心理因素与健康和疾病是相互作用的、相互影

响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者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社区弱势人群精神心理

健康的管理。 

其次是要充分认识文化、道德、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对社区居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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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类在某一地域改造自然、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独特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这些文化对个体的健康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健康的生活方

式有利促进健康。例如，健康的饮食习惯可以减少心血管病和癌症的风险，生

吃肉食的风俗可导致寄生虫病；生熟不分的烹饪习惯可导致胃肠感染性疾病等，

在社区公共卫生管理中都要进行积极的引导，去其糟粕、取其精华。道德是一

种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包括个人的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价值观等。

个体的舒惠行为要接受群体的评价，并受到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的约束，这些

评价和约束影响着个体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例如通过公共卫生道德行为宣

传约束人们吸烟、吸毒、随地吐痰、性乱等不良行为，以减少结核、艾滋病、

肺癌的发病。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

上的支持，社会支持通过主效应机制、缓冲机制和动态效应机制对心理健康产

生作用，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心理健康。许林等研究显示我国残疾人社会支

持体系不健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与健全人的差距巨大，严重影响残疾人的

生存和健康发展，建议对残疾患者康复应坚持家庭、社区和机构的相互衔接和

互动，形成以居家照护为基础、社区照料为依托、机构康复为补充的社会支持

康复服务体系。 

3  从整体思维视角充分认识社区的整体性 

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

是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社区公共卫生是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的服务，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社区的基本要素包括人口、生态环境和社

会环境。研究社区公共卫生健康问题时，要从社区的整体性出发，重视社区群

体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统一，将社区和外在社会与自然界看成一个彼此相

互贯通的有机整体，即社区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体。

首先要重视社区人口的整体结构对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流动人口作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涌入城市社区，成为城市建设和

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流动人口即是城市的弱势群体，也是传染病的

高发人群，应得到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高度重视。社区公共卫生管理人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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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掌握社区流动人口底数和有关情况，针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制定科

学的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如北京市将长期在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

服务体系，提供与城市户籍人口具有同等的基本卫生服务需要；定期对外来务

工经商人员进行劳动安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从社区层面动员提高

流动人口实现卫生需求的可及性和主观能动性；将流动人口卫生防疫管理纳入

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考核项目，促进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其次要重视生态环境因素对社区居民整体健康的影响。近年来随着生产力

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高度工业化，环境污染已成为多种肿瘤、多系统慢性病发

生的危险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社区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要与环保部门

联合共建生活用水、空气、土壤、气候等与健康为一体的综合监测体系，统一

布点，同步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后果动态监测，加强环境

介质在传染病传播中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研究，做好疾病预防。 

社会环境对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中影响较大就是社会

经济保障和医疗卫生保障。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在总体框架上还是在

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都存在诸种矛盾和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过于狭窄，

老年人、残疾人生活保障难以完全落到实处，使“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在社

区很常见。社区居民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和报销比例有限，很难满足社区居民

对医疗保健的卫生需求。由“非典”“禽流感”“甲流”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带来的诸多健康安全危机可以看出，必须通过完善的社会经济保障和医疗卫生

保障体系来化解健康安全危机。

4  运用整体思维剖析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从整体思维观剖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应该是由社区、医院、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卫生行政机构共同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现实中我们发现我

国长期以来各机构部门独立发展和管理，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协调，各体系之间

存在严重的脱节，致使社区公共卫生管理陷入困境。大力发展社区公共卫生服

务，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区与各级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行政机构

分工合理、协作密切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对于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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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优化社区卫生服务结构，方便群众就医，减轻费用负担，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区和医院是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是各类传染病患

者汇集的主要场所，社区是传染病的疫源地，也是公共卫生事件发现、报告的

前沿阵地，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我国社区卫

生服务发展尚不成熟，社区和医院缺乏有效的联系，或多或少的存在对传染病

及各类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报告和感染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在预防控制措

施和力度上与现实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社区和医院作为疾病预防和

救治的重要力量，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传播至关重要。要做好公共卫生管理，

提高我国疾病控制工作的整体水平，必须加强社区和各级医院的联系，最大程

度地发挥医疗机构的作用。 

其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社区和医院公共卫生工作的业务指导机构。目前，

大部分医疗机构中的传染病患者的检出，仅仅只是依靠医生个人的意识和技能，

传染病患者的发现尚处于偶然状态，还未建立规范的公共卫生管理机制。医疗

机构和疾病控制机构缺乏密切的协调和沟通，双方的信息交流受限，严重影响

公共卫生管理效率。因此，建立医疗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协调与沟通机制，

制定出双方密切合作的疾病控制工作计划、运行机制和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相关预案，定期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并开展演练，才能使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不断

趋于完善，达到保障公众健康的目的。 

另外，卫生行政机构是各级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管理部门，起

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只有严格明确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共卫生职

能，并纳入公共卫生工作体系进行管理，不断地发挥政府行政职能，通过政策、

法规、规范、标准等方式，明确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公共卫生责任、

规范机构和个人的行为，才能提高公共卫生的整体水平。 

5  树立科学的整体思维观 

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整体思维对社区公共卫

生从业人员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社区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克服传统局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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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能从社区和人的整体性出发发现和解决社区健康问题。首先，要树

立以人和社区为中心的整体观，具备广阔的视野，充分认识人和社区是相互关

联的各组成部分结成的有机集成体，分析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对社区居民健

康的影响，从社区的整体结构对健康管理问题进行评估、剖析、比较、转化等

灵活处理，从而提供优质的公共卫生服务。其次树立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观。

社区公共卫生管理人员要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其他社区服务和管理机构、上

级医院、疾病控制机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视为整体，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加强联系协调，落实公共卫生福利政策，通过共同努力提高社区公共卫生管理

水平和质量。另外，要树立整体团队意识，将社区医生、护士、公共卫生医师、

管理者视为一个整体工作团队，培养公共卫生管理观念，提高公共卫生相关的

知识、技能，分工协作，共用医疗卫生资源，共同承担公共卫生责任，提高工

作水平。最后，要树立整体发展的人才培养观。我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一直沿袭苏联教育模式，建立了一套过分强调专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公共

卫生、医疗、护理、公共管理专业人员的培养均自成体系，形成了专业之间越

来越大的裂痕，因此大多数社区卫生从业人员如医生、护士、管理者缺乏公共

卫生知识和技能。因此，要从整体观念上进行“弥合裂痕”的教育体制改革，

开展医疗、护理、预防、管理之间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实践证明，

只有公共卫生学与临床医学、护理学、管理学有机结合，建立学科之间的相互

理解与沟通，形成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才能提高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整体

水平。

总之，哲学的整体思维体现了极大的策略性，可以优化管理者的思维方式，

引导人们选择正确行为，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在哲学整体观的指导下，我

们认为社区公共卫生管理是相互关联的各组成部分结成的有机集成体，综合分

析社区公共卫生管理的要素，抓住事物整体的关联性和动态性，能帮助管理者

正确认识和利用整体思维进行理性思考，对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辩证分析，采取

科学的态度，扬长避短，对提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

和谐发展有重要作用，对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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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Overall Thinking of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Liu Xu

School of Nursing, Xi’an Medical College, Xi’an

Abstract: From the holistic thinking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ity of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ncluding human, 

community and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that the managers must establish holistic view of 

science, be fully aware that the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is 

interrelated the various components to form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managers must establish a goo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community and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form an overall 

sense of team,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alent. It is 

better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to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Key words: Holistic thinking;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