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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内容概要

《缩小差距,促进平等,实现广东经济的共享式增长》内容简介：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人
类社会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不懈实践。早在两千多年前的
春秋时代，中国儒家经典《礼记》论述的“大同”社会，就已经包含了公平、共享、和谐的朴素思想
。事实上，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是广东或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问
题，它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共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好广东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对广东而
言，是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也具有探索创新、先行示范的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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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卫生服务　　卫生服务的不平等也是广东省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大量数据显示，由于卫
生服务的分布依然与收入和财富的分布高度相关，因此面向贫困及经济弱势群体提供的卫生服务相对
其他群体非常不充分。　　从健康结果来看，第八章指出了在新生儿死亡率方面存在的显著的地区差
异。情况最差的市比情况最好的市新生儿死亡率高出3倍。珠三角地区新生儿死亡率远远低于其他贫
困地区。在2007年新生儿死亡率高出全省平均水平的9个地市当中，其中7个均在非珠三角地区。同样
的地区性差异也表现在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上。　　不平等还体现在医疗服务的利用方面。据官方资
料显示，珠三角地区9个地市中，有7个市达到几乎100％的住院分娩率，而在10个住院分娩率低于2007
年全省平均水平的地市中，9个均为非珠三角地区。在这些地市，有10％到20％的孕妇仍然不在医院分
娩。　　门诊医疗服务和住院医疗服务的利用也表现出很大差异。以2007年人均门诊次数来看，非珠
三角地区城市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同样，2007年人均住院率，非珠三角地区除一个地市外，其他
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东莞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最高的，人均门诊次数比最低的揭阳市高出6倍，
人均住院率比最低的清远市高出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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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世界银行的报告，质量是有基本保障的。这部报告有关医疗卫生方面的分析偏弱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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