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医疗保险改革看美国社会政治生态

谭宏庆

[内容提要 ]美国是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医保体系存在政府角色错位、

保障程度低、成本高等弊端。奥巴马上任后将医改作为其任内首要工作之一,但因涉及美国社会传

统、价值观、民众现实利益等诸多因素,面临强大阻力。美国社会因医改被 /多重撕裂 0。

[关键词 ]美国  奥巴马  医疗保险改革  社会政治生态

[作者介绍 ]谭宏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国问题研究。

  最近,奥巴马政府的医疗保险改革再度成为美

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近几个月来, 奥巴马连续发表

演讲、接受访谈, 试图强力推进医改, 但引发全国范

围的反对声浪,阻力之大超出预想。种种迹象显示,

奥巴马的医改已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民主、共和两党

围绕医改将进行更激烈的角力。那么, 美国现行医

保体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推进医改为何如此艰

难? 医改问题反应了美国社会什么样的政治生态?

一

美国现行医保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政

府医疗保险,主要受益人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重

病患者、现役和退伍军人、部分儿童等。这部分又主

要包括两大类: 医疗保险 ( M ed icare )和医疗补助

(M ed ica id)。前者是联邦政府为 65岁以上老人及

某些残疾人提供;后者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出

资,为低收入个人 (包括家庭和儿童 )提供。二是雇

主为雇员提供的医疗保险,也就是 /单位医保 0, 属

于雇主与工会团体谈判后达成的契约型医保关系,

非法律强制。雇员一旦失去工作, 就无法继续享有

这一保险。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 越来越多的雇

主不愿为雇员购买医保。第三部分则是个人投保,

即由个人寻找合适的保险公司,为自己购买医疗保

险。目前在美国工作学习的外国人的医保都属于后

两类。

美国这套医保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

的,根据美国民众的医疗健康需要而不断调整。例

如, 雇主为雇员提供保险是二战期间政府实行工资

和价格管制的一种意外结果。当时由于医疗保险属

于非工资福利,不受政府管制,雇主便用它来吸引工

人。而美国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是在 1965年约翰

逊政府时期建立的。总体而言, 这套体系比较符合

美国国情,但在运转过程中, 也出现不少弊端, 尤其

发展到今天,它与美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及国际潮流

越来越不相适应。概括来说, 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第一,市场主导医保, 政府、市场角色错位。在

大多数国家,医保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属于国民收入

的再分配,一般由政府主导。但在美国的医保体系

中, 主角是私营保险公司,整个医保业由数千家大大

小小、形形色色的商业保险公司来支撑,政府只是一

个配角。据统计,美国 80%以上的公务员和 74%的

私营企业雇员通过购买商业医保为自己及家人转移

疾病风险,政府医保只覆盖不到 30%的人口。¹

第二,保障程度低。目前,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发

达国家均建立起了各种形式的全民医保制度。对发

展中国家而言,是否建立起覆盖面广的医保体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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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衡量其发展程度的标尺之一。在医保问题上也

存在 /美国例外论 0。在美国,很多贫困人口根本买

不起保险,大量非法移民也毫无保障可言。很多人

也只是购买了价廉、保障程度低的基本保险,许多保

险还有高额的自付部分, 对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医

疗仍然是个沉重负担。小布什政府后期全美缺乏医

疗保障的人数已达 4700万, 接近美国人口的 1 /6。

每年约有 2. 2万美国人因为缺少保险、看不起病而

死于可治疗的疾病。¹ 奥巴马称, 每天都有 1. 4万

人失去医保, /只要一次事故或一场疾病就会使没

有医疗保险的人的生活面临破产 0º。这种状况与

美国头号发达国家的地位实在不相称。

第三,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美国的医疗水平高,

费用也高,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过去 6年里,医

疗费用几乎翻番, 而实际工资水平却并未增长。统

计显示,美国医疗支出所占 GDP比重为 17% , 在西

方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预计这一比例在 2025年

将达到 25%。» 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医

院和医生奉行 /预防性治疗 0。这主要是指医院和

医生为防止因出现医疗事故而不得不向受害方支付

天价赔偿和法庭诉讼费, 预先购买高额医疗失误保

险。但购买保险的费用最终又会转嫁到病人身上,

进一步推高医疗成本。目前医疗开销已成为美国人

日常生活中最大的支出。高昂的保险费用也削弱了

企业的竞争力。奥巴马在推销其医改方案时曾说:

/如果我们不改革医疗体制, 美国可能走上通用汽

车的道路: 付出多,得益少, 然后破产。这对美国来

说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0¼他还指出, 现行制度

使美国中产阶级痛苦不堪, 美国是唯一一个让数千

万人民如此艰难的、发达的民主和富有的国家。½

二

奥巴马在竞选时就表示要将医改作为其任内首

要工作之一,承诺扩大医保范围、覆盖所有美国人,

还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成本。上任初期,

奥巴马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医改方案, 但该方案不仅

遭到共和党反对, 民主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各方

在医疗保险改革必要性上看法相似, 但在改革幅度

和具体内容上却分歧严重。支持医改的民主党认

为, 当前的私营医疗体制以盈利为目的,无法真正提

供质高价廉的服务。此外, 还有 15%的美国人无法

享受医保,有医保的人中有 20%的人对现有医保不

满。共和党则认为, 目前 85%的美国人有医保, 其

中 80%对他们的保险都感到满意,在没有医保的人

中, 许多是非法移民, 或因私人理由不购买保险, 因

此, 医保体制不需全面翻修。在具体内容上,主要分

歧之一是奥巴马希望增加政府在医疗保险中的地位

和作用,创立一个新的政府医保体系,共和党人对此

坚决反对。此外, 共和党和民主党温和派议员批评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花费巨大。

自 2009年 5月奥巴马正式提出医改方案后, 不

但国会两院未能就相关法案达成一致,全国各地也

纷纷出现民众抗议浪潮。 8月份由于国会休假, 议

员们纷纷返回自己选区。受共和党宣传和特殊利益

集团资助的选民们不断前往议员们主办的市政厅会

议抗议,使得全美到处都是抗议 /声浪 0。医改问题

由此骤然升温,引起世界关注。 9月 9日, 奥巴马在

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就医改发表讲话, 呼吁消

除党派分歧,试图强力推动医改。但仅仅几天后,反

对课征重税的 /茶党 0等保守力量便在华盛顿发动

了数万人的反医改示威大游行, 抗议医改方案挥霍

无度,令财政赤字加剧, 甚至 /走向社会主义 0。

但如果将民众的反对医改抗议简单归结为共和

党和其他保守势力的宣传鼓动并未切中问题的实

质。小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执政 8年, 民望下降到谷

底, 2008年总统大选又大败, 共和党确实需要一次

重大 /胜利 0来凝聚人气。然而,共和党的反对并不

完全是出于党派私利,而是有坚实的民意基础做后

盾, 其中涉及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及民众的现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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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具体而论,奥巴马医改遭遇强大阻力的根本原

因有四。首先,美国有崇尚自由资本主义体制的传

统。美国一向自诩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范, 认为美

国能以短短 200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个二三流国家发

展成为超级大国,靠的是自由市场体制;美国能够超

越西欧老牌列强,能够战胜前苏联也证明了美式自

由民主体制的优越。故其社会和民众心理一向对社

会主义思潮较为抵触, /小政府、大社会 0的观念在

美国根深蒂固。里根的名言 /政府本身就是一个问

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0就是这种观念的代表。

奥巴马辩称由政府管理的保险是私营保险以外的一

种选择,目的只是为了与私营保险公司竞争。但反

对者认为,私营市场难以和公共选择并存,因为 /政

府是一个不公平竞争者 0, 任何建立政府健康保险

的做法只会为政府彻底接管健保系统敞开大门,

/一个公共保险计划最终将使私营保险公司倒

闭 0。¹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琼 #凯尔宣称:

/我们政府已经接收了汽车公司、银行、A IG集团及

大量的学生贷款,现在,我们又要开始接收医改问题

了。0º据报道,美国很多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反对奥

巴马的医改方案,因为 /他们对政府充满了怀疑,反

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化。0»

其次,美国社会奉行独立、自由、个人至上的价

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方面来源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

来的人文主义传统, 另一方面来源于美国独特的建

国和开发西部经历。此外也与基督教新教伦理和美

国一贯秉持的宗教自由观念有着密切关系。几种因

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

极端偏好。在美国人心里, 个人自由是美国文明的

根基, 是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原因所在, /人类自

由的最后希望就寄托在美国人身上 0¼。美国和其

他西方国家都讲所谓 /自由0、/平等0, 但对这两个

概念的认知和贯彻的优先顺序是不同的。在其他西

方发达国家, 普遍接受的观念是 /医疗不是一种谁

给的钱多就卖给谁的商品, 而是一种必须平等分配

的权利 0;而在美国, 联邦宪法或任何州的法律都不

保证 /人人享有医疗保健 0。½ 换句话说,在其他西

方国家, /平等0经常要优于 /自由 0, 而在美国, /自

由 0则要优先于 /平等 0,或者说美国人说的 /平等 0

只是追求和拥有自由的平等。具体到医保问题, 按

美国人的观念,购买医保就如同在超市购物,买与不

买、买优买次都是个人的事情,政府的责任只是建立

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由市场提供琳琅满目的

保险种类供顾客选择,而不是直接干预个人自由。

反对奥巴马医改的人还担心全民医保计划最终

会沦为 /大锅饭 0,从而失去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全

民医保有其优越之处,但弊端也不少,比如病人等候

时间过长、手术因故取消、护理质量差、医生由于时

间紧或资金不足而造成差错等等。在英国、加拿大

等实行全民医保的国家, 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全民

医保体系折射的哲学思想是, 每个人都只是众多同

类病人中的一个,要接受这个体系一视同仁的对待。

因而它无法体现出差别原则, 个人亦没有太多选择

的余地。这种前景对多数美国人而言是不能接受

的。卡托研究所打出的一则广告就生动反映了美国

人的担忧和心声: /就医保来说,最重要的是由谁来

决定。根据国会的改革法案, 政府将要接管越来越

多的你个人医保的决定权。,,一个更好的、独一

无二的美国式解决方案就是 -自由 . : 自由选择你的

医生,自由选择你的医保计划,自由花费你的每一分

钱, 自由作出你自己的医疗决定, 自由保有你满意的

医保计划。0¾因此, 共和党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

场的原因称奥巴马的医改 /将破坏美国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 0并非没有道理。

第三,美国人不愿增加生活负担。共和党反对

奥巴马医改的另一个理由是认为政府经营医保的方

案成本太高,将会增加联邦预算赤字。民主党内的

温和派如 /蓝狗联盟0的成员也持这种观点。为弥

补预算赤字,只能加税, 而加税必然又会遭到广大普

58

5现代国际关系6 2009年第 10期

¹

º

»

¼

½

¾

/特稿:参院财委会否决, 公营健保首次挫败 0, 多维新闻
网, 2009 年 9 月 30 日, h ttp: / /www. dw new s. com /gb /C onsum er/

h ealth /2009_9_30_11_58_41_983. h tm .l

/奥巴马对医改问题仍然迷茫 0, ht tp: / / seasw ift. b log. sohu.
com /131885177. htm .l

/奥巴马的医改政治学 0, h ttp: / / stock. h exun. com /2009- 08

- 12 /120448003. h tm .l

/ Thomas Jefferson Quotes0, h ttp: / /www. revolu tionary - w ar

- and- beyond. com / thomas- jefferson- quotes- 9. h tm .l

/ No Coun try for S ick M en0, N ew sw eek, Sept. 28, 2009, pp.

44- 45.

S ee the advert isem en t / You r N ew Doctor? 0 N ew R epublic,

S ept. 23, 2009, p. 5.



通美国人的反对。美国是个高税收的国家, 美国人

要缴纳联邦税、州税及各种地方税。根据收入不等,

美国人纳税额大约占其年收入的 20% - 40% , 因此

对税收问题极为敏感。每次总统大选, 候选人的税

收政策注定是焦点议题。虽然奥巴马称他计划的改

革在 10年间只花费 9000亿美元, 比伊拉克和阿富

汗战争的开支要少,而且主要靠节支来实现,但反对

派认为在短期内美财政支出肯定会增加。这笔钱从

哪儿来? 谁能保证只花 9000亿就够? 在经济危机

的大背景下,加税格外刺激美国人的神经。抗议医

改的群众喊出了 /我们不是提款机 0的口号。此外,

受共和党宣传的影响, 在美国占主流的中上层人群

认为全民医保是花纳税人的钱去养活那些不干活的

流浪汉,甚至众多非法移民, 这不是美国的传统,与

/美国梦 0格格不入。

第四,利益集团的反对。众所周知,美国是利益

集团的天下,现有医保格局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牵

一发而动全身。对奥巴马医改方案反对最强烈的是

保险公司、制药商、医生和医院集团, 因为改革对它

们的现有利益冲击最大。而这些利益集团有足够的

能量左右医改大局, 当年克林顿政府的医改计划就

是因它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此外, 还有诉讼律师、

工会组织等利益集团。奥巴马要摆平它们难度不

小。据报道, 奥巴马对利益集团采取了 /利益交

换 0、/各个击破0的策略,即向某些利益集团保证它

们可在其他方面获得利益或补偿, 来拉拢它们支持

其医改,并对抗其他利益集团。例如为争取钢铁联

合会的支持,奥巴马不顾中美关系大局,对中国输美

轮胎征收特别关税,引发中美轮胎特保案。目前,奥

巴马已经降服了制药商协会、医院协会和医生协会,

正在劝降保险公司协会。

三

医改本是奥巴马上任以来最重要的内政改革举

措,但启动以后步履维艰,至今没有具体法规出台。

目前国会参众两院 5个相关委员会分别拿出了各自

不同的法案版本,要将它们整合成一个两党均可接

受的版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严重的是,由于

在医改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美国社会受到严重冲击,

呈现 /多重撕裂 0症状,社会分化出多个截然对立的

不同阵营。

其一是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对立。据美国最近一

项民意调查显示,在涉及医改问题上,不同年龄阵营

分化十分明显: 50岁以下人群中, 支持奥巴马医改

计划的占 57%;而在 65岁以上的人群中, 支持者仅

占 37%。2009年 4月皮尤研究中心的 3项调查结

果也表明,在美国所有年龄段中, 老年群体对奥巴马

医改的支持率最低。¹ 而老年群体在传统上一向较

为支持民主党。

其二是平民与富人的对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 CNN的一项调查显示,尽管高达 3 /4的美国人

认为 /对医疗体系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确有必要 0,

但反对奥巴马医改方案的人数却多于赞成者。这主

要是因为奥版医改获益最大的是数千万没有医保的

平民百姓,而对于拥有医保的超过 80%的人而言,

医改未必对他们有利,他们不仅担心将被征收更多

的税,还担心因 /全民医保0的推出会越来越失去优

质的医疗服务。

其三是保守派与自由派的对立。这主要体现在

以共和党为首的保守力量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虽

然共和党在 2008年大选中大败, 声势至今低迷, 但

从大背景来看,美国社会政治格局依然没有什么太

大变化。奥巴马在大选中只获得 53%的普选票, 领

先麦凯恩仅约 6%, 两人差距并不大。在最近的四

届总统大选中,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和支持民主党的

蓝州分布也没有太多变化。º 共和党在自里根以来

的 28年中执政达 20年,远超民主党。由于分歧巨

大, 医改成为两党决战的最佳战场,双方都在进行最

后的动员。美国社会的裂痕可能进一步扩大。

其四是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对立。种族问题一向

是美国的疮疤。奥巴马以黑人身份当选总统, 有心

从此开创种族和谐的新时代。但医改纠纷再次撕裂

旧创。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在民主党白人当

中, 奥巴马目前的支持率比他在 4月份执政百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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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了 11个百分点。在无党派及 50岁以上的白人

选民当中,其支持率下降了 9个百分点;在白人妇女

当中, 其支持率下跌了 12个百分点。这些选民都是

民主党及共和党要在明年中期选举时极力争取的对

象。¹ 为支持奥巴马, 前总统卡特最近直言不讳地

称,反对者是因为奥巴马本身是黑人,并指出在国内

许多白人心目中普遍认为非洲裔人没有资格当总

统。º 共和党方面也有类似言论。有 /共和党官方

电视台 0之称的福克斯新闻网的主持人贝克 ( G lenn

Beck)最近就在节目中指控奥巴马是种族主义者,

因为奥巴马 /心里对白人和白人文化有着深刻的仇

恨 0。»

其五是总统与民众的对立。奥巴马竭力推行其

医改计划,并希望今年内就能在国会通过。但多数

民众似乎并不认可这一日程。他们认为, 尽管当前

的医疗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改革固然重要,但现在它

还不能成为政府首要解决的危机议题。对国家经济

状况和个人财务状况来说, 经济如何得以快速恢复

才是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最紧迫问题。一项民调显

示,只有少数人 ( 16% )认为医保改革是政府工作的

重中之重,绝大多数人 ( 70% )认为与经济危机相关

的各种议题最需要解决。总之,大多数美国人认为

医改并不一定要在今年实现。此外, 他们还认为,在

就医问题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花费昂贵, 但医改很

难 /对症下药0。只有 30%的人认为医疗保险改革

可以减少医疗花费, 45%的人认为医疗花费反而会

增加。¼ 还有专家指出, 奥巴马的 /变革 0口号过去

曾获得多数美国民众的支持,很多民众也渴望变革,

但他们不想变革这么大、这么快, 使 /美国变得不再

像美国 0。奥巴马的变革能否继续得到民众的广泛

支持已经成了疑问。

随着医改陷入僵局, 奥巴马个人声望和执政地

位也受到影响。据 5华盛顿邮报 6和美国广播公司

电视网 7月份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奥巴

马处理医疗改革的方式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怀疑,只

有 49%的受访者表示赞同总统在医改问题上的立

场,而 4月份这一比例为 57%; 不赞同的比例则从

29%上升到 44%。½ 美联社在 9月初公布的民调显

示, 不满奥巴马处理医改方式的民众从 7月的 43%

增至 52%;对奥巴马的总体不满意度也从 7月份的

42%上升为 49%。¾ 还有评论称奥巴马 /变革 0渐

显乏术,奥 /光环 0日趋 /暗淡 0。 5国家 6杂志民调

显示, 65%的民主党人和 43%的共和党人认为, 如

果国会最终未能通过医改法案, 会使民主党在下届

国会中期选举中 /很受伤 0。¿ 因此, 医改能否取得

突破是对奥巴马个人和民主党执政能力及权威的重

大考验。

奥巴马近期推动医改的一连串动作, 尤其是他

在国会两院的讲话表明他已准备破釜沉舟。根据传

统, 总统通常只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专

门就医保问题发表讲话这一罕见举动充分显示奥巴

马推进医改的决心。奥在讲话中措辞强硬, 表示不

会再与那些想扼杀医改计划的人浪费时间。奥巴马

甚至表示,他决心做最后一个推动医改的总统,为了

医改,即使放弃连任也在所不惜。但是,面对强大的

社会政治阻力及可能进一步撕裂社会的前景, 奥巴

马又面临新的难题:全力推进医改可能导致他的支

持率下降,而支持率下降又可能影响他继续推进改

革。对奥巴马和民主党政府来说, 最终的结局可能

只有一个,即医改法案必须通过, 但可能要做出更多

妥协。如果妥协过多,违背医改初衷,对奥巴马及民

主党来说也未必有利。 o

(责任编辑: 沈碧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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