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狭隘

地将单一投资卫生体系视为应对健康威胁的万能之计。

相反，必须增强影响卫生与治理的社会决定性因

素的所有部门的实力，包括财政、交通、安全和通信

部门，以确保对这种健康威胁做出协同、有效的响应。

以我的国家卢旺达为例，下面介绍一下我们采取

了怎样的应对措施来预防已经对非洲西部多国造成破

坏的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虽然医疗卫生体系力图防止埃博拉病毒在卢旺达

爆发，但同时不应分散其持续抗击因诸如孕产妇和儿

童疾病、艾滋病毒 / 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和其他原

因造成的过早死亡的注意力。所有部门应做出调整并

相互适应，以缓解这种严重的未预期到的健康威胁，

这一点至关重要。

治理能力

健康威胁不仅是对医疗卫生体系响应的考验，也

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考验。卢旺达具备危机响应所需

的多部门协同决策机制以及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的

一致的思维方式。

例如，埃博拉病毒爆发的预防管理工作需要资

金—如，在必要情况下快速为所有公立医院配备隔

离病房并对一线专业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卫生部需

要财政部门为其决策提供资金。另外，考虑到入境人

口造成的病毒的潜在传播，我们必须依靠交通部门和

移民局贯彻我们的对外旅游政策。与此同时，安全部

门必须执行应急程序，例如，全国范围内的安全部门

24 小时待命，以控制任何潜在埃博拉病例的传播。

要将统一这些决策并让所有利益相关各方，尤其

是普通民众了解情况，通信部门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跨部门协作的方法并不是面临这场特殊危机

时草率的拼凑，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谨慎地、协同构

建而成。

例如，卢旺达领导人习惯以政策“集群”的方式会

面，包括由卫生部和教育部共同主持的社交集群。我们

每个月举行一次团体会议，讨论总体形势，并针对如何

从有限但不断增长的资源的每一次使用中提取最大价值

这一问题建立共识，而不是狭隘地单独开展工作。这样

就将责任落实到不同部门的官员身上，促使他们协同解

决问题，而不是相互竞争来争夺政府资金。

成本巨大

在应对当前的威胁过程中，这些惯例对政策制定

者来说大有裨益，但对埃博拉预防工作的管理仍然耗

费巨大—不但耗资，而且耗时。我们每为预防埃博

拉工作一个小时，就少为其他发展目标（比如改进医

疗服务的提供）工作一个小时。再者，埃博拉的预防

工作给我国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在短期内

应对这种严重的健康威胁的投入可能会推迟新型卫生

中心、医院、道路或学校的规划建设。虽然这种调整

代价高昂，但相比之下，不采取行动或者采取部分行

动或规划行动不当的代价则更大。

埃博拉病毒的威胁要求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

到一个新的水平。它教会我们如何利用当前的有限资

源（时间和资金），在医疗卫生体系内部和始终参与

响应的各部门之间完成更多的工作。

我们应当不断努力加强集体行动，来保护和推动

国民的健康和福祉—当然包括加大投资力度，以增

强卫生部门的实力。毕竟，如果没有专业医疗人员、

设备和基础设施，我们就无法对任何健康威胁进行治

理。但是埃博拉危机还教会我们，要提高对潜在挑战

的应对能力，我们还必须提高协作管理能力。这不仅

包括对提供紧急医疗服务进行投资，还包括对影响人

民—我国最宝贵的资源—福祉的所有部门进行更

广泛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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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高于一切

对埃博拉预防工作的管

理仍然耗费巨大。

全 球 卫 生

卢旺达预防埃博拉病毒在本国传播的努力显示了采取超越卫生部门的

跨部门合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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