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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我国疾控机构
改革发展需要思考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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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加

快补齐短板弱项。新时期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改革发展，需要重新思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

能定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难点、疾控核心能力和重要能力建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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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revealed in our response to COVID-19
epidemic have suggested us to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ystem
of China.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ion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rethink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th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stitution,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reform and the building of core
competence and essential capacity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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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以来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国际政治

带来了重大挑战，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添了新

变量［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体系建

设，先后作出系列重大决策部署。2020年 6月 2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提出“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要立足更精准

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

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为新时期疾病预

防控制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2021年 5月 13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

揭牌成立，标志着疫情后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

改革发展正式拉开帷幕。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全球蔓延，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风险持续存在，我

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复杂严峻［2］，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疫情防控的艰难性、复杂性、反复性和长期性，抓

住改革发展的战略性机遇，尽快补齐当前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存在的短板和弱项［3-5］。在这样的背景

下，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疾控机构改革发展中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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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例如新时期我国疾控机构的职能定位需

要做哪些调整？疾控机构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难

点是什么？疫情后疾控机构的能力建设主要应侧

重在哪些方面？等等。当然，改革发展过程中一定

会面临其他很多问题和挑战，本文仅就以上几个问

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新时期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定位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在揭牌成立时公布的主

要职能包括：负责制订传染病防控及公共卫生监督

的政策；指导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指导疫

情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指导疾控科研体系建设；公

共卫生监督管理、传染病防治监督等。

目前定位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主要职

能包括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

测、应急处置、监督监管等，当然还包括人群健康状

况监测与调查、综合干预与评价、信息管理与发布、

健康教育与促进、技术管理与指导等基本职能。

从上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各级疾控机构

新定位的职能可以看出，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将

成为核心职能。围绕这一核心职能，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需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

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和监督监管等主要职

能，初步建立能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服务支撑健康中国建设、基本满足国家公

共安全需要的责权清晰、功能完善、运转高效、协同

联动、保障有力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二、新时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体制机制的改革

重点

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暴露出的我

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存在的能力不强、机制不活、

动力不足、防治不紧密等主要问题［3-5］，新一轮的体

制机制改革应重点推动完善补偿激励机制、医防协

同机制、考核评估机制和人才队伍发展机制等，而

这些改革发展的重点举措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

门给予政策支持才能落地生效。

1.完善补偿和激励机制：推进疾控机构体制机

制创新，在实行财政全额保障政策的同时，建立保

障与激励相结合、符合疾控机构特点的运行新机

制。疾控机构是政府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

组成部分，各级财政应足额保障属地疾控机构基本

建设、设备购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发展建设支

出和人员、公用、业务等经费，建立财政对传染病疫

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的长效投入机制，

并纳入政府经常性预算安排。落实“两个允许”要

求，给予疾控机构内部分配自主权，激发机构运行

活力。适时调整卫生防疫津贴和传染病疫情防治

人员临时性工作补助，调动广大疾控人员和相关公

共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2.创新医防协同机制：进一步明确疾控机构和

医疗机构在疾病防控中的职责，坚持防治结合，建

立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

机制。在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公共卫生科，加强对医

疗机构开展疾控工作的督导、检查和考核，制定公

共卫生责任清单和经费保障政策，推动将疾控工作

纳入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考核内容。创新监督考

核评价机制，探索在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专兼职疾控

监督员制度，以监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情况，

督促落实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责

任。建立医防融合培训机制，对医疗机构临床医师

进行公共卫生相关技能培训，对疾控机构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相应临床技能培训，推动疾控机构与医疗

机构在科研培训和业务技术等方面开展横向合作。

3.完善考核评估机制：各级政府对辖区疾控机

构的考核评估应围绕机构自身职责，建立科学的绩

效评价体系，构建绩效考核评估指标框架，定期开

展考核评估工作。考核评估内容应包括各级疾控

机构承担政府公共卫生职能和公益性任务的完成

情况、对区域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指导和

监督任务的完成情况以及辖区居民健康指标的改

善情况等。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将考核评价结果作

为疾控机构人事任免、评优评先、工资总额和奖励

绩效核定等的重要依据，并与疾控工作人员绩效、

进修、晋升等挂钩。

4.健全人才队伍发展机制：加大各级疾控机构

用编、用人自主权，改革职称评审标准，合理增加疾

控机构中高级岗位比例。健全公共卫生医师制度，

培育壮大公共卫生医师队伍，探索赋予公共卫生医

师处方权。设立公共卫生人才培育专项计划，建立

公共卫生首席专家制度和特设岗位，选拔、培养公

共卫生领军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打造高层次公共

卫生人才队伍。建立以实践为导向的公共卫生人

才评价机制，实行分类考核。推动并加强各级疾控

机构与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在人才培养、人员互聘、

平台共建、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创建校地合作

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协同培养公共卫生应

用型专业人才。

三、新时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的重点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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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早期主动监测和预警

能力不强、流行病学调查和检验检测能力不足，难

于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问题［3-6］，此次疾控体系

改革，将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作为各级疾控机构

的核心职能。为了切实落实“补短板、强弱项”，疾

控机构需要进一步强化在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

行病学调查、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方面的重要能

力建设，同时，重点加强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能力

以及科研能力建设。

1.监测预警能力建设：增强重大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早期监测预警能力是建立健全公共

卫生体系的当务之急［6-7］。各级疾控机构应将构建

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发

挥基层哨点作用，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作

为重点任务。创建疾控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同监测

机制，强化各级医疗机构发热门诊、零售药店等哨

点作用，健全网络直报、医疗机构推送、医务人员报

告、科研发现报告、检验检测机构报告、群众个人报

告、和舆情监测等多渠道信息综合监测体系，推进

与公安、工信、移民、海关、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信

息系统联通，实现国家、省、市、县（区）四级监测信

息同步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进一步提高实时分

析、集中研判和预警的能力。完善预警制度和信息

发布制度，对重要预警信息要协同监测、快速识别、

会商通报。

2.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能力建设：从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实践中，各级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

查和风险研判及评估能力对于落实科学防控和精

准防控至关重要［8］。特别是如何协同公安、工信等

部门，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如何利用基因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流

行病学溯源？传统流行病学调查的理论和方法都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9］。因此，流行病学

调查和风险评估能力应该成为新时期疾控机构能

力建设中最重要的内容。疾控机构要组建数量充

足、区分梯次的流调队伍，具备利用现场流行病学、

分子流行病学、血清流行病学、数字流行病学等理

论和技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溯源，以及利用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疫情实时展示和趋势预

测研判的能力，为政府制定有针对性的疫情防控策

略如风险人群和封闭、封控区域的划定、核酸检测

和筛查的范围和频率、严格隔离管控和居家健康监

测人员的判定标准等提供决策支撑。此外，疾控机

构内非传染病防控相关科室但具有公共卫生专业

背景的其他工作人员同样应该定期参加现场流行

病学培训、案例分析培训、其他功能性或全方位演

练活动，熟悉并掌握新时期流行病学调查的基本方

法和风险研判、风险评估的技术能力。

3.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建设：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对于各级疾控机构的检验检测技术能力特

别是以核酸为基础的病原体检测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其检测的准确度与时效性直接关系到疫情

防控的效果［10］。因此，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应急

处置的核心能力之一，检验检测能力已成为衡量疾

控机构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重要标志。统筹规划

以各级疾控机构实验室为主体，由医疗机构检验

科、独立医学检验实验室、病原微生物研究机构等

共同组成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检测网络。根据各级

疾控机构的职能定位，分级分类分区域加强疾控机

构的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并强化技术操作规范和生

物安全培训等工作。国家层面建设生物安全四级

实验室、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和重点理化和毒理

实验室，每个省域内逐步实现至少建设一个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推动在全国各地级市、县（区）和口

岸至少建设一个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建设一批

国内先进水平的疾病防控重点实验室、省级参比实

验室和区域性特色实验室，整体提升疾控体系的检

验检测能力。

4.应急处置能力建设：针对疫情防控中普遍出

现的指挥层级多、平战转换不及时、应急响应速度

不快等问题，各级疾控部门应主动作为，及时研提

应急指挥、部门协同、职责分工、处置预案等应急处

置建议，供政府决策参考。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应

急指挥决策体系，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应对可

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善

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级应急响

应机制，明确不同级别响应的启动标准和流程，规

范处置原则和决策主体，明确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参

与范围、职责分工和工作机制［7］。完善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动态修订专项

预案和部门预案，完善物资储备与保障等子预案，

构建分层分类、高效实用的卫生应急预案体系，提

升预案的针对性、操作性、约束性。建设专业化、多

场景的演训基地，分级分类组建卫生应急队伍，定

期开展不同场景下的应急处置培训演练，提升规范

化应急处置能力。

5.信息化和大数据应用能力建设：大数据、人

·· 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2年1月第 43卷第 1期 Chin J Epidemiol, January 2022, Vol. 43, No. 1

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新时代疾病预防控制

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各级疾控机

构应大力推进公共卫生大数据中心建设和应用，进

一步改扩建和整合业务信息系统，加强区域健康相

关领域信息资源整合，完善健康信息协同共享机

制，构建大数据分析应用平台，开展属地化的人群

全生命周期健康监测与评估，大力提高区域健康医

疗大数据的管理、分析、报告和决策的能力。落实

网络安全责任制，完善涉及居民隐私的信息安全体

系建设，保障疾控信息系统用户身份真实、行为可

控、轨迹可溯，形成相对完备的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6.科研能力建设：加强地市级以上疾控中心传

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技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

在科技项目布局、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中，强

化协同攻关机制，鼓励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优化

数据、平台等科研资源的共享开放机制，培育跨学

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加强病原学诊断产品、药

物及疫苗研发、病原学与流行病学等领域的持续科

研攻关。在国家层面打造一批公共卫生科技创新

支撑平台，建设（或重组）传染病和生物安全国家重

点实验室，布局区域性公共卫生中心和区域性疾病

预防控制重点实验室；建设若干公共卫生研发与应

用研究中心，加快完善平急结合的传染病防控和公

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设立重大传染病和公共卫生

安全科技创新专项，重点支持重大传染病防控策

略、核心防控技术和干预措施研究。

总之，面临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我们需要大力

推动新形势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改革发展，

重新思考和优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设

置，加大改革力度和政策保障，理顺体制机制，加强

人力资源和核心能力建设，为有效应对重大传染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

障国家长治久安做出疾控系统的重要贡献。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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