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专题讨论：KY3H健康保障服务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KY3H 健康保障服务模式的建构＊

田文华1，陈立典2，高志刚3，梁 鸿1，季 光4，何丽云5，慈中华3，李英哲6＊＊，苏钢强7

（1.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2. 福建中医药大学 福州 350122；3. 炎黄东方

（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4.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5. 中国中医科学院

北京 100700；6.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北京 100026）

摘 要：本文系统总结了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存在的核心问题并进行根源分析，认为当前国内外相关的医

疗服务模式在理念和方法上逐渐偏离健康服务的本质并走向困境，给人们健康的保障带来新问题和新危机。

KY3H健康保障服务模式，集创新理念、创新技术方法、创新产品、创新流程、规范和标准等于一体，通过提供全

方位和全周期的人本化、自助式、“诊治保”一体化的健康保障服务，改善人的健康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被

动式“求医”服务模式，转为主动的“求己”健康服务模式，进而实现“健康状态不断提升，医疗费用不断下降”的

社会发展目标。文中系统分析了该模式的理念、运行逻辑、目标、模式构成、特点，并以本研究团队所开展的“脑

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中西医结合康复系列研究”为例，阐述该模式对个人、行业、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影响的重

要意义，以期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做出积极贡献，并为全球健康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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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及根源分析

历史发展表明，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迅猛发展，

极大地提高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为保障人们的

健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并做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人类的平均期望寿命由上个世纪初的 30岁提高到现

在的 70多岁。因此，基于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生

物-医学模式产生并起到主导作用，进而发展演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循证医学模式和精准医学模式

等。技治主义主导下的管理模式注重维护等级制度管

理，“运用技术授权去维护一个扩展的等级制控制体

制，使它合法化”[1]，且通常更偏好使用行业术语、专业

技术、专业认证等，从而造成人为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垄

断，制造专业的神秘的氛围。正如安德鲁·芬伯格所

言，“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权威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建立共

识最有效的机制基础之上的——由于决定论的发展观

念使技术选择神秘化了 [2]。上述发展模式下，因神秘

化而产生信赖和崇拜，人们在医疗服务需求方面更加

信赖并集中于高、精、尖的检查、诊断和治疗仪器设备，

更加依赖于被认为具有最高专业水平的大医院和大专

家。由此长期发展，逐渐偏离其本质并走向困境，给人

们健康的保障带来新问题和新危机，当前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1 医疗资源结构性矛盾加剧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

然而对适宜技术的忽视和对所谓高技术的盲目追求，

不断加剧医疗资源的结构性矛盾。医疗卫生资源配置

不合理流动，逐渐固化为资源配置的“倒三角”型，大量

的卫生资源集中于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同时也吸引大

部分的患者就诊，而一、二级医疗卫生机构因资源不足

而导致功能发挥受限制，进而使资源闲置。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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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结构矛盾还导致功能扭曲，表现为大医院人满

为患，超常规扩大规模，偏离其功能，直接影响到质量

和水平，而小医院则门可罗雀，资源浪费。

1.2 优质医疗资源稀缺与浪费并存

医疗卫生资源具有稀缺性，尤其是高技术、高水平

的优质医疗资源是技治主义影响下患者追逐的目标，

因此更加稀缺。患者四处求医，追求最好的医生、最好

的检查、最好的设备、最好的药品和最好的治疗，这也

是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优质医疗资源的缺

乏，另一方面，高精尖医疗设备的使用对象在实际操作

中未有限定，甚至是重复和过度利用，直接造成资源的

浪费。

1.3 医疗费用持续高速增长和患者就诊的低效

医疗费用持续高速的增长已成为世界共性问题，

甚至超过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给国家、社会和个

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造成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成

为难以化解的沉疴顽疾。患者就诊时的“三长一短”问

题，即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缴费时间长、就诊时间

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满意度不高和医疗服务体

系运行的低效。

上述这些问题是长期以来，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体

制和机制变化，以及政策变迁下，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

而固化形成的结果，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既有

历史性的陈疾又有现实的矛盾，但究其根源主要表现

为“三重三轻”:一是重微观而轻整体观。16世纪列文·

虎克发明显微镜，从此将医学的发展从宏观引向微

观。以西方医学为主流的现代医学，不论是在学科划

分还是研究视角方面，人类的研究越来越微观。从组

织到细胞，再到亚细胞、分子、原子再到夸克，似乎谁做

得越细谁的水平就越高。事实表明，研究视野过细，反

而什么都说不清楚，而且还会出现很多问题，实际上西

方的研究方式已经走到死胡同[3]。二是重器官而轻病

人。现在临床医生越来越倾向于对病人器官的精确诊

治，而不是针对病人。将症状当作疾病，把检验当成临

床标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是将器官当成

病人，更加关注人的病而忽略了病的人 [4]。人不是简

单的组织器官的堆积，病人也不仅仅是器官的移除和

修复，这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偏离了治疗病人的本质。

三是重治疗而轻预防。社会经济的发展，疾病谱发生

了极大的改变，由过去传染性疾病为主，转变为非传染

性的慢性疾病为主要疾病特征，当前慢性病占死亡人

数的 86％，占卫生经济负担的 70%[5]。慢性疾病的预

防是核心和关键，卫生经济评价研究表明，预防具有最

高的卫生经济效益，预防投入1元可获得8倍的效益。

然而，对治疗的过度倚重，不论在卫生资源利用还是在

健康产出方面，均已偏离了重点和本质。

健康保障的问题及其根源分析表明，在技治主义

为主流并由此引领下的现行的模式，包括国际上所谓

前沿的医学模式，均无助于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主要问

题，必须从理念、形式、手段、方法和保障等方面进行创

新和改变，否则将会遭致全球性健康危机。2016年第

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提出“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

健康”，重塑并统一思想，在概念、方法及机制的实际应

用方面，对各成员国提供指导，进而最终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正如埃里∙克托普在《未来医疗》中所

言，未来医疗将开启民主医疗的新时代，将智能手机、

大数据、互联网和数字医疗等有机联合，对医疗领域产

生巨大颠覆。医学界正在经历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变

革，原有的模式将不再适宜[6]。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

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

须把握健康服务变化发展规律，回归健康服务的本质，

创新理念和方法，对新的模式提出迫切要求。本文即

是在长期研究和实践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及其原因、

发展趋势和目标要求，将祖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

结合，提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服务新模式，即KY3H
模式。

2 KY3H模式的理念和运行逻辑

KY3H 是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新模式，KY
（Know Yourself），意为知道自己的健康状态，即知己，

3H指健康文化（Health Culture，HC）、健康管理（Health
Management，HM）和健康保障（Health Insurance，HI）。

该模式围绕个体人健康（状态）相关的、严重威胁健康

和生命的常见疾病（简称：状态相关易发疾病），在充分

了解自己健康状态基础上，针对个体服务对象差异化

的特征，可持续地提供特异性的健康保障服务，防范和

控制健康及其经济的双重风险，满足个体的健康需求，

并化解费用的危机。

2.1 KY3H模式的理念

2.1.1 KY3H模式的核心理念：治未病

《黄帝内经》最早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

治已乱治未乱……”，扁鹊《难经》指出，“经言上工治未

病，中工治已病者，何谓也？然：所谓‘治未病’者，见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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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

之邪，故曰治未病焉。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但

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孙思邈在《千金要方·诊

候》中提出“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医

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己病之病，若不加

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WHO提出，“医

学的首要目的是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护和提高健康。”

巴黎会议共识指出，“好的医生应是使人不生病的医

生，而不是把病治好的医生。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

科学，更应是关于健康的科学。”因此，我国传统医学中

的治未病和国际上关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在理念上

具有一致性。

KY3H模式继承了我国传统医学“治未病”理念

中，关于“治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发、治其未传、瘥

后防复”，及“未病先防，既病早治，已病防变，瘥后防

复”等思想，并以治未病此为核心理念，针对个体人整

体功能状态（健康状态），在病前、病中、病后三个阶段

中，预防疾病“生、成、发、传、复”五个风险要素，分别组

成的风险群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即预防“病前病”，对

可能发生的疾病，“治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发”；预

防“病中病”，对已经发生的疾病，“治其未传”；预防“病

后病”，对疾病痊愈后，“瘥后防复”。同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创新，不仅“治”个体人的健康“未病”，而且，同

时也“治”由此而造成的费用“未病”，实现防控个体人

的疾病及其费用风险。概而言之，以人为本，提供个性

化的全时空、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从而防控服

务对象的健康风险。

2.1.2 KY3H模式的服务理念

KY3H模式服务理念是通过知己（KY）服务体现以

人为本，形成以健康文化（Health Culture，HC）服务为

基础、健康管理（Health Management，HM）服务为核心、

健康保障（Health Insurance，HI）服务为保障的三位一

体的服务方式，为健康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全方位

的、自助式、可持续的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满足服

务对象健康及其费用需求。

具体而言，KY3H服务理念是“管理风险，固本治

本，提升状态”：健康服务的目的是为服务对象持续“提

升状态”，健康服务的目标是为服务对象持续“固本治

本”，健康服务的任务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持续“管理风

险”的服务。因此，在此理念指引下的KY3H健康服

务，是为服务对象可持续地获得健康、经济和社会‘三

重最佳效益’的服务；是继承创新的“治未病”健康服

务；是自主创新的‘三位一体’服务；是以可持续地防控

服务对象状态相关易发疾病及其费用风险为目标，管

理个体人健康风险的规范化系统服务并体现在其服务

的目的、目标和任务之中。KY3H模式的服务理念体

现在健康服务的七个要素中，见表1.
2.2 KY3H健康保障服务的运行逻辑

KY3H健康保障服务的逻辑起点是以个体人为

本，在治未病理念的指引下，遵循知己、求己、利己的行

为逻辑，通过健康文化服务为基础、健康管理服务为核

心和健康保障服务为保障的三位一体的服务方式，为

健康服务对象提供个性化的、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

健康保障服务，实现以人为本，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

一方面，个体人健康状态得到改善。“治”个体人健康及

其费用的“未病”，使治未病的效果达到最大，而医疗费

用控制在最小，实现服务对象健康风险的防控，有助于

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另一方面，以健康理念和

健康素养为核心的健康文化、科学系统的健康管理和

可持续健康保障的客观需要，将促使政府、社会和个人

改变健康服务理念、服务模式、服务手段和服务方法，

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和实现功能互补，增进社会责任，完

善相关政策，从而推进健康服务保障的战略前移和重

心下移，全社会参与，人人参与，最终解决“看病难和看

病贵”的顽症，为世界提供中国的医改经验。KY3H健

康保障服务的运行逻辑，如图1所示。

显然，“治未病”以及KY3H健康保障服务的运行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从概念、思路、服务模式

到运行机制、方法和技术，需要全方位的创新。其内涵

必然超越现代生命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畴，要求科

学与人文的融合。因此，KY3H健康保障服务的运行

表1 KY3H模式服务理念要点

序号

1
2
3
4

5

6
7

要素

宗旨

目的

原则

基础

目标

任务

行动

要点

KY3H“治未病”

为服务对象可持续地获得‘三重最佳效益’

KY3H保障模式——“三位一体”服务

系统论、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保险理论和

医学工程及其技术、方法等

可持续地防控服务对象的健康风险

——可持续地防控个体人状态相关易发疾病

及其费用风险

提供持续管理个体人健康风险的规范化系统服务

运用KY3H服务模式，操作KY3H服务系统，

提供KY3H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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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以个体健康状态为逻辑起点，运用全新服务模

式，提供服务包的一站式健康服务，以治未病健康服务

资源个人化，调整卫生资源配置失衡，从而实现根本上

防治慢病群及防控风险慢病群费用，进而实现人的身

心健康，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 KY3H模式建构及其意义

通过上述存在问题及根源分析，在长期研究和实

践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保障服务的新

理念、新思路、新的逻辑、新目标、新手段和新方法，并

建构健康服务的新模式。

3.1 KY3H模式建构

3.1.1 模式的目标

KY3H新型健康保障服务模式的创立，集创新理

念、创新技术方法、创新产品、创新流程、规范和标准等

于一体，目标是通过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人本化、自

助式、“诊治保”一体化的健康保障服务，改善人的健康

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被动式“求医”服务模式，转

为主动的“求己”健康服务模式，进而实现“健康状态不

断提升，医疗费用不断下降”的“双螺旋”社会发展目

标，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做出积极贡献，并为全球健康

提供了“中国方案”。

3.1.2 模式的结构

KY3H模式是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以个体人

健康状态为中心，以中医学（结合现代医学及其他科学

技术）为基础，融合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险为一

体，针对个体人健康状态的健康保障服务模式。该模

式的结构如下：

（1）KY即知己服务：其中K代表Know（自我认知

和自我辨识），Y代表Yourself（自助化服务）。知己，就

是全时空、全方位、随时随地要知道自己的健康状态，

应用求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和手段，从而实现利己（提

升自己健康状态）的目标。

（2）3H分别代表健康文化（Health Culture）、健康

管理（Health Management）和健康保障（Health Insur⁃
ance）。健康文化，主要体现在健康的素养，树立正确

的健康观念，要知道健康是一种状态，疾病是健康状态

恶化的结果。特别健康状态体现在身心合一（自我平

衡）、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平衡）、依托于社会（与社会平

衡）的社会人的健康，而不是生物人的同质化健康；健

康管理，贯穿于全方位，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管理，包括

健康的管理和疾病的治疗。即在知己的基础上，通过

个性化、针对性的健康服务，加强健康管理，尤其是慢

性病，其与生俱来、与生俱在、与时俱进，关键是管理健

图1 KY3H健康保障服务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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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态、提升健康状态，防控慢病群的风险；健康保障，

为健康服务对象提供健康经济风险的保障，从而实现

健康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双重控制。

（3）技术方法支撑平台。KY3H模式的有效运行，

离不开健康服务技术平台的保障和支撑。根据KY3H
模式的理念，综合应用中医、现代医学、信息化、互联

网、大数据分析、智能化分析等手段，形成技术方法支

撑平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准确辨识和评估个体

健康状态的数字化指标体系和定量模型；二是健康状

态干预的模块化的产品库；三是健康状态辨识，评估和

干预的信息化平台；四是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标准

化的技术和规范。其主要功能是，作为模式的组成部

分，为模式自助化、人本化的服务的运行和操作提供核

心关键技术的支撑，保障模型实施的成效。见图2。
3.1.3 模式的特点

KY3H模式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以个体人健

康状态为中心，以中医学（结合现代医学及其他科学技

术）为基础，将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健康保障高度统一

图2 KY3H健康保障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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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人”而融为一体，形成对个体人“三位一体”的

健康状态保障模式。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健康服

务的人本化和自助化。该模式围绕着个体“人”（未病、

欲病、已病之人）的健康状态提供保障服务，而非仅对

“病”，即不仅要防治“病”，而且要预防或减少“病前、病

中、病后”不同阶段的风险。而且，以自助式服务为主，

个体人全面参与健康保障中，实现“我的健康我做主”；

二是在个体人的全生命周期，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有

效服务。以个体人健康状态为依据，在生命各个时期

通过健康状态评估，并提出个人健康状态改善方案，针

对方案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成效显著；三是形成规

范性标准化，随时随地全时空的协同服务。该模式提

供的健康服务的技术、产品和流程等，均具有规范性和

标准化，可以随时随地根据个体健康状态改善方案的

要求提供协同服务；四是诊治保一体化的服务保障模

式。数字化、模块化、信息化和标准化的方法和手段，

形成了集理念、方法、技术、产品、规范、标准、信息、平

台于一体，诊治保一体化的服务保障模式，切实保障

个体“人”的健康，使其“不得病、少得病、迟得病，带病

延年，提高生活质量”，为其实现防病治病、健康长寿

的目标。

3.2 KY3H模式建构的意义

作为具有创新性的中医特色的健康保障服务模

式，KY3H模式的建构在个人、行业、社会、国家和国际

等五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个人健康理念和行为的改变，以及全

面防控个人健康风险。该模式的建构将从根本上切实

改变每个人的健康理念和行为，理念上由“以生物人疾

病为中心”向“以个体人健康状态为中心”转变，行为上

由盲目无序、无所适从，乃至信息不对称的被动求医行

为，转为具有明确目标、路径、方法的主动“治未病”，求

医‘治已病’的自主行为，建立具有最佳健康和经济双

重效益的、可持续的健康保障系统，从而为每个人切实

实现了防控健康风险，从根本上降低自身疾病发生率、

复发率和医疗费用等，从而达到不生病、少生病、迟生

病、带病延年、生存质量提高，并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

谐统一；以及经济上可持续，即防控健康风险的目的。

以本研究团队所开展的“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中西

医结合康复系列研究”为例，正是根据中医“治痿独取

阳明”的理论，确定了刺激阳明经核心穴位“曲池”“足

三里”是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共性技术[7]，才

实现了被动求医行为（他助）向主动求己行为（自助）的

转变，最终形成了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的适宜康复

技术，在医院、社区中推广应用，并使该技术进入家庭

成为可能。

二是有利于行业发展模式改变，促进中西医结合

发展。该模式通过“治未病”的理念和以个体人的健康

状态为中心服务宗旨，将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和健康保

险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明确和有机统一，形成

共同的目标。健康文化、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等相关

行业的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健康服务取向是

生物人、指向是疾病和高危因素，转变为服务取向是健

康状态（风险主体）、指向是健康风险，使得健康服务的

取向和指向由严重错位转变为完全统一。由此，可最

大程度地减少因过度医疗，所造成的医源和药源性疾

病及其费用。同时，KY3H健康服务模式，通过以个体

人健康状态为中心，为中医的“症”（含证）和西医的

“病”提供了“链接”的平台，从根本上促进了“中西医结

合”。同样以脑卒中后肢体运动功能障碍的研究为例，

研究团队将西医的病“脑卒中”与中医的证“经络和脏

腑辨证”相结合，遵循“治痿独取阳明”治则，提出“阳明

虚、宗筋纵”是其共同病机，确立了针刺阳明经核心穴

位“曲池”“足三里”是其康复的共性技术；并从宏观（整

体功能水平）揭示了其临床疗效及中枢神经影像学机

制，从微观（分子、细胞水平）阐明了细胞、分子生物学

物质基础。不仅为“治痿独取阳明”提供了科学依据，

并且提出一种全新的脑卒中后运动功能障碍康复标准

和规范，研发出融合传统中医理论和现代运动学理论

的多功能运动康复治疗仪，形成了具有中医特色的自

主知识产权[8-11]。

三是有利于解决社会难题，促进社会和谐。该模

式构建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体系，创立了个性化、规

范化的服务模式，开创了合理、可行、技术适宜，且经济

上可持续的健康服务保障的途径和范式，在满足社会

不同人群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的同时，为解决我国

广大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难题，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和新途径，从而为解决社会难题，做出实际

贡献。同时，有益于弘扬中华传统健康文化，切实培

养、提高群众的个体化预防保健意识和素养，满足其个

性化、多元化健康保障服务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和谐

和中国特色健康事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有利于切实贯彻执行国家发展战略和各项方

针政策。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发展战略为指

针，以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为方向，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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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和相关科学相结合，探索

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保障服务模式，有益于切实落实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的有关政策，有益于切实实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防治疾病“战略前移”、“重心下

移”等的举措。因此，对于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各项方针

政策和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五是有利于传播中医药文化，为国际提供解决全

球医疗危机的中国方案。医改是世界性难题，破解之

道在于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技术方法创新。只有通

过创新，才能实现不断提升健康状态、从而降低医疗费

用。中医特色健康服务发展是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抓手。特别在

我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期，将加快国际

贸易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积极促进资本、要素和文化输

出，其中民族精华-中医药服务将是重要输出内容之

一，同时借助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KY3H
健康保障服务模式及其服务包有望走向世界，惠及

全球范围内更多人群，为解决全球医疗危机提供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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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core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nd did the
root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ed medical service modes deviated from the
essence of health services and led to difficulties in the idea and method, bringing people to new problems and new crises.
KY3H health care service model, set innovative ideas, innovative technical methods, innovative products, innovative
processes, standards and standards into one, by providing a full range and the whole cycle of people-oriented, self-help,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curity" integration of health careservice, improve people  s health status,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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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he traditional passive "seeking medical treatment" service mode, to active "seeking one s own" health service
mode, so as to achieve "health status continues to rise, the medical costs continue to decline, "which i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im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dea, operational logic, goal, mode structure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l, and its significance to individuals, industries, society, countries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order
to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and provide a Chinese case for global
Health.
Key words: KY3H, Health care service, Model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张娜娜，责任译审：王 晶）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