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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终关怀服务的发展

1.1 临终关怀的起源与发展

“临终关怀”起源于人类社会文明中对人的关怀。现代临

终关怀的概念形成于 20 世纪，强调人的选择，以及对临终者

及其家属的全方位关怀和照护。20 世纪 60 年代，临终关怀运

动在英国兴起，之后在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地相继开展。临

终关怀不仅成为一门学科，还是多方面的综合医疗护理服务。

1.2 临终关怀服务的国内外现状

半个多世纪来，在临终关怀发展较成熟的地区和国家，

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临终关怀服务和当地保健系统的接轨

和整合，即机构多样化，涵盖医院、特殊服务机构以及家庭

病房。在整体上，发达国家临终关怀服务的总体水平较高，覆

盖面较广；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总体水平降低。

2  临终关怀服务的界定

2.1 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是临终关怀概念本土化的具象。在美国，临终

照料可以在病人的家中提供，也可以在机构中进行。在英国，

临终关怀服务常由专业工作者、社会人士等多方人员共同参

与；有综合性与专科临终关怀机构之分。中国的临终关怀服

务正在发展，多在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与养老院开展，基

本没有独立的服务机构。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则发展比较

成熟，但仍需改进。

2.2 服务对象

美国临终关怀的对象是诊断生命只有 6 个月或不足 6 个

月的病人。在英国，临终关怀基本服务对象是在现有条件下

所患疾病已经没有治愈希望、且不断恶化，并预期生命不超

过六个月者。而在中国，对临终关怀对象的界定缺乏统一的

标准，一般沿用美国的界定标准。

3  临终关怀服务的政府治理

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推进，现实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

出了新的要求，所以临终关怀服务需要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3.1 临终关怀服务本土化问题

一是，传统观念影响。中国传统的理念，片面强化孝观

念，弱化临终者的个人权利和意志，这大大降低了临终关怀

所带来的积极意义，这是我国社会阻碍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

内在因素。二是，供小于求。我国临终关怀实际需求大，而

社会资源主要向养老、医保等方面倾斜。这样一来临终关怀

服务所分配到的资源相对较少，机构数量、机构服务、收费

标准、资金流转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三是，机制缺陷。制度

设计尚不健全，使得国家、社会对城市临终关怀事业投入不

足、建设落后。目前的服务管理体制、服务体系、工作模式

和从业人员队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四

是，公信力不足。临终关怀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尚未打破传

统死亡文化的枷锁为社会群众所接受。对普通公民与部分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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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来说，临终关怀还是个陌生的概念。

3.2 政府治理对策

一是，提供政策与法律支持。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帮

助临终关怀服务行业确定规范，以保障临终关怀服务的开

展；同时对临终关怀服务给予补贴，维持机构运转。政府还

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一领域。如此，有法可依，才

能更好地保护主客体的权益。二是，完善制度设计。将部分

临终关怀的项目纳入医保或者将临终关怀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提高财政、资源利用效率。临终关怀服

务要求政府对临终关怀加大投入，在政策中予以倾斜，提高

资源利用率。三是，引导社会资金介入。政府可以通过宣传

和政策吸引，多渠道筹集资金。国家财政的投入不足以维持

临终关怀机构运作，因而需要加强相关宣传，让社会各界了

解并支持这项事业，多渠道募集资金。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

值得借鉴，中国政府同样可以通过鼓励企业捐助、个人参与

等方式募集资金。四是，扩大志愿者队伍。目前，在临终关

怀服务方面志愿者非常缺乏，培训机制也落后于需求。因此

政府应该完善相关志愿服务制度并在政策方面要予以支持，

在社会中加强宣传，鼓励青年参与社区或机构的临终关怀工

作。五是，加强文化建设与死亡教育。通过加强对国民的死

亡教育，提高人民对死亡和生命质量的认识，让人民能够接

纳、面对死亡，从而树立科学的死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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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临终关怀事业会逐渐地得到社会的认

可。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在政府的引导下有

效互动，构建“文化 - 制度 - 服务”有机互动的整体。当前，

中国临终关怀存在诸多不足，但逐渐进入正轨。国内学术界

的研究重点是临终关怀的本土化。本土化是一个过程，涉及

到多个主体，但政府处在主导地位。在目前相关制度尚不健

全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现有条件，通过各种手段，修

正临终关怀服务建设的自发性和无序性；结合经济发展与人

口结构变化的实际，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引导各社会主体

参与服务建设，促使我国临终关怀事业与人文文化的进步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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