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

1992年10月，在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
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
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
开放的步伐由此进一步加快。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实行改革
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
识，逐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思路。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
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
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
级干部进修班上，阐述了他对计划与市场问题
的思考。江泽民明确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比
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
提法。”这为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大突破。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勾画了
其总体规划和基本框架。这一决定成为20世
纪90年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目标，解决了中国改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
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
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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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宝宝嗓子有痰咳嗽怎么办？”上海
市民周小姐在某医疗信息网站搜索关键词“6
个月宝宝、咳嗽”，就看到这一问题及相关医
生回答。周小姐说，作为年轻妈妈，有些紧
张，所以格外小心。“碰到相关疑问，都会在网
上搜索一些建议，感觉有些还挺靠谱的。”

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家人健康越来越关
注，加之生活节奏较快，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
上医疗信息网站寻求建议。上海市民胡先生
说：“一般一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会在网上搜
索，根据建议买些非处方药。”

记者发现，多个医疗信息网站都宣称，相
关回答来自专业医生。某医疗信息网站首页
显示，“万名三级甲等临床医生在线为您解

答”，另一家网站首页则显示，“已有145588名
医生加入”。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记者看到一个问题
为“脾脏增大4.3厘米，请问一下能治疗吗？”
有4名解答者认证为医生，包括医生照片、医
院名称、职务等信息。回答建议包括“您如果
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建议您定期复查就好”

“建议你平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不要
熬夜劳累，忌烟酒”。

对于医疗信息网站带来的看似便利，一
些用户存有疑问。上海市民胡先生说：“有一
些回答错别字比较多，还有一些明显就是复
制粘贴的，感觉我也能在网上回答这些问
题。”

汪辜会谈
1993年4月，海峡两岸两个民间团体的

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会晤。这次
会谈，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为促进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建立海峡
两岸沟通的渠道，1991年12月16日，大陆方
面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由汪道涵担任会
长。在这之前的1990年11月21日，台湾方
面成立了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首任董事长是
辜振甫。

1992年8月4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希
望就两岸经济发展和两会会务等问题举行会
谈。22日，台湾海基会接受会谈邀请。经过
多次预备性磋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事务
性商谈中达成共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
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后被称为“九二
共识”），为会谈成功举行铺平了道路。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汪道涵与辜振
甫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谈。双方就关于海峡
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两会会务及两岸科技、文
化交流合作等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形成《汪
辜会谈共同协议》等文件。

这次汪辜会谈，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
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

1998年10月14日至19日，台湾海峡交
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夫妇率台湾海基会参
访团到大陆访问，汪道涵与辜振甫举行了第二
次会谈。

这些会谈，对推动两岸交流，增进互信合
作，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会谈过程中
强调坚持“九二共识”，成为此后海峡两岸开展
交流的重要基石。 据新华社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
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霖说，互联网医疗行业
发展对于缓解医疗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等具
有重要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借助互联网技
术改造挂号、缴费等医疗流程辅助业务已较
为成熟，但涉及看病诊断等核心业务时，则往
往容易出现各种乱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
鹏表示，互联网时代，网民通过互联网这一更
为便捷的渠道获取医疗信息是一个趋势，但
医疗行业直接关乎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相
关监管举措应考虑到其服务的特殊性。

加强互联网医疗行业监管已成为全社会
共识。早在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
提道：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等第三方机
构应当确保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符合有关规
定要求，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互联
网＋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全程留
痕，可查询、可追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除更给力的监管举措外，陈秋霖说，医疗
信息网站也应加强行业自律，切实担负起对
所发布信息的审核责任。

据新华社

“医疗信息网站兼职，答案在网上找就
行，每天至少80＋”，此类招聘兼职信息在网
上较为常见。这种“问答兼职”究竟是怎样的
工作？

记者按照相关招聘信息，加入一个名为
“养生采集”的群，该群已有400多名“兼职
者”。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份测试题目，并称

“网上搜搜相关内容，把句子修改一下就行，
只要经过原创检测，就能兼职。”记者看到，这
份测试试题要求测试者以“怀孕产检”为主
题，既要扮演患者，提出问题，又要出演医生，
给出举措建议，但对于“求职者”没有任何资
质审核。

记者编写问题“我今年32岁，怀孕4个月
需要做哪些产检项目”，并以医生口吻回答

“需要做常规检查、唐筛”等信息，顺利通过测
验。

随后，该群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个链接，并
附有账号和密码。登录该平台后，兼职者可
以在平台领取题目，题目包括“畸胎瘤和巧克
力囊肿的区别”“卵巢巧克力囊肿是肿瘤吗”

“流感后身体虚弱怎么办”等问题。和测试试

题一样，也需要兼职者编造病人信息、医生建
议等。群主表示，经过审核后，编造的问答就
会出现在医疗信息网站上，按每条1.5元支付
报酬，每半个月结算一次。

“一条 1.5 元，多的时候一天能赚 150
元。”该群一名兼职者对记者说，“少的时候一
天能编十几条，多的时候100多条。”据了解，
该兼职者是某高校社会学专业大二学生，没
有任何医学专业基础。

“把在网上搜索到的答案改一改，比如加
个‘了’‘的’，或者把‘和’改成‘以及’，把‘因
为’改成‘由于’就能通过原创度审核。”该群
另一名兼职者表示，“入坑”半个月后，他放弃
了这份兼职，“主要是觉得挺坑人的，问题答
案都是复制粘贴，也有的是瞎编乱造的。”

“主要是为了把平台流量做起来。”谈起相
关平台为何要编造问答信息，兼职群群主说，通
过已有问答信息引流，让患者来到该平台，从而
进一步引导患者使用平台的付费咨询业务。在
各个医疗信息网站和APP，记者看到，各家均开
设有付费咨询业务，每次咨询价格少则二三十
元，多则一两百元。

健康无小事 医疗类平台应承担内容审核责任

既扮演患者又出演医生 部分“专业回答”竟是批量复制

小毛病自己查 医疗信息网站靠谱吗？

·新中国峥嵘岁月

问诊信息竟然“自导自演”

网上求医问药
藏着这些“坑”

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想去医院怕麻烦，但又想获得一些治疗
建议，很多人会选择在网上搜索。

“合理饮食，适当户外活动，每天10到15分钟最为合适。”
“不要滥用抗生素，谨遵医嘱。”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些看似专
业，并冠以某某医院某某医生头衔的回答有可能是非专业人员以
每条1.5元左右的报酬复制、粘贴、编造的。专家表示，用药、治
疗建议直接关乎百姓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部分医疗信息网站在
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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