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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医疗及其他社会福利
。

古巴现行预算法规定
“

即

使在最困难时期
,

国家也要继续改善人 民生活质

量
” 。

进人特殊时期以来
,

古政府顶住经济大幅下滑

的压力
,

仍保持对教育
、

卫生
、

社会保障等领域的

投资力度
,

特别是继续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
。

一 将教育推向一个更高水平
。

、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

古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
,

目前各类学校的大多数教师都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

学历
,

其中有数万名小学教师具有硕士学位
。

近几

年
,

古政府为发展教育事业
,

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

提出了新的教育计划
。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积极

发展计算机教育和电化教育
,

大
、

中
、

小学都配有

电脑
、

电视机 减少中小学班级人数
,

小学由原有的

每班 名学生缩减为 名 中学每班减至 巧 名
。

、

提高教育普及率
。

古巴人受教育的普及率较

高
。

小学人学率为
,

中学人学率为
,

为

使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

古政府在边

远地区建立了 所仅有 名学生的学校
、

所

名学生的学校
,

并为其配备电脑
、

电视机等设备
。

古政府还利用 电视教学促进教育普及
,

将全国 个

电视频道中的 个改为教育频道
。

古注重对残疾人

的教育
,

全国设有 所残疾人学校
。

近两年
,

古政

府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
,

在各城市开办了大学

分校
,

使大学人学率达到
。

此外
,

古还建立社

玄素珍文

能才的做法

古共提高执政

苏东剧变后
,

古巴成为西半球惟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
。

俄罗斯中断了对古的一切援

助
,

美国趁机加大对古经济封锁力度
,

古巴

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生死考验
,

古共宣布进

人社会主义
“

特殊时期
” 。

十几年来
,

古巴

党和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
,

保持了社

会的基本稳定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

调社会公正
,

继续实行免费教育和医疗
,

并

切实做好全民的各项社会保障工作
,

解决

好老百姓的生老病死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健

康及受教育等基本问题
,

让广大群众感受

到其制度的优越性
。

古共的这些举措对其

在特殊时期巩固政权
、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起到重要作用
。

坚持社会公平原则不动摇

卡斯特罗认为
,

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

社会公正
,

要让全体人民享受免费教育
、

免
古 巴一医 院 医护人员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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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者学校
,

为未能直接考人大学的中学毕业生

提供带薪学习的机会
,

使处于
“

边缘化
”

的年轻人

有了更多的出路
,

在街头游荡的人少了
,

减少了社

会不稳定因素
。

二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
。

古巴政府一向坚持以维护人民的健康
,

而非赢

利作为发展卫生事业的宗 旨
,

认为提高人民健康水

平是国家的责任
,

因此
,

对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给予

高度重视
,

即使是在国家经济处在最困难的时期
,

这种理念也不动摇
。

、

继续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

全民免费医疗包括

对重病人进行大型外科手术
、

提供药物
、

住院病人

的膳食
、

工伤受害者或病人所需要的整形等
,

陪床

亲属只是象征性地付少量的饭费
。

享受免费医疗的

不仅包括在职的或退休的职工
,

而且包括全部职工

家属
、

全体农民和个体劳动者
。

为此
,

国家投人了

大笔资金
。

、

完善医疗体系
。

古医疗机构分为国家级医院
、

省市级医院
、

社区综合诊所和家庭医生
。

全国共有

所医院
,

主要负责治疗重症病人
。

每个省都有 自

己的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
,

社区综合诊所可做各

类检查
,

病人可 自由选择医院看病
,

基本可以做到

不出省
。

由于社区诊所和家庭医生工作在居 民区
,

百姓就医十分便利
,

的病人首选社区医院和家

庭医生就近治疗
,

从而大大缓解了对国家和省市级

医院的压力
,

降低了医疗成本
,

同时也加强了各类

疾病的及时防治
。

近年来
,

在原有的基础上
,

古

进一步完善了家庭医生制度
。

具

体做法是 每个社区综合诊所下

辖 名左右家庭医生
,

平均每一

名 医生负责 户家庭 约

人
,

家庭医生制度的建立大

大方便了群众就医
,

扩大了医疗

体系覆盖面
。

、

坚持以预防为主
。

古婴儿

出生后要注射 种疫苗
,

其中部

分疫苗是在特殊时期研发成功的
,

从而大幅度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病

率
。

此外
,

按规定
,

机关干部每

年体检一次
,

儿童和 岁 以上老人每季度体检一次
。

古政府还动员保卫革命委员会
、

工会
、

妇联等群众

组织积极参预疾病的预防和卫生宣传工作
,

以提高

人们防病治病意识
。

、

培养人才
,

引进技术和设备
。

目前全国共有

所医学院
、

家研究所
,

每年为古培养了大批医

务人员
。

国家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进 口 技术和设备
。

国家和省级医院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
、

设备和条件
,

可做大型脏器移植和微型等难度大的外科手术
。

三 坚持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做法不变
。

古巴实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

其中包括疾病

保险
、

事故保险
、

生育保险
、

老年养老金
、

残疾人

养老金
、

亡故者亲属的养老金
、

抚恤金等
。

、

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全国
。

古巴宪法明确规定
“

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法
,

保障所有年老
、

生病和伤残

工人的福利
” 。

古巴现行的社会保障法令规范了社会

保障制度
,

最大范围地覆盖了广大劳动者及其家庭
,

覆盖率达
。

古巴的社会保障制度
“

从褪裸到坟

墓
”

无所不保
,

对生
、

老
、

病
、

死
、

残
、

工伤
、

妇

女生育等实行补助 ,
对无收人和低收人家庭提供经

济上的保障
。

政府还通过社会救助计划
,

为无家可

归的老人提供救助
,

也为那些不具备劳动能力且没

有亲属照顾的人们提供救助
。

近几年来
,

古加大对

弱势群体救助的力度
,

从今年 月开始
,

古政府提

高低收人者待遇
,

大幅增加职工最低工资和最低社

会救助金标准
,

两者增幅均超过
,

此项调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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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全国 万人
。

、

服务
、

体育
、

文化娱乐设施实行低收费制
。

为方便群众生活
,

长期以来
,

古政府对体育
、

文化

娱乐和图书出版业等费用实行高补贴
。

古巴的房租

费
、

水电费
,

以及体育
、

文化娱乐设施的门票价格

极为低廉
,

有的文化娱乐场所甚至免费
。

、

继续实行生活配给制度
。

多年来一直严格

执行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
,

即使经过苏东剧

变和美国变本加厉的封锁
,

古巴的食品和生活必须

品严重短缺
,

古巴政府仍然拿出 国家预算补贴食品

和必要的生活必须品
,

努力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

需求
。

民提供免费教育
、

医疗和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
,

解

除了人们看病
、

受教育以及退休养老等后顾之忧
,

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坚定了走

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

为古共巩固执政地位奠定了

稳定的社会基础
。

古巴仍面临严峻挑战

各项措施给古带来丰厚的社会效益

一 人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
。

为提高人民的

健康水平
,

古培养了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
,

古医生 占

有量从 年平均每 人有一名医生降至 《抖年

的平均每 人就有一名医生
,

居世界前列
。

年

以来
,

古巴的人均寿命保持上升趋势
,

目前已达到

岁
,

高于拉美其他国家
。

婴儿死亡率从 年的
。

降至 以抖 年的
。 。

古在医疗卫生领域所取

得的成就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

在党和政府的

关怀下
,

古巴的体育事业也较为发达
,

这为增强全

国人民的体质
、

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创造了必要的

条件
。

二 较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是古巴未来的希

望
。

古巴人受教育水平较高
,

文化素质也高
。

按人

口 比例
,

古巴是世界上教师最多的国家
。

抖 年平

均每 人就有一名教师
。

上世纪 年代以来
,

古

巴的大学毕业人数已超过 万人
,

约 占总人 口 的

左右
。

目前古巴的文盲率保持在
一

之间
,

在拉美国家中是最低的
。

长期以来
,

古巴在教育领

域的投人为古今后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

一些领域如生物医药领域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

为该

领域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

该领域也为古获得了发展

经济的外汇
。

三 人民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苏东剧变

给古巴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困难
,

粮食和生活必须品

匾乏
,

交通
、

住房紧张
,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

在

这种情况下
,

虽然生活艰苦
,

但由于政府继续向全

一 国家财政负担沉重
。

特殊时期以来
,

古经

济虽有所恢复
,

但国家财政仍不宽裕
,

在这种情况

下政府继续维持对民众食品
、

生活必须品的高补贴
,

给国家财政带来压力
。

科 年古政府用于教育
、

卫

生和社会保障的预算占国家总预算的 以上
,

其

中教育开支 占
,

医疗卫生开支 占
,

社会保

障开支 占
。

年
,

国家曾对社会保障制度做

过局部改革
。

为了扩大养老保险金来源
,

减少政府

的压力
,

目前古政府正在考虑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
,

计划在未来适当的时候
,

让更多的就业人员按比例

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

二 人民生活还有一定困难
。

古政府重视社会

事业的发展
,

对社会部门投人大
,

肯花钱
,

使古巴

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发展指标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前

列
,

有些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

然而
,

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同时
,

生产性的投人不足
,

人民生活还有一定的困难
。

三 外部资金匾乏
。

由于美国长期对古实行经

济封锁
、

贸易制裁
,

古巴外部资金短缺
。

布什连任

以来
,

继续对古奉行强硬政策
。

去年
,

布什政府采

取了限制旅美古侨回国探亲和减少侨汇数额等一系

列新的制裁措施
,

古外汇收人减少
。

今年
,

美对古

从美购买食品和农产品实施控制
,

并对美国人以宗

教名义访古更加严格限制
。

古欧关系虽有所缓和
,

但双方在人权
、

民主等问题上仍存在矛盾和分歧
。

今年 月
,

欧盟在人权会上联署美反古提案
,

古欧

关系再度紧张
,

月
,

欧盟外长会议再次将今年年初

做出的暂停对古政府实施外交制裁的决定延长一年
。

古欧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国家的企业

对古的投资和贸易
。

古外部环境恶劣
,

特别是美国

对古巴长期进行经济封锁
,

成为影响古外部资金来

源
,

制约古经济发展的瓶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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