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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健全，居民医疗服务

利用持续增加。2018年，全国门诊总量 83.1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3

亿人次（YOY+1.6%），居民平均就诊由 2017年的 5.9次增加到 2018

年的 6.0次。全国住院总量 25453万人，比上年增加 1017万人

（YOY+4.2%），年住院率由 2017年的 17.6%增加到 2017年的 18.2%。 

◆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 GDP比例逐渐提升，社会卫生支出呈增长态势。2018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 57998.3亿元（YOY+10.27%），其中政府

卫生支出 16390.7亿元（占比 28.3%），社会卫生支出 24944.7 亿元（占

43.0%），个人卫生支出 16662.9亿元（占 28.7%），社会卫生支出占比

由 2014年的 37%增长到 2018 年的 43%，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由 33%

下降至 29%。2018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 4148.1元（YOY+9.63%）；

卫生总费用占比 GDP逐渐增长，由 2014的 5.6%增加到 2018年的 6.4%。 

◆ 政府采取多种举措鼓励社会办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建

设，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新增资源向非公医疗机

构倾斜，民营医院占比由 2014年的 48.5%增长到 2018 年的 63.5%，

民营医院床位占比由 2014年的 16.84%增长到 2018年的 26.3%。民营

医院诊疗量占比由 2014年的 10.8%提高到 2018年的 14.8%，同时民

营医院的入院人数占比由 2014年的 12.7%增加至 2018 年的 18.3%。 

◆ 近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

调整政策全面跟进。2018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按照当年价格同比

+6.7%，人均住院费用同比+4.5%。医院次均门诊药费占比为 40.9%（比

上年下降 1.8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占比为 28.2%（比上年下

降 2.9个百分点）。 

 

【配置建议】 

◆ 关注医疗服务相关企业。看好通策医疗，谨慎看好爱尔眼科，关注美

年健康、金域医学、国际医学、润达医疗等。 

 

【风险提示】 

◆ 医疗安全事故风险；医疗服务增长不达预期； 社会办医推进不达预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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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医改不断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健康

需求和水平不断得到满足和提高。2018 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7 年

的 76.7岁提高到 2018年的 77.0岁，孕产妇死亡率从 19.6/10万下降到18.3/10

万，婴儿死亡率从 6.8‰下降到 6.1‰。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我国卫生资源现状 

1.1.医疗卫生机构数 

截至 2018 年末，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997434 个，比上年增加 10785

个。其中：医院 33009 个（新增 1953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43639 个（新

增 10615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8034个（减少 1862 个），其他机构 2752个

（新增 79个）。 

 

图表 1：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万家）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公立医院在减少，民营医院在增加。我国公立医院从 2014 年的 13314 家

逐年减少至 2018年的 12032 个（减少 10%），民营医院从 2014年的 12546家逐

年增加到 2018 年的 20977 个（增加 67%），民营医院占比同时也由 48.5%提升

到 63.5%。按等级分：三级医院 2548 家（其中三甲医院 1442 家），二级医院

9017家，一级医院 10831家，未定级医院 10613家。 

 

 

 

 

 

 

 

0

20

40

60

80

100

12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其他机构 合计



                                                                             

 2017 
 

敬请阅读本报告正文后各项声明                                                                                 5 

[Table_yemei] 医药生物行业数据解读 
 

图表 2：我国民营医院增长较快（家）  图表 3：我国医院按等级划分（家）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2.床位数 

公立医院床位数量占优，民营医院占比提升。2018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 840.4 万张，其中医院 652.0 万张（占比 77.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58.4万张（占比 18.8%）。其中，公立医院床位占 73.7%，民营医院床位占 26.3%，

后者相较于 2014 年提升了约 10 个百分点。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17年 5.72张增加到 2018 年 6.03张。 

 

图表 4：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情况（万张，%）  图表 5：我国公立/民营医院床位占比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3.卫生人员数 

2018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 1230 万人，比上年增加 55.1 万人

（YOY+4.7%）。其中医院 737.5 万人（占比 60%），基层卫生机构 396.5万人（占

比 32.2%），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88.3万人（占比 7.2%），其他机构 7.8万人（占

比 0.6%）。我国有卫生技术人员 952.9万人，比上年增加 54.1万人，同比+6%。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360.7 万人，注册护士 409.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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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我国卫生人员总数分布情况（%）  图表 7：我国卫生技术人员变化（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注：卫生人员和卫生技术

人员包括公务员中取得“卫生监督员证书”的人数，下同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018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59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2.94人，

分别比去年增加 0.15 人、0.2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2.22 人，每万人口公共

卫生人员 6.34 人，分别比去年增加 0.4 人、0.06 人。近年来，我国单位人群

卫生技术人员的配备数量逐渐增加。 

  

图表 8：我国单位人群卫生人员配备数据出现增加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1.4.卫生总费用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比 GDP比例在提升，社会卫生支出呈增长态势。在 2018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 57998.3 亿元，同比+10.27%，其中：政府卫生支

出 16390.7 亿元（占比 28.3%），社会卫生支出 24944.7 亿元（占比 43.0%），

个人卫生支出 16662.9 亿元（占比 28.7%），社会卫生支出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由 2014 年的 37%增长到 2018 年的 43%，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由 33%下降至

19%。2018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 4148.1元，同比+9.63%；卫生总费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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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百分比逐渐增长，由 2014 的 5.6%增加到 2018年的 6.4%。 

 

图表 9：我国卫生总费用情况（亿元，%）  图表 10：我国卫生费用支出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11：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变化（元，%）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我国医疗服务情况 

2.1.门诊情况 

2018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83.1亿人次，同比+1.6%，居民

到医疗卫生机构平均就诊 6.0 次（2017年为 5.9次）。其中，医院诊疗 35.8亿

人次（占比 43.1％）、基层医疗机构 44.1亿人次（占比 53.1％）、其他医疗机

构 3.2亿人次（占比 3.9％）。与上年比较，医院诊疗人次增加 1.4亿人次，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减少 0.2亿人次。医院诊疗人次占比由 2014年的 39.1%

上升到 2018年的 43.1%，而同期基层医疗机构由 57.4%下降至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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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 30.5亿人次（占比医院总数的 85.2%），民营医

院 5.3 亿人次（占比 14.8%）。近年民营医院的诊疗人次占比呈上升趋势，由

2014年的 10.8%增加至 2018 年的 14.8%。 

 

图表 12：我国卫生机构诊疗情况（亿人次，%）  图表 13：我国不同卫生机构诊疗比例（%）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图表 14：我国公立/民营医院诊疗情况（亿人次）  图表 15：我国卫生机构入院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2.住院情况 

2018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 25453 万人，同比+4.2%，年住院率

为 18.2%（2017 年为 17.6%）。入院人数中，医院 20017 万人（占比 78.6％）、

基层医疗机构 4375万人（占比 17.2％）、其他医疗机构 1061万人（占比 4.2％）。

与上年比较，医院入院增加 1017万人，基层卫生机构入院减少 75万人，其他

医疗机构入院减少 10万人。医院入院人数占比由 2014 年的 75.2%上升到 2018

年的 78.6%，而同期基层医疗机构由 20%下降至 17.2%。 

2018 年，公立医院入院人数 16351 万人（占比医院总数的 81.7%），民营

医院 3666 万人（占比 18.3%）。同时，民营医院的入院人数占比呈上升趋势，

由 2014 年的 12.7%增加至 2018年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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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我国公立/民营医院诊疗情况（亿人次）  图表 17：我国卫生机构入院情况（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3.我国基层卫生服务 

3.1.农村卫生 

2018 年底，我国 1827 个县（县级市）共设有县级医院 15474 所、县级妇

幼保健机构 1907 所、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90 所、县级卫生监督所 1822

所，四类县级卫生机构共有卫生人员 303.9万人。 

2018 年底，全国 3.16 万个乡镇共设 3.6 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 133.4 万

张，卫生人员 139.1 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18.1 万人）。与上年比较，乡

镇卫生院减少 90个（乡镇撤并后卫生院合并），床位增加 4.2万张，人员增加

3.1 万人。2018 年，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达 1.39 张，每千农村人口

乡镇卫生院人员达 1.45人，卫生服务条件在改善中。 

 

图表 18：我国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乡镇数(万个) 3.27 3.18 3.99 3.16 3.16 

乡镇卫生院数(万个) 36902 36817 36795 36551 36461 

床位数(万张) 116.7 119.6 122.4 129.2 133.4 

卫生人员数(万人) 124.7 127.8 132.1 136.0 139.1 

 #卫生技术人员 105.3 107.9 111.6 115.1 118.1 

  #执业(助理)医师 43.3 44.1 45.5 46.6 47.9 

床位数(张)/每千农村人口 1.34 1.24 1.26 1.35 1.39 

人员(人)/每千农村人口 1.43 1.32 1.36 1.42 1.45 

诊疗人次(亿) 10.3 10.5 10.8 11.1 11.2 

入院人数(万) 3733 3676 3800 4047 3984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9.5 9.6 9.5 9.6 9.3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1.6 1.6 1.6 1.6 1.6 

病床使用率(%) 60.5 59.9 60.6 61.3 59.6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6.3 6.4 6.4 6.3 6.4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注：农村人口为推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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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全国 54.2万个行政村共设 62.2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人员

达 144.1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38.1万人、注册护士 15.3万人、乡村

医生和卫生员 90.7万人。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 2.32 人。与上年比较，村卫

生室数减少 1.0万个，人员总数有所减少。 

  

图表 19：我国农村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行政村数(万个) 58.5 58.1 56.0 55.4 54.2 

村卫生室数(万个) 64.5 64.1 63.9 63.2 62.2 

人员总数(万人) 146.0 144.8 143.6 145.5 144.1 

  执业(助理)医师数 30.4 31.0 32.0 35.1 38.1 

  注册护士数 9.8 10.6 11.6 13.5 15.3 

  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105.8 103.2 100.0 96.9 90.7 

   #乡村医生 98.6 96.3 93.3 90.1 84.5 

平均每村村卫生室人员数(人) 2.49 2.26 2.25 2.3 2.32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注：村卫生室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数包括乡镇

卫生院设点的数字。 

 

2018 年，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达 11.9 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 5000万人次；入院人数 8744.6 万人，比上年增加 380.4万人。2018年，乡

镇卫生院诊疗人次为 11.2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000 万人次；入院人数 3984

万人，比上年减少 63万人。2018年村卫生室诊疗量达 16.7亿人次，比上年减

少 1.2 亿人次，平均每个村卫生室年诊疗量 2685 人次。从诊疗量来看，村卫

生室的诊疗人次在下降，县级（含县级市）医院、乡镇卫生院的诊疗人次在增

加，一方面得益于后者相对较好的设备和良好的就医环境，另一方面是城镇化

的推进（城镇化率由 2014年的 54.77%增加到 2018年的 59.58%）。 

 

图表 20：我国农村医疗服务情况（亿 人/人次）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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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社区卫生 

2018年底，我国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997 个，其中：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9352个（同比增加 20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5645个（同比增加

14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46.2万人，平均每个中心 49人；社区卫生服

务站人员 12.0 万人，平均每站 5 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人员数比上年

增加 2.8万人，同比增长 5.1%。 

 

图表 21：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情况 

指标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街道数(万个) 7696 7957 8105 8243 839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个) 8669 8806 8918 9147 9352 

床位数(万张) 17.2 17.8 18.2 19.9 20.9 

卫生人员数(万人) 38.2 39.7 41.1 43.7 46.2 

 #卫生技术人员 32.3 33.6 34.8 37.0 39.2 

  #执业(助理)医师 13.4 13.9 14.3 15.1 16.1 

诊疗人次(亿) 5.36 5.59 5.63 6.1 6.4 

入院人数(万) 298.1 305.5 313.7 344.2 339.5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6.1 16.3 15.9 16.2 16.1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 0.7 0.7 0.6 0.7 0.6 

病床使用率(%) 55.6 54.7 54.6 54.8 52.0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9.9 9.8 9.7 9.5 9.9 

社区卫生服务站数(个) 25569 25515 25409 25505 25645 

卫生人员数(人) 106915 107516 111281 117294 120365 

 #卫生技术人员 94450 95179 98458 103750 106928 

  #执业(助理)医师 42740 43154 44482 46893 48444 

诊疗人次(亿) 1.49 1.47 1.56 1.6 1.6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14.4 14.1 14.5 14.1 13.7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2018年，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 6.4亿人次，入院人数 339.5万

人；平均每个中心年诊疗量 6.8万人次，年入院量 363 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

站诊疗人次 1.6亿人次，平均每站年诊疗量 624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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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我国社区卫生医疗服务情况（亿人次/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4.病人医药费用 

4.1.医院病人医药费用 

2018 年，我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274.1 元，同比+6.7%（按当年价格，下

同）；人均住院费用 9291.9 元，同比+4.5%。日均住院费用 1002.8元。各级公

立医院中，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涨 5.2%，人均住院费用上涨 1.7%，均低

于公立医院病人费用的涨幅 5.8%和 4.3%。 

近年，在国家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下，我国医院药费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相

应地医疗服务性收入得到提升。2018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112.0元）占40.9%，

比上年（42.7%）下降 1.8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2621.6元）占 28.2%，

比上年（31.1%）下降 2.9个百分点。 

 

图表 23：我国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情况（元）  图表 24：我国医院住院费用情况（元）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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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我国医院门诊/住院药费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4.2.基层卫生机构病人医药费用 

2018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 132.3 元，同比+13.1%；人

均住院费用 3194.0元，同比+4.4%。其中社区卫生中心次均门诊药费（90.5元）

占 68.4%，比上年（68.7%）下降 0.3 个百分点；人均住院药费（1169.6 元）

占 36.6%，比上年（39.5%）下降 2.9个百分点。 

2018年，我国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 71.5元，同比+7.5%；人均住院费

用 1834.2元，同比+6.8%。日均住院费用 285.3元。其中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

药费（39.3 元）占 55.0%，比上年（54.4%）上升 0.6 个百分点；人均住院药

费（730.7元）占 39.8%，比上年（42.2%）下降 2.4个百分点。 

从药费占比来看，社区卫生中心门诊稳定在 68%左右，乡镇卫生院门诊稳

定在 54%左右，而住院药费占比有下降趋势。 

 

图表 26：我国基层卫生机构次均门诊费用情况（元）  图表 27：我国基层卫生机构住院费用情况（元）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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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我国基层卫生机构门诊/住院药费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5.其他方面 

5.1.儿童死亡率（5 岁以下） 

据妇幼卫生监测数据，2018年我国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8.4‰，其中城市

4.4‰、农村 10.2‰；婴儿死亡率 6.1‰，其中城市 3.6‰、农村 7.3‰。与上

年相比，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5.2.孕产妇死亡率 

据妇幼卫生监测数据，2018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8.3/10万，其中城市

15.5/10万、农村 19.9/10 万。与上年相比，孕产妇死亡率有所下降。 

 

图表 29：我国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图表 30：我国儿童/婴儿死亡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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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建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健全，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持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门诊总量 83.1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3 亿人次（YOY+1.6%），居民平均就诊由 2017 年的 5.9 次增加到 2018 年的

6.0 次。全国住院总量 25453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17 万人（YOY+4.2%），年住

院率由 2017年的 17.6%增加到 2017年的 18.2%。 

2018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59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 2.94人，

分别比去年增加 0.15 人、0.2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2.22 人，每万人口公共

卫生人员 6.34 人，分别比去年增加 0.4 人、0.06 人。近年来，我国单位人群

卫生技术人员的配备数量逐渐增加。 

 

我国卫生总费用占比 GDP比例在提升，社会卫生支出呈增长态势。在 2018

年，我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 57998.3 亿元，同比+10.27%，其中：政府卫生支

出 16390.7 亿元（占比 28.3%），社会卫生支出 24944.7 亿元（占比 43.0%），

个人卫生支出 16662.9 亿元（占比 28.7%），社会卫生支出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由 2014 年的 37%增长到 2018 年的 43%，同期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由 33%下降至

29%。2018年，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 4148.1元，同比+9.63%；卫生总费用占

GDP百分比逐渐增长，由 2014 的 5.6%增加到 2018年的 6.4%。 

政府采取多种举措鼓励社会办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医疗卫生事业建设，

逐步形成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新格局。新增资源向非公医疗机构倾斜，民营

医院占比医院总数由 2014年的 48.5%增长到 2018年的 63.5%（比上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民营医院床位占比医院床位总数由 2014 年的 16.84%增长到 2018

年的 26.3%（比上年提高 2个百分点）。民营医院诊疗量占比由 2014年的 10.8%

提高到 2018 年的 14.8%，同时民营医院的入院人数占比呈上升趋势，由 2014

年的 12.7%增加至 2018年的 18.3%。 

 

近年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开，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政策全面跟进。统计结果显示：2018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按照当年价格比上年

上涨 6.7%，人均住院费用比上年上涨 4.5%。医院次均门诊药费占比为 40.9%

（比上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费占比为 28.2%（比上年下降

2.9个百分点）。 

我国卫生总费用逐年提升,政府多措并举引导社会力量办医,社会卫生支

出呈增长态势，关注相关医疗服务企业。看好通策医疗，谨慎看好爱尔眼科，

关注美年健康、金域医学、国际医学、润达医疗等。 

 

图表 31：相关医疗服务企业 

代码 简称 
总市值 

(亿元) 

PE(倍) 股价 

(元) 
评级 

TTM 2019E 2020E 

300015.SZ 爱尔眼科 903.06 82.78 65.33 47.96 37.89 增持 

002044.SZ 美年健康 433.27 53.26 38.12 27.39 13.88 未评级 

600763.SH 通策医疗 253.05 69.29 54.42 40.27 78.92 买入 

603882.SH 金域医学 150.64 56.58 50.56 39.25 32.90 未评级 

000516.SZ 国际医学 103.68 4.73 78.54 29.96 5.26 未评级 

603108.SH 润达医疗 59.46 21.74 15.77 13.10 10.26 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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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hoice，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注：未评级公司 PE为 Choice一致性预测值 

7.风险提示 

医疗安全事故风险； 

医疗服务增长不达预期；  

社会办医推进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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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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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作者的职业理解，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独立、客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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