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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委共同出台十四五医疗卫生建设方案 
 
行业观点 

 事件：7 月 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疾病
预防控制局共同编制《“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 

 从供给侧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方案》指出，“十四
五”时期，从需求侧看，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从供给侧
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在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方面，强调补齐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

设施和实验室设备配置缺口。提高国家和重点区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备新

发传染病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和重特大公共卫生事

件处置能力，在建设任务中强调，补齐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和实

验室设备配置缺口。 

 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工程方面，强调推动省内医疗资源下沉。推动省内医
疗资源下沉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
动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公立医疗机构建设主体
责任，加快未能纳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的市、县级医院建设，全面推
进社区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争实现每个地市都有三甲医院，服
务人口超过 100 万的县有达到城市三级医院硬件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县级医
院。我们看好布局下沉市场的医疗服务机构。 

 建设所需资金，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渠
道筹措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各地加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标准对地方项目实行差别化补助政策。原则上按
照东、西部地区分别不超过总投资的 30%、60%和 80%的比例进行补助，
享受特殊区域发展政策地区按照具体政策要求执行。 

投资建议 

 目前我国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仍有不足，区域配置不均衡；未来我国医疗卫生
体系仍需不断进行扩容下沉和结构升级，这一进程有望为医疗器械行业和医
疗服务行业带来可观的需求增量。 

 随着医疗卫生建设进程的推进，以及疫情对院内诊疗的压制逐步解除，我们
看好院内诊疗板块相关需求的释放，医疗设备、体外诊断、高值耗材领域有
望恢复高速增长，估值和业绩迎来双重修复。 

 社会化办医一直是国家层面政策大力鼓励的方向，我们认为掌握优质医生资
源，同时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的医疗服务机构，业务模式具备较强可复制性
的民营医疗服务机构具有长期的发展空间。 

 重点公司：迈瑞医疗、爱尔眼科、通策医疗、海吉亚医疗、微创医疗等。 

风险提示 

 行业估值偏高；政策风险；行业增速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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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医疗服务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方案》指出，“十四五”时期，从需求侧看，我国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仍然
复杂严峻，突发急性传染病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影响和危害大，慢
性病负担日益沉重且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职业健康、心理健康问题不容
忽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速，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和品质要求持续快速增长。 

 从供给侧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公共卫生体系亟待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能力不强，医防协同
不充分，平急结合不紧密； 

 二是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区域配置不均衡，医疗卫生机构设施设
备现代化、信息化水平不高，基层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妇女儿童健康
服务、康复护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职业病防治等短板明显；  

 四是中医药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特色优势发挥还不充分，中西医互
补协作格局尚未形成。 

 《“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指导思想中强调，
加快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加注重早期预防和医防协同，
更加注重优质扩容和深度下沉，更加注重质量提升和均衡布局。 

 同时，基本原则中强调，“加强全国的医疗卫生资源的统筹配置”，“以揭榜
挂帅方式推动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集中力量开
展医学关键技术攻关，引领服务体系模式转变”。我们认为，基本原则中强
调统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分级诊疗的模式，体现在医疗服务区域分
部不均衡，基层医疗资源不足的特点。 

图表 1：《“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中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介绍 

统筹规划、分级负责 

加强全国医疗卫生资源的统筹配置，合理划分中央和地 方事权，中央重

点保障公共卫生、全国性跨区域医疗服务能力建 设需求。地方统筹加强

其它卫生项目建设。 

关口前移、医防协同 
立足更精准更有效的防，优先保障公共卫生投入，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提

高早期监测预警、快速检测、应急处置和综合救治能力。 

提高质量、促进均衡 

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提高标准、适度超前，加大向国家重大战略

区域、中心城市和脱贫地区倾斜力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 

改革创新、揭榜挂帅 
以揭榜挂帅方式推动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集中

力量开展医学关键技术攻关，引领服务体系模式转变。 

中西并重、特色发展 

坚持中西医建设任务同规划、同部 署、同落实，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新冠肺 炎经验做法，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服务体

系，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和比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

调发展。 
 

来源： 《“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国金证券研究所 

 建设目标： 

 到 2025 年，在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下，基本建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
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富有韧性的优质高效整
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水平显著提升，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重大基地建设取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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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进展，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与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中医药服务体
系更加健全，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高
质量医疗卫生服务。 

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建设目标： 

 提高国家和重点区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具备新发传染病病原体、健康
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和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 

 省级疾控机构原则上要有达到生物安全三级水平的实验室，具备省域
内常见多发传染病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一锤定音”检测能力和应
急处置能力。 

 建设任务中强调，补齐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和实验室设备配置
缺口。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工程 

推动省内医疗资源下沉 

 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省
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地方政府要切实履行公立医疗机构建设主体责任，加快未能纳入中央
预算内投资支持范围的市、县级医院建设，全面推进社区医院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力争实现每个地市都有三甲医院，服务人口超过 
100 万的县有达到城市三级医院硬件设施和服务能力的县级医院。 

图表 2：《“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中有关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国家医学中心建设 

建设目标 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设 备、疫苗、医学数据等领域“卡脖子”问题。 

建设任务 

提升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医学科研平台设施和装备水平。深度运用 5G、人工智能等技术，打

造国际先进水平的智慧医院，建设重大疾病数据中心。推进跨地区、跨机构信息系统的互联互

通、互认共享、术语规范以及数据的整合管理，建设主要疾病数据库和大数据分析系统。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建设目标 

进一步扩 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地区、输出医院和专科范围，同步将承担输 出任务的高水平医院

纳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到 2023 年覆盖所有 省份，完成全国范围的规划布局，到 2025 年基本

完成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群众危急重 症、疑难病症基

本在省域内得到解决。 

建设任务 

重点加强业务用房建 设、医学装备购置、信息化和科研平台建设，建立远程医疗和教 育平台，

加快诊疗装备智能化改造升级，使其具备作为输出医院 所要求的技术水平、人才储备、临床教学

和科研能力，发挥区域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头雁”作用。 

省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建设 

建设目标 
遴选建设 120 个左右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形成省域内具有较 强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优质医疗

服务、医学科研和人才培养高 地，重点疾病诊疗水平与省会城市明显缩小。 

建设任务 加强胸痛、卒中、创伤、呼吸等专病中心和肿瘤综合治疗中 心、慢性病管理中心建设。 
 

来源： 《“十四五”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国金证券研究所 

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安排 

 资金来源 

 建设所需资金，由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等渠道筹措安排。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各地加强优质高
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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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标准 

 对地方项目实行差别化补助政策。原则上按照东、西部地区分别不超
过总投资的 30%、60%和 80%的比例进行补助，享受特殊区域发展政
策地区按照具体政策要求执行。 

 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的医疗服务机构有望享受更多的地方补助。 

医防协同，体外诊断市场有望伴随扩容，康复医疗器械迎来历史性发
展机遇 

 方案针对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做出清晰的发展指引，对我国
医疗体系供给端发展影响深远。自疫情以来，国家多次发布医疗卫生体系
发展及改革相关政策，本次方案是对强化我国医疗体系建设的又一次有利
推进。我们认为伴随医疗行业供给端发展逐步深入，体外诊断、医疗设备、
医用器械等产品作为医疗机构建设的重要一环，将获得可观的增量市场机
会。 

 医防协同，体外诊断市场有望伴随扩容，康复医疗器械迎来历史性发展机
遇。方案基本原则指出“关口提前、医防协同，立足更精准更有效的防，
优先保障公共卫生投入，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提高早期监测预警、快速检
测、应急处置和综合救治能力”。 

 我们认为，强调医防协同，将诊疗关口提前，这意味着对需求端的渗
透也将进一步扩大，体外诊断产品作为筛查检测的重要手段，市场有
望扩容。 

 “坚持急慢并重，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主要问题，补齐全方位全周期
健康服务短板弱项”，对当前慢病管理与院内相对薄弱的康复诊疗环节
提出更高要求，结合 6 月 16 日国家卫建委印发的康复医疗工作发展意
见，目标到 2025 年，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8 人、康复治疗师达
到 12 人，稳步提升康复医疗行业整体水平，我国康复医疗器械行业迎
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投资建议 

 行业策略：社会化办医一直是国家层面政策大力鼓励的方向，我们认为掌
握优质医生资源，同时具备优秀的管理能力的医疗服务机构，业务模式具
备较强可复制性的民营医疗服务机构具有长期的发展空间。 

 重点公司：我们看好未来医疗板块增量需求弹性，建议重点关注迈瑞医疗、
爱尔眼科、通策医疗、锦欣生殖、海吉亚医疗、微创医疗、安图生物、新
产业、南微医学、心脉医疗、鱼跃医疗、万孚生物、艾德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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