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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报价

《2022-2028年中国公立医院行业研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信息及时，资料详实，指导

性强，具有独家，独到，独特的优势。旨在帮助客户掌握区域经济趋势，获得优质客户信息

，准确、全面、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

展定位不可或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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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院是指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救死扶伤为主要目的医疗机构。其服务

对象不仅包括病员和伤员，也包括处于特定生理状态的健康人（如孕妇、产妇、新生儿）以

及完全健康的人（如来医院进行体格检查或口腔清洁的人）。最初设立时，是供人避难，还

备有娱乐节目，使来者舒适，有招待意图。后来，才逐渐成为收容和治疗病人的专门机构。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医院的国家。远在西汉年间，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

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构成医院应具有以下的基本条件：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公立医院行业研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

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公立医院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公立医院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中国公立医院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公立医院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公立

医院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公立医院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

想对公立医院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公立医院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

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

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

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

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第一章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状及

体制分析第一节 医疗卫生事业资源概况一、医疗机构数量统计二、医疗机构分布统计三、医

疗机构床位统计四、医疗机构人员统计五、医疗机构建筑面积第二节 医疗卫生机构服务与运

行分析

        2019年6月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达100.5万个。2019年1-6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达41.7亿人次，出院人数达12713.8万人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5.9%。

        2019年1-6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41.7亿人次，同比提高2.5%。医院18.2亿人

次，同比提高5.0%。2019年1-6月全国各地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量情况一、医疗卫生

机构门诊服务分析二、医疗卫生机构住院服务分析三、医疗卫生机构出院服务分析四、医疗

卫生机构床位利用分析五、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分析六、医疗机构资产负债规模分析七、

医疗机构收入支出规模分析第三节 卫生总费用及其构成分析一、医疗卫生总费用状况分析（

一）卫生总费用统计（二）卫生费用结构分布（三）人均卫生费用统计（四）卫生费用占gdp

比重二、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三、政府部门卫生支出状况分析四、医院机构医药费用状况

分析 第二章 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国外经验借鉴第一节 国外医疗卫生制度发展现状调研一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模式（一）英国的福利国家模式（二）日本社会化医疗服务（三）

美国市场化医疗体制二、国外医疗保障制度主要模式（一）加拿大、韩国全民保险模式（二

）德国的社会保险模式（三）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四）新加坡的储蓄保险模式三、国际医



疗卫生制度发展现状调研四、国际医疗卫生制度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第二节 主要地区医疗卫生

体制分析一、美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析（一）多元化、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供给体系（二）

多层次、竞争性的医疗保障体系（三）严格的医疗服务规制与监管（四）医院管理自治化、

精细化（五）越来越重视医疗费用控制（六）医疗管理与服务信息化二、阿根廷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分析（一）阿根廷医疗保险制度（二）阿根廷医疗服务体系（三）公立医疗系统免费

药品服务（四）阿根廷公立医院管理分析三、巴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分析（一）全民统一医

疗体系原则（二）全民统一医疗体系网络（三）全民统一医疗体系的基本药物供应（四）完

善全民统一医疗体系（五）全民统一医疗体系的成效四、中国香港医药卫生体制基本状况分

析（一）保障政府对公立医疗系统的投入（二）完善对公立医疗系统管理和网络建设（三）

积极发展私家医疗（四）完善药品管理和采购机制（五）建立专科医师制度（六）提供人性

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三章 中国医院所属行业运行情况分析第一节 医院运行情况分析一、医院

供给状况分析（一）医院数量统计（二）医院床位统计（三）医院从业人员（四）医院建筑

面积二、医院服务分析（一）医院门诊服务分析（二）医院住院服务分析（三）医院床位利

用分析三、医院运行分析（一）医院资产负债规模（二）医院收入规模分析（三）医院支出

规模分析第二节 不同经济类型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一、公立医院运营情况分析（一）公立医院

供给状况分析（二）公立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三）公立医院服务状况分析二、民营医院运营

情况分析（一）民营医院供给状况分析（二）民营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三）民营医院服务状

况分析 第四章 中国公立医院体制发展现状调研第一节 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公立医院组

织结构现状调研二、公立医院财务治理现状调研三、公立医院利用社会资本现状调研四、公

立医院经济运行状况分析五、公立医院质量管理现状调研第二节 公立医院运营管理现状调研

一、公立医院资本运营条件分析二、公立医院资本运营问题分析（一）建立医疗服务全成本

收费制度（二）加快公立医院的产权制度改革（三）实现资本运营必须重视医院财务管理（

四）强化资本运营应造就一批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三、公立医院管理体制现状分析四、公立

医院管理体制现存问题（一）现行产权制度不明晰，政府管理职能错位，医院缺乏经营自主

权（二）融资渠道单一，医院补偿机制不健全，医疗费用增长过快（三）委托--代理关系下

存在的行政管理不力第三节 公立医院变革措施分析一、公立医院财务治理变革措施二、公立

医院利用社会资本变革措施三、公立医院的经济运行的变革措施四、公立医院的质量管理的

变革措施 第五章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政策解析第一节 公立医院改革政策指引一、分类推进事业

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三、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意见五、关于加快发展社会办医的若干意见第二节 公立医院

改革指导意见一、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思想二、公立医院改革总体目标三、公立医院改革主要

任务四、公立医院改革实施步骤五、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内容第三节 公立医院改革亮点解读一



、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二、公益性位居首位三、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四、非公医院一视同仁五

、公立医院统一管理六、引保险解决医患纠纷第四节 公立医院改革如何实施一、先行试点、

逐步推开二、药品加成如何取消三、双向转诊如何实现四、服务质量如何提高第五节 公立医

院改革带来影响一、建医患纠纷第三方协调制二、特需服务比例设上限三、药品加成将逐步

取消四、药事服务费纳入医保五、医生待遇有望提高六、探索实行多点执业 第六章 国外公立

医院改革经验借鉴第一节 国外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国外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二、国

外公立医院改革背景分析三、国外公立医院体制改革模式（一）美国（二）新加坡（三）澳

大利亚（四）英国（五）德国第二节 国外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分析一、英国公立医院改革措施

（一）管办分离（二）实施产权改革二、德国公立医院改革措施三、美国公立医院改革措施

四、新加坡公立医院改革措施（一）产权改革（二）集团化改革五、俄罗斯公立医院改革措

施六、国外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及问题（一）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成效（二）公立医院改革存在

问题第三节 国外公立医院改革对我国启示一、强化公立医院市场化改革二、权衡公立医院产

权改革三、公立医院公益性改革四、公立医院公司化、集团化趋势预测分析 第七章 中国公立

医院监管机制改革分析第一节 国外公立医院监管机制改革借鉴一、监管主体（一）政府监管

（二）医疗保险机构（三）行业协会二、监管范围（一）规模布局（二）医疗质量（三）服

务成本三、监管方式（一）基于控制的监管方式（二）基于激励的监管方式（三）自我监管

方式四、监管机制特点（一）从多重监管向一体化监管转变（二）从基于结构的监管向基于

过程和结果监管转变（三）由单一监管工具向多样式监管工具转变五、对我国监管机制改革

启示（一）公立医院监管主体多元化，但政府在监管体系中负有重要职责（二）监管内容和

范围更加广泛，但更注重对医院绩效的改进（三）监管方式更加灵活，以实现多重监管目标

第二节 医疗卫生服务监管体系现状分析一、监管执行依据缺乏系统全面的监管法律法规框架

二、监管机构存在多方监管的尴尬局面三、监管执行机制方面存在多方监管，导致权利分散

四、监管方法没有建立长效性的整体综合监管体制五、行业组织未能充分发挥外部监督机制

的作用六、审计机构的权利存在局限性七、医疗服务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不足第三节 国内公

立医院监管模式现状分析一、目标责任制模式（一）公立医院的权利和义务（二）政府的权

利和义务（三）医院的目标体系（四）激励机制和责任机制二、托管制模式（一）托管制模

式下权利和义务划分（二）上海申康模式治理结构（三）托管制模式监管优点分析三、理事

会模式四、董事会模式（一）董事会模式介绍（二）宿迁董事会模式 第八章 中国公立医院运

行管理体制改革第一节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现状调研一、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历程二、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矛盾（一）市场化竞争主体与医院经营管理机制（二）医院补偿方式

与收费制度（三）公立医院社会定位与市场定位（四）&ldquo;试点探索&rdquo;与改制环境三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制约因素（一）委托代理授权关系虚化（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中



的责任、权力和手段不一致（三）政府的管制手段失效（四）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二节 公

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模式一、潍坊医院管理自动化模式二、上海医院管理机构法人化模

式三、宿迁医院民营化模式四、无锡医院托管式管理模式五、北京海淀医院契约式管理模式

第三节 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策略一、政府层面的变革与推动（一）转变政府职能（二

）坚持政府主导（三）完善分类管理制度（四）优化行业政策环境（五）改善医院补偿机制

（六）完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七）实行全行业监管二、市场层面的引入与管制（一）引入

市场机制不能背离公益目标（二）引入市场机制必须尽力减少负面效应（三）市场经济有效

运行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三、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二）

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三）完善内部激励机制（四）建立职业化管理队伍（五）重视医院文化

建设（六）加强医院职业道德建设 第九章 中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分析第一节 公立医院补

偿机制分析一、公立医院资金主要补偿途径（一）政府财政拨款（二）医疗服务收费的补偿

（三）药品加成补偿二、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存在问题（一）政府财政补偿明显不足（二）医

疗服务收费定价不合理（三）以药补医方式导致不合理用药第二节 国内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改革借鉴一、国外发达国家补偿机制经验借鉴（一）公共合同模式，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

二）公共集成模式，以英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三）商业集成模式，以美国为代表

二、国外发展中国家补偿机制经验借鉴（一）印度（1）政府医院不收费（2）医疗体系较完

备（3）农民看病不花钱（4）小投入换取大回报（5）公平公正最重要（二）巴基斯坦三、国

外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对我国启示四、国内补偿机制改革试点的经验借鉴第三节 公立医院

补偿机制改革举措分析一、建立医疗服务的信息化平台，提高运行监管效率二、合理设定医

院绩效指标分类补偿，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建立健全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四、推进医药

分开，不应增设药事服务费五、健全医疗保险体系，推行第三方付费六、完善药品生产流通

体系建设七、对公立医院实行全成本管制，加大财务资金的监管力度第四节 公立医院补偿机

制改革案例分析一、江西运用价格杠杆完善县级公立医院补偿新机制二、贵州建立县级公立

医院药品零差率销售长效补偿机制三、南充市取消&ldquo;以药补医&rdquo;初见成效四、云南

推进医药价格改革，建立合理补偿机制 第十章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分析第一节 鞍山市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一、鞍山公立医院改革进程二、鞍山公立医院改革特色三、鞍山公立

医院改革成效四、鞍山公立医院改革第二节 上海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一、上海公立医院

改革进展二、上海公立医院改革特色三、上海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四、上海公立医院改革第三

节 镇江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一、镇江公立医院改革进展二、镇江公立医院改革特色三、

镇江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四、镇江公立医院改革第四节 厦门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一、厦门

公立医院改革进展二、厦门公立医院改革特色三、厦门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四、厦门公立医院

改革第五节 潍坊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一、潍坊公立医院改革进展二、潍坊公立医院改革



特色三、潍坊公立医院改革成效五、潍坊公立医院改革第六节 深圳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

一、深圳公立医院改革进展二、深圳公立医院改革特色三、深圳公立医院改革成效四、深圳

公立医院改革 第十一章 中国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分析第一节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分

析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政策二、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名单三、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进展分析第二节 辽宁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析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名

单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分析三、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扩大第三节 浙江省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分析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名单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分析三、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案例分析第四节 山东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析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政策分

析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成效三、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案例分析第五节 江苏省县级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分析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政策分析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全面推开三、县级公

立医院改革最新措施第六节 山西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析一、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范

围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措施分析三、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案例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公立医院改

革试点机构分析第一节 北京协和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院经营服务分析三、医院

改革现状分析四、医院探索改革新路第二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

院经营服务分析三、医院改革现状分析四、医院医改的新举措第三节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院经营服务分析三、医院改革现状分析四、医院改

革发展策略第四节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院经营服务分析三、

医院改革措施分析第五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院经营服务分

析三、医院改革现状分析第六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一、医院基本情况介绍二、医

院经营服务分析三、医院改革现状分析 第十三章 中国各省区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情况分析第一

节 山东省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一、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公立医院数量分析（二）公立

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二、公立医院改革实行措施三、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成就四、公立医院改革

案例分析（一）东营市强化政府投入助力公立医院改革（二）蓬莱市人民医院公立医院改革

分析（三）烟台市县级公立医院医药价格改革试点第二节 四川省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一、公立

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公立医院数量分析（二）公立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二、公立医院改革

实行措施三、公立医院改革取得成就四、公立医院改革案例分析（一）南充公立医院重点领

域改革深度推进（二）绵阳平武&ldquo;组合拳&rdquo;破冰公立医院改革深水区第三节 浙江

省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一、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公立医院数量分析（二）公立医院运

营状况分析二、公立医院改革实行措施三、公立医院综改全面启动四、公立医院改革案例分

析（一）湖州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二）宁波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三）金华公立医院改革分析

第四节 江苏省公立医院改革分析一、公立医院发展现状分析（一）公立医院数量分析（二）

公立医院运营状况分析二、公立医院改革历程分析三、公立医院改革实行措施 第十四章 中国



公立医院社会资本利用分析第一节 医院社会资本利用现状分析一、社会资本进入的可能性二

、社会资本进入鼓励政策三、社会资本进入方式分析（一）举办民营医疗机构（二）兼并收

购公立医院（三）参股公立医院（四）医院托管四、医院社会资本利用形式（一）银行贷款

（二）融资租赁（三）其他形式五、医院社会资本利用现状调研六、社会资本进入壁垒分析

（一）政策壁垒（二）人才和技术壁垒（三）资本壁垒七、社会资本进入市场机遇分析第二

节 公立医院行业社会融资的必要性一、民营医疗发展的必要性二、公立医院融资渠道分析（

一）公立医院融资渠道（二）公立医院收入来源三、公立医院融资结构分析四、公立医院社

会资本需求

 第十五章 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创新模式及案例分析第一节 医疗联合体创新模式一、城区医疗机

构的联合（一）集团化模式（二）医院托管模式（三）院办院管模式（四）医疗协作模式（

五）联合兼并模式二、县域医疗机构的联动（一）县乡纵向一体化（二）县乡纵向技术合作

三、城市大医院与县级医院的对口联结（一）经营托管模式（二）技术帮扶模式四、省域医

疗机构的联盟第二节 医疗联合体创新案例分析一、重医一院医疗联合体（一）构成模式（二

）联动方式（三）初步成效二、上海医疗区域联合体试点分析（一）明确功能定位，各层级

优势互补（二）强化基层人员培训，提高医务人员业务素质（三）打造信息平台，共享医疗

资源（四）医保引导，探索双向转诊模式（五）以点带面，联合体工作多点开花三、西安市

成立首个区域医疗联合体（一）坚持四项原则，构建区域医疗联合体（二）六个维度联合，

确保医疗联合体健康运行（1）人员使用联合（2）资源利用联合（3）现代管理联合（4）业

务发展联合（5）医疗信息联合（6）政策制度联合（三）加强宣传督导，推动医疗联合体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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