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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要点 

 本周核心观点 

5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

了 2018 年我国卫生费用、卫生资源、基层卫生服务等多方面的最新数据。本周

我们对重点数据进行了梳理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1）卫生费用 

2018年我国卫生费用达到 5.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7%；人均卫生费用为 4148

元，同比增长 9.63%。卫生费用保持稳定增长，为医药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我国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持续提升，2018 年达到 6.39%，但较发达国

家的占比而言，仍有很大提升潜力。政府和社会支出仍为我国卫生费用最主要

的支付方，因此政策对医药行业的或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2）卫生资源 

2018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99.7 万个，比上年增加约 1 万个。其中，

医院有 3.3 万个（较去年增加 0.2 万个），基层医疗机构有 94.4 万个（较去年增

加 1.1 万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有 1.8 万个（较去年减少 0.2 万个），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有 0.2 万个（较去年减少 0.1 万个）。 

2018 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有 361 万人，较去年增加约 22 万人；注册护士

有 410 万人，较去年增加约 29 万人。我国医护队伍持续扩大。 

3）基层卫生服务 

2018 年，我国社区服务中心有 3.5 万个，较去年基本持平；乡镇卫生院有 3.6

万个，村卫生室有 62.2 万个，较去年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乡镇撤并后卫生

院合并。 

2018 年，我国社区服务中心诊疗人次达到 8.0 亿人次，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约

为 11.2 亿人次，均较去年略有提升；村卫生室诊疗人次为 16.7 亿人次，呈现

持续下降态势，我们估计主要与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有关。 

从数据来看，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提高、老龄化、疾病识别率和治疗率提升

等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医疗卫生资源和支出在未来很长周期内仍具备持续

较快增长的客观需求。受刚需拉动，医药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仍然非常明确。

建议结合药政政策和行业趋势，增配各细分领域优质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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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分析 

5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了 2018

年我国卫生资源、医疗服务、基层卫生服务等多方面的最新数据。本周我们对重点数据

进行了梳理分析，供投资者参考。 

卫生费用 

2018 年我国卫生费用达到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27%；人均卫生费用为 4148 元，

同比增长 9.63%。卫生费用保持稳定增长，为医药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图 1：我国卫生费用及增速  图 2：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及其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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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我国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持续提升，2018 年达到 6.39%，但较发达国家的占比而言，

仍有很大提升潜力。对卫生费用按照支付方分类来看，2018 年个人支出占比为 28.73%，

持续下降；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占比为 71.27%，持续提升。政府和社会支出仍为我国

卫生费用最主要的支付方，因此政策对医药行业的或将持续产生重大影响。 

图 3：我国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重  图 4：我国卫生费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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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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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 83.1 亿人次，比上年增加 1.3 亿人次；我

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达到 2.55 亿人，比上年增加 1017 万人。门诊人次和入院人数

均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图 5：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单位：亿人次）  图 6：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单位：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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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我国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分别为

274 元、132 元、72 元，受到诊疗水平提升和通货膨胀影响，呈现逐步提升的态势；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门诊病人次均药费占医药费的比重分别为 40.9%、

68.4%、55.0%，其中医院占比最低且下降趋势明显，表明降低公立医院药占比等政策

成效较为显著。 

图 7：我国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单位：元）  图 8：我国门诊病人次均药费占医药费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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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我国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分别为

9292 元、3194 元、1834 元，均持续提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的

出院病人人均药费占医药费的比重分别为 28.2%、36.6%、39.8%，均呈现显著的下降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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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我国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单位：元）  图 10：我国出院病人人均药费占医药费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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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根据诊疗人次和次均费用等数据推算，2018 年我国医院门诊和住院合计收入为 2.84 万

亿元，其中药品收入为 9,257 亿元，占比 32.5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入为 1180 亿

元，其中药品收入为 773 亿元，占比 65.48%；乡镇卫生院收入为 1532 亿元，其中药

品收入为 731 亿元，占比 47.74%。 

我们认为，中长期来看，随着政府部门各项理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关系政策的落地、

见效，医疗机构尤其是等级医院药占比的下降或将是持续趋势。在此过程中，医疗服务

的价值有望逐步通过诊疗费用凸显，而药品市场也有望迎来结构性优化，辅助用药萎缩，

治疗性用药尤其是创新药快速成长。 

 

卫生资源 

2018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到 99.7 万个，比上年增加约 1 万个。其中，医院有 3.3

万个（较去年增加 0.2 万个），基层医疗机构有 94.4 万个（较去年增加 1.1 万个），专业

公共卫生机构有 1.8 万个（较去年减少 0.2 万个），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有 0.2 万个（较去

年减少 0.1 万个）。 

2018 年全国 3.3 万个医院中，民营医院有 2.1 万个，公立医院有 1.2 万个。自从政府鼓

励社会办医以来，民营医院在数量上发展迅速，并在 2015 年超过公立医院。但是目前

在诊疗人次上，仍以公立医院为主，民营医院的占比仍然较低（2018 年约为 15%）。 

图 11：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单位：万个）  图 12：我国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数量（单位：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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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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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840 万张，同比增长 5.84%；每千人口医疗机构

床位数为 6.03 张，持续提升。 

图 13：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图 14：我国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 

618 
660 

702 
741 

794 
840 

0%

1%

2%

3%

4%

5%

6%

7%

8%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万张） 增速  

 

4.55 
4.85 

5.11 
5.37 

5.72 
6.03 

0

1

2

3

4

5

6

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张）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有 361 万人，较去年增加约 22 万人；注册护士有 410

万人，较去年增加约 29 万人。我国医护队伍持续扩大。2018 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

理）医生为 2.6 人，每千人注册护士为 2.9 人，较去年均有所提升。 

图 15：我国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人数  图 16：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士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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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卫生服务 

2018 年，我国社区服务中心有 3.5 万个，较去年基本持平；乡镇卫生院有 3.6 万个，村

卫生室有 62.2 万个，较去年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乡镇撤并后卫生院合并。 

2018 年，我国社区服务中心有 19.8 万名执业（助理）医师，与去年基本持平；乡镇卫

生院有 47.9 万名执业（助理）医师，较去年增加约 1.3 万人；村卫生室有 38.1 万名执

业（助理）医师，较去年增加约 2.9 万人。考虑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数量在减少，

平均单个卫生院/室的医师力量有所增强。 

图 17：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单位：万个）   图 18：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人数（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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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2018 年我国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为 1.39 张，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

数为 1.45 人，乡镇医疗设施和人员队伍均有所增强。 

2018 年，我国社区服务中心诊疗人次达到 8.0 亿人次，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约为 11.2

亿人次，均较去年略有提升；村卫生室诊疗人次为 16.7 亿人次，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我们估计主要与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有关。 

图 19：我国每千农村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人员数  图 20：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单位：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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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卫健委，长江证券研究所 

 

从数据来看，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提高、老龄化、疾病识别率和治疗率提升等系列因

素的综合作用下，医疗卫生资源和支出在未来很长周期内仍具备持续较快增长的客观需

求。受刚需拉动，医药板块的长期投资价值仍然非常明确。建议结合药政政策和行业趋

势，增配各细分领域优质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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