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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医疗产业经济发展研究

唐 佳
（西南财经大学，四川 成都 610074）

摘 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行各业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家对于医疗

产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视的。因为医疗产业的状况和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健康，进而影响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所以，国家要求各地重视医疗产业发展。各地医疗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医疗

产业整体的发展。本文针对新常态下，对医疗产业的经济发展展开相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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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产业对于我国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疗产
业是一项民生工程，医疗产业的存在，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预防
疾病、治病救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人们的寿命，而且还可以
有效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稳定国家的发展，应当时刻关注新常态下的医疗产业经济
发展。

一、医疗产业经济发展现状
相比较于国外的很多国家，我国在医疗产业方面的起步

相对是比较晚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国医疗产业的发展速
度。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医疗产业更是有着飞快地提升。因
此，医疗产业要抓住改革的机会，促进医疗产业的发展。

（一）医疗产业产值有明显增值
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我国医疗企业在产值方面有着明显

的提升，相比较于上一年，产值增长幅度超过了 11%，医疗产
业的盈利比上一年增加了 14%。随着产值的增加，我国医疗
产业的规模在逐渐壮大，为下一步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医疗项目投资增量明显
社会和国家在医疗产业方面的投资，一直都在不断增加

中，以四川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四川整个省的投资就有542
亿，相比较于上一年，增加了16%，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家
对于医疗产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了。

（三）医疗技术成果转化显著
近几年来，我国在药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所以人

们的身体健康得到了更大的保障。与此同时，我国还建立了
多个高级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为的就是能够让科研成果顺
利转化，让人民群众分享到科研成果，例如：研究出疗效更加
明显，对人体副作用更加小的药物。

二、保障医疗产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以京津冀为例
（一）使医疗产业经济能持续增长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医疗产业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呈现的是线性关系。因此，从某方
面来说，医疗产业的经济增长可以有效提高区域间的经济。
除此之外，医疗产业经济的发展还能够推动对药物的研究，从
而逐渐突破药品的技术壁垒，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好”药品的需求也
提高了，人们在购买药品的时候，不仅会考虑药品的效果，同
时还会考虑药品的性价比。一个价格低廉，但是疗效明显的
药品，才是人们需要、并且会购买的药。与此同时，因为京津
冀全部都是发展较快，人们对药品有持续的需求，能够促进医
疗企业的发展。人们对药品需求量的情况，都能够反映人们
的收入情况。[1]

（二）促进医药产业结构的升级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京津

冀作为人口众多，并且发展快速的城市，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
调整。医疗产业在相互作用和相互竞争中，能够产生积极作
用，对于我国的经济产业机构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我
国医疗产业必须“招贤纳士”，而且还要依照国家的发展和行
业需求，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医疗产业在市场的洪
流之中，能够一直有优势。医疗产业能够稳定的发展，我国的
经济持续发展也就多了一份保障。

（三）促进外资的引进
只有保证医疗产业的高速发展，才能够有效保证人们身

体的健康。因此，为了保证医疗的发展和经济的持续性，迫切
地需要引进外资。通常来说，只有在医疗产业发展比较成熟
情况下，才能够促进地区的经济效益，才能够促进外资的引
进。有了外资，地区能够进一步增强其在市场上的活力。

（四）对医疗产业改革有促进作用
随着经济的提升，医疗产业不仅需要遵守国内的医药规

则，而且还需要遵守市场规则，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在医疗产
业方面需要有所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医疗相关产业会向其
他的企业或者国外的医疗产业学习或者借鉴，获得相关的经
验，进而将医疗产业改革成一个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存在。

（五）能够加强医疗产业区域的联系
通过加强区域间的联系，实现医疗商品的流动性，从而提

高本区域的医疗产业能力。同时通过区域间的联系，还可以
吸收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自身的研发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医疗产业具有强大的
研发能力，那么就可以建立自身的优势。

（六）完善医疗卫生保障系统
医疗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有效完善医疗卫生的保

障系统，因为医疗卫生保障切实关系到人们的自身利益，所以
国家对它也是非常重视的。针对我国的不同区域，医疗产业
的发展也是不均衡的，需要逐渐扭转这种现状。为了国家的
发展，医疗卫生保障系统需要和医疗产业相辅相成，相互作
用，发挥协同作用。

（七）促进高科技发展
医疗科技对于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寿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保障医疗企业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各个地方企业的
投资，从而为高科技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
是，只有高科技与民生有效结合，才能够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加
健康的生活。

三、医疗产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四川为例
（一）公立医院负债率增长
根据调查得知，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在数量上是差不多

的，分别是 968所和 802所，两者的占有率分别是 54.69%和
45.31%，但是，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服务质量和床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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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相差甚远的。根据数据显示，公立医院的病床数量达到
了 87%，而私立医院的数量仅有 13%，两者相差 6倍之多。因
此，从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对比上来看，公立医院仍然是服
务民众的主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立医院的不断投资
的增加，公立医院的负债率却一直都增长。

（二）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
1.城乡资源分配不合理
根据对四川省公立医院的调查，城市医院有869所，农村

医院有823所，虽然医院的数量大体是相同的，但是对于城市
人口来说，每一千人可以分配到 6.92个床位，而农村人口，却
是每一千人只可以分配到 3.19个床位。从科学的数据上来
看，两者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2.地区不同，所以医疗资源分配差距较明显
针对四川省公立医院的床位问题进行调查发现，四川省

的东部，有着比较强大的经济优势，所以政府对东部的补贴是
296元/人，西部有强大的中央财政，所以对西部的补贴是 327
元/人，而中部既没有很好的财政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所以对
中部的补贴是 224元/人。三个地方的补贴存在明显的差距，
所以区域卫生资源不能很好地平衡，不利于个人医疗卫生的
发展，同时，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衡，也会在一定程度影响到医
院对资金的筹集。[2]

（三）地方财政投入不足
1.地方医疗风险大
地方财政在医疗方面的投资，相比较于上一年，增加了

8.95%，但是中央财政在医疗方面的投资，却达到了 24.82%，
这组对比数据很好地说明了地方财政不足，不能够较地对医
疗企业进行相关的投资，加大了医疗企业的风险。

2.医生工资差距大
针对四川的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进行对比发现，在发

达地区，医院医生的工资也是比较满意的，大概是当地人均工
资的 3.5倍左右，但是在不发达地区，医院医生的工资普遍比
较低，只是略高于人均工资。这就说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
区的差距比较大。这一点值得地方财政深思。

（四）居民对医疗需求有所增加
1.居民的健康程度不同
根据调查得知，居民的健康水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发展的比较快速的地区，比如浙江和广东，那么的人民的寿命
是比较长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78岁。而在欠发达的地区，比
如西藏和青海，他们的平均寿命在 70岁左右。除此之外，通
过调查还发现，在四川省，城市的婴儿的死亡率大概在
5.42‰，农村婴儿的死亡率大概在12.78‰，这非常直观的表现
出农村的医疗产业不发达，相较城市而言，资源分配少。

2.治疗费用高
根据对部分患者（血管类）的调查，患者在治疗期间，平均

的住院费用大概是78000元，这样高昂的费用，对于很多家庭
来说，是无法承担的。血管类的疾病的用药是比较昂贵的，因
此，如果患者不能够在短期内治愈，那么很多患者在后期恢复
治疗的时候，就会放弃部分用药，甚至完全放弃住院治疗。高
昂的费用让很多患者在患病时候，不能到医院进行全面的
治疗。

（五）医疗保险风险增大
虽然我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增长，但是现阶段也呈现了增

长变缓的趋势。随着医疗费用的不断增加，我国社会人口老
龄化严重，医疗保险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因此，这需要引起国
家的重视，也引发了相关部门对于医疗保险风险的思考。

（六）医疗卫生服务资源发展不平衡
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依然存在服务资源发展不平衡的

现象。医疗卫生资源主要还是分布在发展得比较快、经济规

模也比较大的城市，偏远地区医疗卫生资源是十分缺乏的，这
就导致偏远地区的人民患病时，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贻误
病情。若是到城市进行相关治疗，在面对高额的医疗费，没有
支付能力，进而导致贫困地区人民的寿命普遍偏低。因此，医
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需要引起相关人员的大力重视，
这样才能够“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才能够推动国家经济和医
疗经济的发展。

四、新常态下医疗产业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因地制宜，推动医疗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为了打造更加健康的社会，可以因地制宜，在交通便利的

位置，进行科学且合理的规划。比如可以利用资源和交通的
便利性，打造一个集核心技术开发、医药制造和医疗器械研发
于一体的医药产业基地。或者，在自然环境优越的位置，建立
一个有助于病人恢复的康复疗养基地。充分发挥各个省份和
各个区域的特点，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医疗产业在新常
态下，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二）分级诊疗
分级诊疗对于当前的医疗资源和患者情况来说，是一件

利民的事，能够有效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不
同等级的医院应当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三级医院主要功能
是区域内的技术突破，医疗技术处于领先地位，重在区域内急
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基层医院是人民群众健康的第一层防
护，定位在常见疾病、慢性病的诊治，术后的康复等低风险疾
病的诊治；分级诊疗，依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实现了合理
分流，缓解大医院拥堵现状，增强患者和医务人员的获得感、
幸福感，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3]

（三）解决药价贵的问题
为了能够让全体人民更好地治病，需要大力推行新医改，

让患者的用药得到有效的保障。新医改不仅要解决药品价格
的问题，比如药品的集中采购制度的落实，而且还需要进一步
规范诊疗行为，纠正不合理用药行为，杜绝医药资源浪费，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医改的福利。

（四）优化医疗卫生体系
国家应当大力支持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医疗卫生体系

的完整构建，能够帮助医疗企业整合丰富的医疗资源，而且还
能够吸引人才投身医疗事业。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还能够保
证医院的发展前景，促使医院良性发展。

（五）加强科技创新
为了有效提升医疗水平和医疗企业的发展，国家需要重

视对医疗科技的创新，吸引人才，帮助企业对科技成果进行转
化。高新科技的突破，可以有效推动医疗企业的发展，也可以
有效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五、结语
健康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都是尤其重要的事

情。因此，为了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为了能够让我国的
医疗产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应当对新常态下医疗产业的相
关问题有所重视，促进医疗产业的发展。对医疗产业的制度
进行相关的改革，可以有效推动医疗产业经济的发展，从而促
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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