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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经济研究·

卫生筹资中社会卫生支出的预测与分析

陈　渝　张泰瑞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３

【摘　要】目的：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在ＡＲＩＭＡＦＤＬＭＲ两阶段分析框架下研究了社会、政府及个人与卫生
筹资格局的关系。方法：首先，基于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ＡＲＩＭＡ），借助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预测分
析社会、政府、个人的实际卫生支出及其各自占ＧＤＰ的比重；其次，通过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社会卫生支出相关数据，建立
时间序列有限分布滞后多元回归模型（ＦＤＬＭＲ），分析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对社会卫生支出产生的影响。结果：ＡＲＩ
ＭＡ模型结果显示，社会卫生支出增长速度最快，所占ＧＤＰ比重最大；政府持续加大医疗投入，但个人卫生支出在短
时间内难以降低。ＦＤＬＭＲ模型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非公立医院数量以及社会捐赠对社会卫生支出具有显
著影响。结论：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医疗卫生改革是弥补卫生支出不足的有效途径，社会卫生支出将在卫生筹资发展

与改革中起到重要补充作用，并且在未来非公立医疗机构将进一步凸显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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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随着优质医疗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实际有效

供给不足，增加投入以满足服务需求成为常态，这种

医疗领域的“马太效应”造成了医疗资源配置的非均

衡。［１］可以预料，随着我国人民卫生服务需求的不断

提高，我国医疗领域的资金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何完

善筹资结构成为实现医疗机构经营战略目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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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按照筹资来源可将卫生总费用指标体系分为政

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三

部分［２］。

ＳｔａｂｉｌｅＭ等提出卫生筹资结构对卫生总费用
的增长具有重要影响。［３］ＫｅＸ等使用从 １９９５到
２００８年的１４３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同时应用标准固
定效应和动态模型进行研究，［４］探索卫生总费用增

长相关因素及其主要组成部分。ＬｕＣ等人采用中
低收入国家 １９９５年至 ２００６年的数据考察了国家
经济发展因素对卫生筹资的影响。［５］董黎明等提出

政府应该优化卫生支出结构，降低个人支付比重，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的介入并积极拓展卫生筹资

渠道。［６］顾昕研究提出中国出现“看病贵”问题很大

程度归因于政府责任的弱化导致卫生筹资结构失

调。［７］周婷研究提出政府卫生筹资对改善居民医疗

服务环境，控制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具有积极意义。［８］

卫生支出毫无疑问会受到医疗改革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引发的政府与市场主导的讨论成为新一轮医
疗体制改革的起点，市场和政府的纽带上社会卫生

支出被突显出来。社会卫生支出主要包括：社会医

疗保障支出、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办医、社会捐赠等

方面。

本文将分两个阶段分析医疗卫生筹资和社会卫

生支出的变化情况。首先，从实际卫生支出和卫生

支出占 ＧＤＰ百分比两个维度使用 ＡＲＩＭＡ模型进行
预测，ＡＲＩＭＡ模型在卫生支出领域有许多应用［９１２］，

本文利用实际卫生支出预测分析中国卫生支出结

构、规模及变化率，借助卫生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研究卫
生支出筹资格局及水平，通过综合分析两个维度，显

示出社会卫生支出的重要地位，对未来医疗服务发

展趋势进行推断，提出引入社会资本缓解我国医疗

资金压力的讨论。其次，通过 ＦＤＬＭＲ模型，进一步
分析医疗改革的实施对社会卫生支出各组成部分的

影响，对引入社会资本发展医疗领域提供了切实的

政策和经济分析，进一步明晰社会卫生支出未来可

能的发展方向。

２卫生支出预测

２１模型简介
本研究的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即 ＡＲＩＭＡ

（ｐ，ｄ，ｑ）模型由ＡＲ、Ｉ、ＭＡ三部分组成。其中，ＡＲ指
自回归过程，ＭＡ指移动平均过程，Ｉ指积分过程，ｐ

表示模型的自回归项数，ｑ表示模型的移动平均项
数，ｄ表示时间序列平稳之前必须取其差分的次数。
模型一般公式为：

ｙｔ＝α１ｙｔ－１＋…αｐｙｔ－ｐ＋μｔ
＋β１μｔ－１＋β２μｔ－２＋… ＋βｑμｔ－ｑ

其中ｙｔ为相关时间序列；α１，α２，…，αｔ为自回归
系数；μｔ为白噪声序列；β１，β２，…，βｔ为滑动平均系
数。应用ＡＲＩＭＡ模型，借助历史时间序列数据，利
用统计软件，可以得出相应模型最终表达式。

２２数据收集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７年《中国统

计年鉴》，选择１９７８年为研究的起始时间，２０１６年为
数据观测的终止时间。从中选取了一共３７年的卫
生支出数据分析，其中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数据作为测试
数据，剩下３年数据用作预测验证数据。

２３预测
本研究利用 ＳＴＡＴＡ平台，分别预测了社会、政

府、个人的实际卫生支出，以及社会、政府、个人卫生

支出分别占ＧＤＰ的比重。因为基于同样的理论，本
文只简略展示了对实际社会卫生支出的预测过程。

２３１对实际卫生支出进行预测
本文选择将社会卫生支出的对数序列（记作 ｌｎ＿

ｓｏｃ）作为原始序列，画出原始数据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的
时间序列图，显示社会卫生支出的对数序列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图１）。

图１　社会卫生支出对数序列的时间序列

由图１可知，数据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初步判断
非平稳序列。对原始序列取一阶差分（记作 ｄ＿ｌｎ＿
ｓｏｃ），通过单位根检验处理过的序列已经平稳。

通过 ｄ＿ｌｎ＿ｓｏｃ的自相关图和偏自相关图初步
推断 ＡＲＩＭＡ模型为（１，１，０）或（１，１，１），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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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模型，结合单位根检测时初步推断的ＡＲＩＭＡ
（５，１，０）模型，利用 ＡＩＣ，ＢＩＣ准则进行模型筛选
（表１）。

表１　模型筛选

模型 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ＡＲＩＭＡ（１，１，１） ＡＲＩＭＡ（５，１，０）

ＡＩＣ准则 －８２５２ －８１２７ －７７２７

ＢＩＣ准则 －７８３２ －７５６７ －６７４６

通过筛选，发现ＡＲＩＭＡ（１，１，０）更佳，于是选择
该模型进行预测。得到最终模型表达式：ｄ＿１ｎ＿ｓｏｃ＝
０１５２７２３２＋０４８６０３６５ｄ＿１ｎ＿ｓｏｃｔ－１

同理，选择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ＡＲＩＭＡ（１，２，０）模
型，分别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政府、个人实际卫生支出
进行预测，并将其与实际值比较，具体内容如表２。

表２　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预测值与实际值

年份 分类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预测值（亿元） 社会 １３２０１８７ １５８３６００ １８９７１７０

政府 １１０６０５２ １２００４５７ １４４８７８６

个人 １１９２０４９ １２５７６５４ １３３４６３９

实际值（亿元） 社会 １３４３７７５ １６５０６７１ １９０９６６８

政府 １０５７９２３ １２４７５２８ １３９１０３１

个人 １１２９５４０ １１９９２７０ １３３３７９０

误差百分比（％） 社会 １７５ ４０６ ０６５

政府 ４５４ ３７７ ４１５

个人 ５５３ ４８６ ００６

对未来４年进行预测，获得社会卫生支出、政府
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预测数据
（表３）。

表３　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预测值（亿元）

分类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社会 ２１９４８４４ ２５２６４３１ ２９１０２５２ ３３５３５８２

政府 １５８２０７５ １８１８６５ ２１００１０４ ２４２９８１９

个人 １４８２１４６ １６４７２０２ １８２９８２５ ２０３２８２９

分析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预测结果，社会、政府、个人
的实际卫生支出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

２１６％、４１５％、３４９％，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进一
步验证了该模型预测的可靠性。

２３２对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进行预测
考虑多维度分析，选择对支出占 ＧＤＰ百分比进

行预测。经过筛选，选择 ＡＲＩＭＡ（１，１，０）、ＡＲＩＭＡ
（１，１，０）、ＡＲＩＭＡ（０，１，１）模型，分别对社会、政府、个

人卫生支出占ＧＤＰ比重行预测，得到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分别占ＧＤＰ比重的预测值
与实际值，以及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预测值（表４、表５）。

表４　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在ＧＤＰ中占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预测值与实际值（％）

年份
２０１４年

（社会／政府／个人）
２０１５年

（社会／政府／个人）
２０１６年

（社会／政府／个人）

预测值　　 １９６／１６２／１８３ ２１８／１６７／１７５ ２５６／１９２／１７７

实际值　　 ２０９／１６４／１７５ ２３９／１８１／１７４ ２５７／１８７／１７９

误差百分比 ２１７／０８８／４７２ ４７０／７４０／０６７ ６７３／２６３／１３９

表５　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在ＧＤＰ中
占比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预测值（％）

年份

２０１７年
（社会／政府
／个人）

２０１８年
（社会／政府
／个人）

２０１９年
（社会／政府
／个人）

２０２０年
（社会／政府
／个人）

预测值
２６７／１９４
／１８３

２７４／２００
／１８６

２８１／２０４
／１９０

２８８／２０８
／１９３

根据预测结果分析，社会、政府、个人卫生支出

占 ＧＤＰ比重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平均误差分别为
４５３％、３６５％、２２６％，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结合
两种预测方式的实际误差，认为模型具有可靠性，预

测结果具有使用价值。

３社会卫生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３１模型简介
（１）有限分布滞后模型（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ＦＤＬ），即滞后期长度有限的分布滞后模型，
模型一般表达式：

ｙｔ＝α０＋δ０ｘｔ＋∑
ｓ

ｉ＝１
δｉｘｔ－ｉ

模型中各系数体现了解释变量各个时期对被解

释变量的不同影响程度，即通常所说的乘数效应。

其中，δ０称为短期乘数或即期乘数，表示当期 ｘ变化
一个单位对ｙ平均值的即期影响程度，δｉ称为延迟系
数或动态乘数，表示过去各个时期 ｘ变化一个单位

对ｙ平均值的动态影响程度，∑
ｓ

ｉ＝１
δｉｘｔ－ｉ称为长期乘数

或长期倾向（ｌｏｎｇｒｕｎ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ＬＲＰ），表示 ｘ变动
一个单位，由于滞后效应而形成的对 ｙ平均值总影
响的大小。

（２）有限分布滞后多元回归模型（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ｌａ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ＤＬＭＲ），即将有限
分布滞后模型与多元回归模型相结合，模型一般表

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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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ｔ＝α０＋δ０ｘｔ＋∑
ｓ

ｉ＝１
δｉｘｔ－ｉ

＋δｉ＋１ａ＋δｉ＋２ｂ＋… ＋ｕｔ
　　模型前半部分与有限分布滞后模型意义相同，
δｉ＋ｎ代表其他解释变量系数，ａ、ｂ…代表其他解释变
量，ｕｔ为误差项。

３２数据收集及处理
社会卫生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社会捐赠数

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数据

来自保监会历年《保险统计报告》，社会办医疗机构

卫生支出（以下简称“社会办医支出”）数据来自《中

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选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
度进行汇总整理。

３３模型建立及分析
将社会卫生支出（ｓｏｃｉ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ｈｅ）

作为因变量，以尽量避免多重共线为原则，选择社会

保险基金支出（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ｓｍｉｅ）、商 业 健 康 保 险 赔 付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ａｉｄ，ｃｈｉｐ）、非 公 立 医 院 （Ｎ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ｎｈ）数量、社会捐赠（ｓｏｃｉａｌ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ｄ）分
别代表社会医疗保障支出、商业健康保险费、社会办

医、社会捐赠四个方面作为自变量。考虑到医院建

立产生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向模型中加入 ｎｈ
的一阶滞后和二阶滞后项，并且时间序列数据可能

存在时间趋势，为去除趋势选择向模型加入时间变

量ｔ，ｔ＝１作为起始（即２００５年），建立时间序列有限
分布滞后多元回归模型，

ｓｈｅｔ＝α０＋δ０ｓｍｉｅｔ＋δ１ｃｈｉｐｔ＋δ２ｎｈｔ＋δ３ｎｈｔ－１
＋δ４ｎｈｔ－２＋δ５ｓｄｔ＋δ６ｔ＋ｕｔ （１）

ｎｈ从第ｔ期开始永久性提高，会导致ｓｈｅ的长期
变化，ｎｈ的当期和滞后系数之和称为 ｓｈｅ的长期倾
向，虽然 ｎｈ不同时期滞后之间存在多重共线可能，
难以得到有效的δｉ估计值，但是通过对模型的简单变
换也能计算出ＬＲＰ：

令θ０＝δ２＋δ３＋δ４表示ＬＲＰ，则δ２＝θ０－δ３－δ４
将δ２带入模型（１）得到：

ｓｈｅｔ＝α０＋δ０ｓｍｉｅｔ＋δ１ｃｈｉｐｔ＋（θ０－δ３－δ４）ｎｈｔ
＋δ３ｎｈｔ－１＋δ４ｎｈｔ－２＋δ５ｓｄｔ＋δ６ｔ＋ｕｔ （２）

进行数学变换得：

ｓｈｅｔ＝α０＋δ０ｓｍｉｅｔ＋δ１ｃｈｉｐｔ＋θ０ｎｈｔ
＋δ３（ｎｈｔ－１－ｎｈｅｔ）＋δ４（ｎｈｔ－２－ｎｈｔ）（３）

＋δ５ｓｄｔ＋δ６ｔ＋ｕｔ
按照（３）式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表６）。

表６　有限分布滞后多元回归结果

ｓｈｅ 系数 估计标准误 Ｔ值 Ｐ＞｜ｔ｜ ９５％置信区间

ｓｍｉｅ １０２５ ００６６ １５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１８０ １８６９

ｃｈｉ ０３６４ ０３０４ １２０ ０４４３ －３５０３ ４２３１

ｎｈ ２６４６ ０２４０ １１０２ ００５８ －５６９６ ０４０５

ｓｄ ０３９２ ００６１ ６３８ ００９９ －３８９ １１７３

ｎｈｔ－１－ｎｈｔ １２８６ ０１１４ １１３２ ００５６ －２７３０ ０１５８

ｎｈｔ－２－ｎｈ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０ １３９ ０３９６ －９１１ １１３５

ｔ ４６５３２３ ３２２８４ １４４１ ００４４ ５５１１５ ８７５５３２

＿ｃｏｎｓ ６５２５７００ ４９７９５６ １３１０ ００４８ １９８５５８ １２８５２８４０

注：Ｔ值＝系数 ／估计标准误
Ｐ＞｜ｔ｜表示原假设为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更极端结果出现的概率

从结果可以看出，δ０在较小的显著水平上异于
０，δ５、θ０在一般显著水平上异于０，均非常显著，而δ１
在统计上十分不显著。

得到模型：

ｓｈｅｔ＝６５２５７＋１０２４６ｓｍｉｅｔ＋０３６３９ｃｈｉｐｔ
－２６４５７ｎｈｔ－１２８５９（ｎｈｔ－１－ｎｈｔ）
＋０１１２１（ｎｈｔ－２－ｎｈｔ）＋０３９２０ｓｄｔ
＋４６５３２３４ｔ＋ｕｔ

４结果与讨论

４１从模型角度讨论医疗支出的预测
在上述对中国卫生支出进行实证预测过程中，

建模数据满足平稳性的条件，模型的选取具有一定

的理论基础，通过了残差的白噪声检验，从理论上证

明了ＡＲＩＭＡ模型的有效性。从预测的结果看，２０１４
至２０２０年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值的误差有限，模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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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预测中的结果较准确，从实际的数据上验证了

模型的有效性。该模型能够应用于对未来中国卫生

支出数据的预测，其结果可以有效反映中国卫生支

出发展情况。

４２综合预测结果对中国卫生支出进行讨论
４２１三种卫生支出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社会卫生支出的增
长率从１５％波动上升至２３２％，政府卫生支出增长
率从１４９％逐渐增加到１５７％，而个人卫生支出的
增长率呈现１１１％稳定增长态势，结合各支出的历
史基数，显示社会卫生支出正在并且将持续以超过

其他两项支出的速度和金额高速增长；个人卫生支

出在增长率上低于政府卫生支出，在实际支出总额

会逐渐低于政府卫生支出，但是总额并没有降低趋

势；在４年内三种支出的关系发生变化，从社会卫生
支出略高于政府和个人卫生支出，而政府与个人卫

生支出相当的态势，发展为社会卫生支出大幅超越

政府和个人卫生支出，政府卫生支出逐渐超过个人

卫生支出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可以推断社会卫生

支出规模庞大，其筹资能力在卫生支出中占据了重

要地位，并且其地位还在不断上升，而政府会持续加

大医疗投入，但是难以短时间降低个人卫生支出。

４２２三种卫生支出占ＧＤＰ比重的变化趋势
卫生总费用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一个重要评价指

标，向决策者展示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

全社会卫生保健筹资水平［１３］，因此，卫生总费用的各

组成部分占 ＧＤＰ的比重反映了一个国家社会、政府
和个人的卫生保健筹资能力水平。观察各项支出占

ＧＤＰ的比重，社会卫生支出在未来卫生支出中占比
最大，并且快速增长；政府卫生支出占比最小，预测

显示未来会保持相对较快增长，并且其占比高于个

人卫生支出占比；个人卫生支出的占比增速较缓，个

人卫生筹资能力水平在卫生筹资格局中的影响在减

弱；在现阶段国家经历产业调整，经济增长放缓的背

景下，医疗支出总体的增长没有放缓。预测分析结

果显示，社会卫生保健筹资水平在医疗保健筹资领

域最高，其筹资能力与潜力远超政府与个人，未来可

能成为医疗服务领域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对卫生事

业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４２３结果讨论
通过预测，从实际卫生支出和占 ＧＤＰ比重两方

面证明了社会卫生支出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

下，应该重视社会领域的资金引入，与此同时，不应

简单的引入医疗资金，片面地认为扩大投资就是解

决医疗问题的途径，而要考虑获得投资以后管理的

有效性。卫生投资高不代表公众医疗水平得到了有

效保障和提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卫生支出是否有

效是一个比投资规模更需考虑的问题。如何达到医

疗投入的最优状态，需要平衡三个矛盾：

（１）能解决政府医疗投入不足与民众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日益增高的矛盾。

（２）能处理卫生支出增加和社会边际健康收益
递减之间的矛盾。［１４］

（３）能缓解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与融资资本
的逐利性的矛盾。［１５］

４３结合实际讨论社会卫生支出影响
４３１实际政策影响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向社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作为新一轮医改的纲领，其中

提到了：（１）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参加商业保险及多
种形式的补充保险解决基本医疗保障之外的需求；

（２）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
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适度降低

公立医疗机构比重，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３）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慈善医疗机构，或向医疗救助、医疗

机构等慈善捐赠。这三点为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稳

定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为社会资本

办医提供了政策支持，并促进了社会医疗捐赠事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新医改不仅是对政府医疗投入和

体制改革的要求，也为社会卫生支出发展规划了方

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医疗领域。

４３２实际经济情况影响
社会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从

统计结果显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对社会卫生支出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符合实际经济情况。社会保险

基金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主要资金来源，必然会对

其产生影响，即保险支出的额度直接关系社会卫生

支出水平，由于其保障的性质，所以会紧随卫生支出

的增减而同步变化；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社会医疗保

障的补充，由于其投保人自愿投保，个人向保险公司

支付保险费的特征，其规模远远小于社会医疗保险，

所以虽然对社会卫生支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是并

不显著；非公立医院数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办

医的发展状况，与常规经济惯性思维不同，非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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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数量和社会卫生支出呈负相关，即每增加一所非

公立医院，社会卫生支出没有因为建设花费而增加，

反而会减少，因为模型考虑了滞后效应，所以有理由

推断非公立医院的存在会在长期水平上减少卫生支

出。非公立医院服务对象主要覆盖自费患者与商保

患者，并且一般拥有先进的管理技术，所以减少了医

疗服务对社会保障的资金要求，本文对ｌｓｍｉｅ（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对数形式）和ｎｈ进行回归来检验这一想
法，如表７，统计结果显示ｎｈ和ｌｓｍｉｅ呈负相关，即每
增加一所非公立医院，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均有所减

少；社会捐赠是社会团体以及爱心人士对医疗服务

领域的捐赠。捐赠一般直接用于受助个人或项目，

所以捐赠的增加正向影响社会卫生支出，与一般经

济事实相符。

表７　回归结果
ｌｓｍｉｅ 系数 估计标准误 Ｔ值 Ｐ＞｜ｔ｜ ９５％置信区间

ｎｈ ０００００７５１ ０００００１９６ －３８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２０２ －０００００３

ｙｅａｒ ０３０９５５９１ ００２１７１４２ １４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９４８６１ ０３５９６３２２

＿ｃｏｎｓ ６１３５０４６ ４３４９２０６ －１４１１ ００００ ７１３７９７５ ５１３２１１７

注：Ｔ值＝系数 ／估计标准误
Ｐ＞｜ｔ｜表示假设原假设为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更极端
结果出现的概率

４４局限与展望
在本文中ＡＲＩＭＡ模型预测情况良好，但其具有

局限性，对未来的长期预测准确性不足，并对突发状

况模拟不足，因此，模型具有优化空间，未来可以基

于ＡＲＩＭＡ模型进行扩展研究，得到更为准确的预测
结果。其次，ＦＤＬＭＲ模型有效分析了社会卫生支出
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医疗改革政策背景，对未来社会

卫生支出发展做出了估计。同时，本文只通过模型

对中国未来卫生支出进行了预测，简单分析了医疗

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认为社会卫生支出将会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成为卫生支出的支柱，结合卫生服务

项目对有效管理以及充足投入的需求，提出引入社

会资本是一个良好的选择，并未对如何吸引资本，以

及如何在尊重资本属性的同时又约束资本等问题进

行详细讨论，也未深入分析医疗改革涉及的其他因

素对社会卫生支出的影响，今后研究可以从以上问

题进行深入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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