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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业·

基于优先序的健康服务产业供给选择路径研究

严云鹰　陈　菲　雷　雪　孙　月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国民健康社会风险预警协同创新中心　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目的：为满足居民对健康服务需求的多元化趋势，基于优先序视角探寻健康服务产业供给选择
路径，为政府优化健康产业结构提供思路借鉴。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全国３４个城市的１１８７
名居民进行调查，通过卡方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建立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耦
合模型对供给优先顺序进行类别划分。结果：居民对健康服务产业的需求度与满意度均较高，其中居民需求

度和满意度耦合值最高的是健康保障服务产业，其次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产业、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等９
项产业，健康教育服务产业得分最低。结论：基于模型将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亚类划分为三类供给路径。Ｉ类
为最急需供给产业类型，应最优先供给；Ⅱ类为需求型供给产业类型，在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应大力发展；Ⅲ类
为培育型供给产业类型，需要培育市场需求后合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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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服务业是指以维护和促进人类身心健康为
目标的各种服务活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健康

管理与促进服务、健康保险与保障服务以及其他与

健康相关的服务。［１］随着居民物质生活水平与健康

素养水平的提升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变，过去单一的

只针对医疗卫生服务的健康服务需求如今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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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层次的趋势发展。与此同时，在“健康中国”的

大背景下，我国健康服务产业将迅速崛起，成为“十

三五”经济转型中的关键因素［２］，所以大力发展健康

服务产业是顺应时代发展和居民需要的必要选择。

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对我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整体规

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发展健

康服务业的重要性，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的健康服务。目前我国健康服务产业结构体

系较为完整，但产业各项亚类发展不协调，供需不平

衡，规模差异较大，发展速度和人员分布不均，存在

形成新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风险［３］，因此明确健

康服务业优先顺序，有针对性地供给差异化发展路

径，是目前健康服务产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建立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耦合模型，确定

健康服务产业发展优先序，分析健康服务产业供给

选择路径，为政府优化产业结构决策提供思路借鉴。

１资源与方法

１１资料来源
按照地理区位将全国划分华东、华北、华中、华

南、西南、西北和东北片区，在每个片区抽取２～４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结合省会优先与随机抽样原
则，再从每个省抽取１～３个重点城市，共抽取２２个
省级行政区，３４个城市。２０１７年８月，采用现场问卷
与微信网络推送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３４个城市居
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１３６０份问卷，有效回收１
１８７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７２８％。其中委托各省市当
地高校教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进行现场调查的

问卷５１４份，通过微信进行网络推送的问卷６７３份。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１）年龄≥１８周岁；（２）在所
在地区居住６个月以上；（３）愿积极配合调查，提供
真实情况的居民。问卷排除标准：（１）信息不完善，
选项存在缺失项；（２）存在明显的逻辑性问题。

１２问卷设计
问卷参考国家统计局《健康服务业分类（试行）》

办法［４］，以产业服务对象为分类标准，将直接服务居

民的产业纳入生活性服务业类别，包括医院服务产

业、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产业、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

业、健康教育服务产业、社会健康服务产业、体育健

身服务产业、健康咨询服务产业、健康保险服务产

业、健康保障服务产业、健康相关产品零售服务产业

和健康设备与用品租赁服务产业共１１项健康服务
产业亚类。本研究选取这１１项与居民直接相关的
生活服务亚类进行讨论，且各项亚类间不存在重复

与交叉。问卷第一部分为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工作情况、医保形

式等；第二部分为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亚类的需求度
与满意度评价，均采用１０级评分量表。需求度评价
分数设计：１分为不需要，１０分为需要，２～９分代表
需求的程度，分值越高代表越需要该产品；满意度评

价分数设计：１分为不满意，１０分为满意，２～９分代
表满意的程度，分值越高代表越满意该产品。

１３分析方法
运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通过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对居民健康服务产业的满意度和需求

度进行描述性分析，运用卡方检验分析１１项健康服
务产业满意度和需求度的差异性，应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方法对需求度与满意度得分的数
值和排序进行分析，绘制散点图建立需求度与满意度

二维耦合模型，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的人群中，男性为４３７人（３６８２％），

女性为７５０人（６３１８）；年龄以２０～３９岁年龄段为
主（５１５％）；已婚居民占７１８６％；文化程度以大专
及以上为主 （７５９９％）；工作情况以在业为主
（７７５１％）；４４７人的收入在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元，占
３８９７％；医疗保障形式以城镇职工医保为主
（６８４９％）；医保覆盖率为９４５２％。

２２居民健康服务产业需求度与满意度
运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测量居民健康服务产业

需求度与满意度的信度，系数 ＞０８代表可信度高，
检验得到１５项健康服务产业需求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为０９２８，满意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６８，
说明调查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运用 ＫＭＯ统计量
对居民健康服务产品需求度与满意度的效度进行检

验，ＫＭＯ值＞０９代表效度非常高，１１项健康服务产
业需求度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９０３，满意度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９０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为００００，
说明调查结果效度很好。

２３健康服务产业需求度分析
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亚类的需求度得分按照从高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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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低排序，其中前三位是健康保障服务产业、专业公

共卫生服务产业、基层医疗卫生服产业，得分分别为

８２３分、７０３分、６８４分；得分后三位是社会健康服
务产业、健康相关产品零售服务产业、健康教育服务

产业，分别为６２０分、６０３分、５９９分。卡方检验结
果显示，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的需求度得分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表１　健康服务产业需求度分析

编号 健康服务产业亚类 需求度得分 排序 Ｘ２ Ｐ

１ 医院服务产业 ６７５ ５
２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产业 ６８４ ３
３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 ７０３ ２
４ 健康教育服务产业 ５９９ １１
５ 社会健康服务产业 ６２０ ９
６ 体育健身服务产业 ６８３ ４
７ 健康咨询服务产业 ６３１ ８
８ 健康保险服务产业 ６４３ ７
９ 健康保障服务产业 ８２３ １
１０ 健康相关产品零售服务产业 ６０３ １０
１１ 健康设备和用品租赁服务产业 ６５７ ６

８７５４２００００

２４健康服务产业满意度分析
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亚类的满意度得分按照从高

到低排序，其中前三位是健康保障服务产业、健康教

育服务产业、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分别为 ７００
分、６８８分和６７５分；得分后三位是医院服务产业、
体育健身服务产业、社会健康服务产业，分别为６３３
分、６３２分、６１７分。卡方检验结果表明１１项健康
服务产业亚类间的满意度得分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

意义（表２）。

表２　健康服务产业满意度分析

编号 健康服务产业亚类 满意度得分 排序 Ｘ２ Ｐ

１ 医院服务产业 ６３３ ９
２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产业 ６７０ ４
３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 ６７５ ３
４ 健康教育服务产业 ６８８ ２
５ 社会健康服务产业 ６１７ １１
６ 体育健身服务产业 ６３２ １０
７ 健康咨询服务产业 ６４０ ８
８ 健康保险服务产业 ６４１ ７
９ 健康保障服务产业 ７００ １
１０ 健康相关产品零售产业 ６５２ ６
１１ 健康设备和用品租赁服务产业 ６６８ ５

２２５２３００００

２５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耦合模型检验
经过条件匹配，需求度与满意度的得分数值使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来检验相关性，需求度与满意度
的得分排序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来检验线性相关

程度。结果显示，满意度得分与需求度得分数值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为００４８（Ｐ＝０８３３），满意度与需
求度得分排序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 ００４５（Ｐ＝
０８４１）。一般认为，如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小于
０１，则变量的相关性很低或不相关。从得分的数值
和排序两方面来看，居民对１１类健康服务产业的需
求度和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所以基于满

意度与需求度二维耦合模型来确定健康服务产业供

给优先序是符合条件的。

２６健康服务产业供给优先序分析
将表１与表２的需求度得分与满意度得分转化为

Ｌｉｋｅｒｔ五点计分形式，得分在０～２之间为完全不需要
或非常不满意，２～４之间为比较不需要或比较不满
意，４～６之间为一般需要或一般满意，６～８之间为较
需要或较满意，８～１０之间为非常需要或非常满意。
基于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耦合模型绘制散点图

（图１），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分布在３个区域。将位于
非常需要且比较满意区域的产业定为Ⅰ类产业，将位于
比较需要且比较满意区域的产业定为Ⅱ类产业，将位于
一般需要且比较满意区域的产业定为Ⅲ类产业。

结合图１的结果，按照“需求度优先，参考满意
度”的原则，综合对１１项健康服务产业亚类进行供
给优先排序，结果如下：最急需供给产业类型（Ⅰ
类），应最优先供给的产业类型；需求型供给产业类

型（Ⅱ类），在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的产业类
型；培育型供给产业类型（Ⅲ类），大力培育市场需
求，合理发展的产业类型。

３讨论

３１Ⅰ类最急需供给产业类型的居民需求度与满意
度最高

健康保障服务产业处于需求度很高、满意度较

高的水平，两个维度得分都是 １１项产业中的最高
分，为Ⅰ类最急需供给产业类型，位于供给优先序的
第一位，说明居民对现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认可

度较高。在调查的１１８７名居民中，基本医保覆盖率
为９４５２％，主要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
疗保险参保率为１０４５％，一方面说明居民的医疗保
险形式仍然较为单一，由市场提供的健康保险服务

产品没有被居民接受并消费，健康保险服务市场开

发有限，存在巨大市场潜力，另一方面也表明目前健

康保险服务市场在吸引居民参保方面存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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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１中各数字代表的健康服务产业亚类是：１医院服务产业；２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产业；３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４健康教育

服务产业；５社会健康服务产业；６体育健身服务产业；７健康咨询服务产业；８健康保险服务产业；９健康保障服务产业；１０

健康相关产品零售产业；１１健康设备和用品租赁服务产业。

图１　基于需求度与满意度二维耦合模型的健康服务产业分布散点图

３２Ⅱ类需求型供给产业类型的需求度与满意度均
较高

本次调查中，医院服务产业、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产业、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社会健康服务产

业、体育健身服务产业、健康咨询服务产业、健康保

险服务产业、健康相关产品零售产业和健康设备和

用品租赁服务产业９项Ⅱ类需求型健康服务产业
类型均处于需求度较高的水平，占比８１８％。总体
而言，人们对整个健康服务产业的需求度较高，但

需求仍集中在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产业、医院服务产业这三类医疗卫生服务

上，提示健康服务市场有待多样化发展，市场活力

亟待激发；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在不断推进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路上，大多数居民对目前改革成效的

态度明朗。

３３Ⅲ类培育型供给产业类型的满意度较高而需求
度不高

健康教育服务产业这１项Ⅲ类培育型供给产业
处于需求度一般、满意度较高的水平，其中需求度得

分仅为５９９分，是１１项亚类中得分最低的产业。健
康教育服务产业包括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普通高等

教育、体校及体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服务。［４］需

求度不高的原因可能与居民的认知水平有关，由于

健康教育服务产业的专业技术性质较高，大多数居

民对这一产业的认知度较低，认为这类产业的服务

对象仅是专业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而与自身健康

并没有直接关联或作用不大，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样

是这类产业的受众，同样能从健康教育知识的学习

中受益。

４基于优先序的健康服务产业供给选择路径

４１优先发展Ⅰ类健康保障服务产业，发挥健康保险
服务产业的补充作用

Ⅰ类最急需供给产业类型的居民需求度与满意
度最高，应优先供给这一产业，满足居民的高需求，

同时发挥健康保险服务产业的补充作用，两种产业

均衡发展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政府应真正发

挥健康保障服务产业的主要作用，进一步扩大基本

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真正促

进健康保险服务产业的补充与支撑作用，完善鼓励

政策引导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同时注重做好二者的

衔接，避免保障不充分和相互挤占空间，真正形成政

府、医院与基本医保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

制。一是通过宣传，鼓励城乡居民购买商业健康保

险，让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显性化，并做好与基本医疗

保险的有机衔接。二是放宽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准

入，做到“宽进严出”，同时做好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

质量质控工作。［５］三是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增设健康

保险险种，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根据市场需求设计差

异化健康保险产品，加强失能、护理、养老、医疗责任

等服务内容创新，满足客户多元化健康保障需求。

４２结合区域特点按需供给Ⅱ类需求型供给产业类
型，发展多种健康服务业态

Ⅱ类需求型健康服务产业类型的需求度与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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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较高，应该结合区域实际情况按需供给，通过发

展多业态、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产业来不断提高居民

需求度与满意度。一是结合区域内外环境优势，在

充分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产业基本与引导作用的基础

上，不断推动非基本、多层次的健康服务业发展，促

进健康服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多种服务业态

共同发展的平衡局面。［６］二是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

医，遵循市场规律，不仅要保障核心的医疗卫生服务

产业，更要促进健康相关支撑产业的融合发展，以满

足居民多元化、多层次的健康需求，形成全面、系统、

整合的健康服务产业格局。在不断激发居民多元化

需求的同时，保证满意度同步提高。三是注重医、

教、研一体化和健康服务集群特色的培养发展，培育

健康消费市场和服务购买机制，营造一个公平的社

会办医发展环境。［７］四是在保障基本医疗服务的基

础上，加强在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产业和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的投入，基于智慧社区不断创新医养结合模

式［８］，增加家庭医生入户签约率，鼓励医疗卫生机构

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合作，深入推行分级诊

疗，进一步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４３培育市场需求后合理发展Ⅲ类培育型供给产业
类型，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Ⅲ类培育型供给产业类型的满意度较高而需求
度不高，应先采取措施增强居民的健康素养，进一步

培育居民对这一产业的需求之后再来合理发展这一

产业。一是建立专业健康教育或健康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创新产业发展模式，鼓励社区与专业健康教育

培训机构联合开展健康科普知识活动，通过适当的

奖励机制来引导居民积极主动学习健康知识；二是

借助媒体舆论的宣传引导作用，利用电视、微信、微

博等电子信息平台，宣传正确的健康意识和知识，如

就医看病、养生保健、康复养老等方面的知识，扩展

居民的知识面，提高居民对正确健康知识的认知，进

一步培育健康服务需求，缓解医患间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三是要加大力度整顿规范媒体健康节目，积

极宣传先进健康科学技术，减少错误信息的报道，确

保传播渠道的正规性和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实现居

民健康素养与城市同步发展。［９］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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