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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疗健康产业是以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为目标，主要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与

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关服务，涉及药品、医疗器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健身产品等支

撑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带来了持续增长的医

疗服务需求。全民医疗健康因与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重点关注。国家层面

的医疗服务投入及要素供给持续增加以满足医疗服务的需求。然而如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

家面临的问题一样，没有一种医疗体系是完美的，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服务需求及供

给双重增加的情况下，依然呈现&ldquo;看病难、看病贵&rdquo;的问题，医疗服务的供给端与

需求端出现矛盾。

      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尽管受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呈逐年

下降趋势，但是总人口数依然持续上升，各类医疗机构就诊人数相应增长。

 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数情况

 

      截至 2014 年底我国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 1.3 亿，比例达到 10.1%，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估计，2025年老龄

人口将突破 3 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表明，65 岁以上老年人口组的年均医疗费用

远远高于其他组别的人群，这也说明老龄人口对医疗服务消费较其他组别有更明显的推动作

用。

 各年龄组人群年均医疗花费情况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全景调查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医疗服务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医疗服务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

医疗服务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医疗服务

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医疗服务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医疗

服务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医疗服务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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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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