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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康复医学是一门研究残疾人及患者康复的医学应用学科，其目的在于通过物理疗法、运动

疗法、生活训练、技能训 练、言语训练和心理咨询等多种手段使病伤残者尽快的得到最大限

度的恢复。据统计，发达国家&ldquo;中风&rdquo; 的残疾率为 30%左右，而在中国，残疾率

则高达 75%以上，主要原因就是患者缺少康复治疗环节。在脑血管意外存 活患者中，积极康

复治疗可使 90%患者重新获得行走和生活自理能力，30%患者恢复工作。若不进行康复治疗

，上 述两种慢性疾病恢复者仅为 6%和 5%。  

      康复对慢病的最大特点是患病时间长，患者往往需要持续照护、长期服药、高频复检，且

患者的主动参与程度、自 我管理能力及依从性将会极大地影响疾病发展。因此，对于慢性病

的康复，住院康复和家庭康复是重要的两种途径。 目前我国以住院康为主，但是康复医院的

覆盖度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家庭康复则在西方国家发展较快。

 三级康复医疗体系：专业康复机构将胜出

 康复治疗按照病种分类

 

      目前中国的康复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呈现康复产业规模小，康 复意识薄弱，康复资源不

平均等特点。我国当前康复市场规模仅 200 亿，距离人均最低康复需求仍有一段距离。

 中美康复市场规模及人均康复费用对比

 

      我国康复医疗起步很晚，自1982年卫生部提出&ldquo;选择若干医疗机构试办康复中

心&rdquo;以来，我国康复医疗机构建设从点到面，逐步发展壮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卫生

部启动医院评审工作以来，要求三甲医院应当建立康复医学科，更是有力地推动了各级医院

康复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这些医疗机构与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一起，构

成了康复医疗服务的基本网络。截至2015年底，全国已有残疾人康复机构7111个。在932个市

辖区和2024个县（市）开展社区康复工作，已建社区康复站的社区总数22.2万个，配备40.6万

名社区康复协调员，为181.4万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康复医疗市场深度研究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康复医疗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康复医疗规模及消费

需求，然后对中国康复医疗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康复医疗面临的

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康复医疗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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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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国康复医疗市场前景展望（ZY ZM）

12.1　康复医疗行业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当前康复医学的发展仅仅满足了我国康复的小部分需求，仍有大量康复需求人群未被满足。

预计2022 年中国 康复市场将达到 1000 亿。短中期市场容量测算：按照基本满足我国康复需求



的水平，目前行业年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 18%，预测至 2022 年我国康复医疗产业规模有望达到

1033 亿元。长期整体市场容量测算：参考美国人均康复 消费标准 80 美元/人，我国康复医疗

理论市场容量将达 6500 亿。随着中国老龄人口逐年增加、医保政策对残疾人以 及住院患者的

覆盖度提高，未来 &ldquo;预防、治疗、康复&rdquo;理念的将更深入人心。相信随着我国医

疗体系逐渐向西方发 达国家靠拢，未来康复行业市场容量将有超预期表现。

 预期 2022 年我国康复市场规模将达到 1000 亿

 

12.1.1　康复在未来医疗体系中愈加重要

12.1.2　中西医的融合趋势

12.1.3　康复医疗服务对象的扩展

12.2　中国康复医疗的未来发展方向

12.2.1　整合康复医疗资源

12.2.2　规范康复医疗机构建设

12.2.3　加快康复医学人才培养

12.2.4　形成康复医疗服务产业化

12.3　2017-2022年中国康复医疗行业预测分析

12.3.1　2017-2022年行业发展影响因素预判

12.3.2　2017-2022年康复医疗机构数量预测

12.3.3　2017-2022年残疾人康复需求规模预测

 

附录：

附录一：《康复医院基本标准》

附录二：《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建设与管理指南》

附录三：《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7-2022年）》

 

图表目录： 

图表1　2014-2016年世界工业生产同比增长率

图表2　2012-2016年世界三大经济体GDP环比增长率

图表3　2013-2016年世界及主要经济体GDP同比增长率

图表4　2014-2016年三大经济体零售额同比增长率

图表5　2014-2016年世界贸易量同比增长率

图表6　2014-2016年波罗的海干散货运指数



图表7　2014-2016年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率

图表8　2014-2016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失业率

图表9　全球贸易量实际值和长期趋势

图表10　2015年全球需求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11　2015年世界降息经济体

图表12　2015年升息经济体

图表13　2015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势

图表14　2015年新兴市场股指走势

图表15　2015年美元指数及美元兑欧元和日元走势

图表16　2015年美元兑卢布走势

图表17　2015年每单位外币兑美元走势

图表18　2012-2016年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名义指数走势（2011＝100）

图表19　2013-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累计同比）

图表20　2014-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累计同比）

图表21　2005-2016年全国粮食产量

图表22　2015-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23　2015-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24　2015-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25　2015-2016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26　2015-2016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情况（月度同比）

图表27　2014-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累计同比）

图表28　2014-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29　2014-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累计同比）

图表30　2014-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月度同比）

 

  详细请访问：http://www.abaogao.com/b/yiliaoqixie/X05043KXZ5.html

http://www.abaogao.com/b/yiliaoqixie/X05043KXZ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