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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2012年，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

基层综合改革稳步推进，运行新机制进一步巩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更加规范，服务质量逐

步提高。中央投入97亿元，建设县级医院197所，乡镇卫生院6686所。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诊疗量41.1亿人次，同比增长7.9%，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59.4%。服务对象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满意度达92.3%，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

　2012年，全国参合人数达8.05亿，参合率98%。人均筹资水平达到30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报

销比例提高到75%左右。同期，农民住院自付费用占人均年收入的比重下降到24%，超过80%

的统筹地区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省为单位全面推开儿童白血病等8类大病保障工作，并

将12类病种纳入重大疾病保障试点范围。

　2013年上半年，全国新农合总体运行平稳。截至6月底，全国参合人口8.02亿人，参合率

达99%，基金使用率约为49%，基金支出在可控范围内。2013年上半年，参合农民累计受益8.6

亿人次，比2012年同期增长了16.2%。

　2010年，国家发改委、卫生部启动了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计划在3年内安排投

资360亿元重点支持全国2176所县级医院建设，到2015年，县级医院全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

同时，我国还启动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动员全国的公立医院建立大医院支持基层和农村的

长效机制。随着新农合补助标准、农民住院报销率、报销封顶额的逐步提高，我国农村医疗

需求将大幅释放，农村医疗服务、农村医药消费、农村医疗器械等市场都将随之大幅增长。

　本行业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医院协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内外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农村医疗市场研究单

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查资料，立足于医疗市场整体发展大势，对

中国农村医疗市场的发展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保险、主要区域、农村医药市

场 农村医疗机构的建设、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等进行了分析及预测，并对未来农村医疗市场发

展的整体环境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和研判，最后在前面大量分析、预测的基础上，研究了农

村医疗市场今后的发展与投资策略，为农村医疗相关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先机，根

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

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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