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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医疗联合体是由区域医疗中心或三级医院联合二级医院和区域内的一级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组成的跨行政隶属关系、跨资产所属关系的联合体，也称医联体。它是

当前国家卫生和改革高度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开展医疗联合体建设，是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有

效下沉的重要举措，是推动建立合理有序分级诊疗模式的重要内容。

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老龄化的加快和人群疾病谱的改变，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

增加，尤其是对连续性的服务需求。然而，因为各层级和各类型的医疗机构功能定位不明确

、各级医疗机构分属不同层级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以及机构间的无序竞争，我国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出现分层断裂和服务碎片化问题，不能满足居民对健康和卫生服务的需求。因此，应

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包括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整合以及医疗机构间的整合，从而提高

整个体系的能力，满足居民健康需求。  

在国家推动&ldquo;三医联动&rdquo;（医药、医保、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医疗联合体

自2010年起萌芽，历经十年时间，时至今日已经在全国层面形成了具有不同合作模式及特色

的医疗联合方式。  

自2017年原国家卫计委发布医联体试点文件起，医联体进入蓬勃发展阶段。2018年国家公布

了118个城市医联体试点名单，2019年卫健委再次发布医联体试点工作的通知，到2021年四季

度，国家再一次以三明市为典型案例，强调了医联体在分级诊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即通过

横向或纵向整合资源的方式，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截至2021年11月，全国已有205个地

级以上城市开展相关工作，共出现不同形式的医联体近1500组，并组建县域医共体四千余个

。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医联体（医疗联合体）建设市场评估与投资可行性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医疗联合体的基本概念及国际建设模式，接着对中国医疗联合体建设

发展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分别对中国医疗联合体建设状况及发展模式进行了细致解析

，随后报告具体分析了医疗联合体重点区域建设情况及典型案例。最后，报告对医疗联合体

建设的投资潜力及未来发展前景和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国家商务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

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

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医疗联合体有个系统深

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医疗联合体相关市场，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报告目录：  



第一章　医疗联合体相关概述  

1.1　医联体的基本介绍  

1.1.1　医联体概念界定  

1.1.2　医联体建设作用  

1.1.3　医联体建设意义  

1.1.4　医联体建设局限性  

1.2　医联体的主要分类  

1.2.1　按合作关系分  

1.2.2　按医院类别分  

1.2.3　按涉及地域分  

1.3　开展医联体建设给民众带来的便利  

1.3.1　就近就医  

1.3.2　便捷就医  

1.3.3　获得全面服务  

1.3.4　节省医药费用  

   

第二章　2021-2023年国际医疗联合体建设模式分析及经验借鉴  

2.1　国外医联体建设主要模式  

2.1.1　策略联盟  

2.1.2　服务等级网络  

2.1.3　实体区域医疗中心  

2.1.4　委托管理  

2.1.5　集团式联合体  

2.1.6　联合兼并式医院集团  

2.2　美国医联体建设  

2.2.1　医疗资源整合实践  

2.2.2　模式建设状况  

2.2.3　模式发展不足点  

2.2.4　模式优势分析  

2.3　英国医联体建设  

2.3.1　医疗资源整合实践  

2.3.2　模式建设状况  



2.3.3　模式发展不足点  

2.3.4　模式优势分析  

2.4　新加坡医联体建设  

2.4.1　模式建设状况  

2.4.2　模式发展不足点  

2.4.3　模式优势分析  

2.5　国际医联体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2.5.1　政府职能方面  

2.5.2　医联体建设方面  

2.5.3　基层建设方面  

2.5.4　社会认知方面  

2.5.5　配套政策方面  

   

第三章　2021-2023年中国医疗联合体建设发展环境分析  

3.1　经济环境  

3.1.1　宏观经济概况  

3.1.2　固定资产投资  

3.1.3　城镇化发展水平  

3.1.4　宏观经济展望  

3.2　政策环境  

3.2.1　试点工作开展  

3.2.2　政府大力推动  

3.2.3　管理办法发布  

3.2.4　绩效考核方案  

3.2.5　分级诊疗制度  

3.2.6　地方政策动态  

3.3　社会环境  

3.3.1　人口规模与构成  

3.3.2　居民收入水平  

3.3.3　医疗卫生资源  

3.3.4　居民社会保障  

3.4　技术环境  



3.4.1　大数据技术  

3.4.2　区块链技术  

   

第四章　2021-2023年中国医疗联合体建设深度分析  

4.1　2021-2023年中国医联体建设状况  

4.1.1　医联体建设优势  

4.1.2　医联体建设需求  

4.1.3　医联体建设现状  

4.1.4　医联体财务管理  

4.1.5　医联体绩效考核  

4.1.6　对三医联动的影响  

4.2　中国康复医疗联合体发展分析  

4.2.1　基本概念界定  

4.2.2　形成方式分析  

4.2.3　形成动因分析  

4.2.4　主要类型分析  

4.2.5　主要存在问题  

4.2.6　发展对策建议  

4.3　中国儿科医疗联合体发展分析  

4.3.1　儿科医联体的定义  

4.3.2　儿科医联体建设特点  

4.3.3　儿科医联体发展现状  

4.3.4　儿科医联体发展模式  

4.3.5　利益相关者分析  

4.3.6　发展面临的挑战  

4.3.7　发展对策建议  

4.4　医联体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及其运作模式分析  

4.4.1　政府与医联体  

4.4.2　患者与医联体  

4.4.3　核心医院与各成员医院  

4.4.4　医联体与非成员医院  

4.4.5　医联体运作模式分析  



4.5　中国医联体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4.5.1　医联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4.5.2　区域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困境  

4.5.3　医联体建设发展对策建议  

4.5.4　区域医联体信息化建设对策  

   

第五章　中国医疗联合体发展模式分析  

5.1　医联体的组织模式  

5.1.1　医疗联合体  

5.1.2　医疗共同体  

5.1.3　专科联盟  

5.1.4　远程医疗协作网  

5.2　医联体的实践模式  

5.2.1　紧密型  

5.2.2　半紧密型  

5.2.3　松散型  

5.2.4　互联网+  

5.2.5　典型案例  

5.2.6　利益相关者  

5.2.7　对比分析  

5.3　医联体的运作模式  

5.3.1　集团化模式  

5.3.2　委托代管模式  

5.3.3　院办院管模式  

5.3.4　医疗协作模式  

5.3.5　联合兼并模式  

5.3.6　股份制合作模式  

   

第六章　2021-2023年中国重点区域医疗联合体建设状况及规划特点  

6.1　北京医联体建设  

6.1.1　区域医联体建设进展  

6.1.2　区域医联体建设模式  



6.1.3　区域医联体建设特点  

6.1.4　区域医联体发展问题  

6.1.5　区域医联体建设建议  

6.2　上海医联体建设  

6.2.1　区域医联体建设初衷  

6.2.2　区域医联体建设进程  

6.2.3　区域医联体建设状况  

6.2.4　区域医联体制约因素  

6.2.5　推进医联体建设策略  

6.3　扬州医联体建设  

6.3.1　区域医联体基本情况  

6.3.2　区域医联体建设成效  

6.3.3　区域医联体存在问题  

6.3.4　区域医联体发展建议  

6.4　浙江医联体建设  

6.4.1　区域医联体建设模式  

6.4.2　区域医联体建设现状  

6.4.3　宁波医联体建设分析  

6.4.4　区域医联体建设目标  

6.4.5　区域医联体保障机制  

6.5　广东医联体建设  

6.5.1　区域医联体建设成效  

6.5.2　医联体建设指引发布  

6.5.3　区域医联体建设目标  

6.5.4　区域医联体建设保障  

6.6　新疆医联体建设  

6.6.1　区域医联体建设模式  

6.6.2　区域医联体建设任务  

6.6.3　区域医联体建设成效  

6.6.4　区域医联体建设对策  

6.6.5　区域医联体建设目标  

6.7　内蒙古医联体建设  



6.7.1　区域医联体建设状况  

6.7.2　区域医联体建设动态  

6.7.3　区域医联体建设计划  

6.7.4　区域医联体建设措施  

6.8　西藏医联体建设  

6.8.1　区域医疗发展新格局  

6.8.2　区域医联体建设成效  

6.8.3　区域医联体建设动态  

6.9　其他地区医联体建设  

6.9.1　辽宁  

6.9.2　广西  

6.9.3　云南  

6.9.4　河北  

6.9.5　湖北  

   

第七章　2021-2023年中国医疗联合体典型案例分析  

7.1　福州第一医院  

7.1.1　医院基本概况  

7.1.2　医联体建设进展  

7.1.3　医联体建设挑战与机遇  

7.2　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  

7.2.1　集团基本介绍  

7.2.2　集团组织架构  

7.2.3　医改成效显著  

7.3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  

7.3.1　集团基本介绍  

7.3.2　医院品牌影响力  

7.3.3　医联体建设成效  

7.3.4　集团发展策略  

7.4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4.1　医院基本介绍  

7.4.2　医联体建设合作模式  



7.4.3　模式主要存在的问题  

7.4.4　医联体模式改进建议  

   

第八章　2024-2030年中国医疗联合体建设投资分析及前景趋势预测  

8.1　中国医联体建设投资机会分析  

8.1.1　政策支持机遇  

8.1.2　宏观经济利好  

8.1.3　社会需求影响  

8.1.4　技术能力提升  

8.2　中国医联体建设投资风险预警  

8.2.1　政策风险  

8.2.2　财务风险  

8.2.3　社会风险  

8.2.4　管理风险  

8.2.5　技术风险  

8.2.6　投资对策  

8.3　中国医联体建设前景及趋势预测  

8.3.1　未来发展思路  

8.3.2　发展趋势分析  

8.3.3　未来发展方向  

附录：  

附录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  

   

图表目录  

图表　2017-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图表　2017-2021年全员劳动生产率  

图表　2021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图表　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涨跌幅  

图表　2021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涨跌幅度  

图表　2021-2022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图表　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主要数据  

图表　2017-2021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图表　2017-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图表　2017-2021年粮食产量  

图表　2017-2021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建筑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快递业务量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年末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图表　2017-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2022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  

图表　2021-2022年按消费类型分零售额同比增速  

图表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  

图表　2021年三次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  

图表　2021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与运营能力  

图表　2021-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　2022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主要数据  

图表　2021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指标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  

图表　2017-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图表　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主要商品出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主要商品进口数量、金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金额、增长速度及其比重  

图表　2021年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图表　2021年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17-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图表　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构成  

图表　2019-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及床位数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2154.html

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310/41215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