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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研究

韩艳楠!章迪平
!浙江科技学院理学院$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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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了探究中国健康产业目前的发展水平及是
否存在区域差异$首先在明确了健康产业概念及其界定的基础上$从医疗服务水平%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水平%

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健康旅游服务水平和体育健身服务水平六个维度建立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借助这一指标体系对中国近
%V

年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最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对
#$%&

年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产业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健康产业发展迅速但近几年增
速有所下降$正处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阶段(东部沿海地区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地区健康
产业发展需要重视人均层面指标水平&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些对策建议&

关键词!健康产业(区域差异(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
中图分类号!

KD%B

(

X%B

!!!

文献标志码!

A

!!!

文章编号!

%CD%E&DB&

!

#$#%

"

$"E$#B%E$B

?&-&+)*3"%'&+-/)&'&%."43&+,.3#%!/-.)

0

!&2&,"

(

'&%.

,&2&,+%!)&

@

#"%+,!#44&)&%*&-

NA@c,++,+

$

/NA@bW3

S

3+

4

!

:;0((-(.:;31+;17

$

/01

2

3,+

4

5+361*738

9

(.:;31+;1,+<=1;0+(-(

49

$

N,+

4

O0()!%$$#!

$

/01

2

3,+

4

$

P03+,

"

$5-.)+*.

'

A7,+1R3+<)78*

9

$

01,-803+<)78*

9

37

S

-,

9

3+

4

,+3+;*1,73+

4

-

9

3G

S

(*8,+8*(-13+801

+,83(+,-1;(+(G

9

?T+(*<1*8(1H

S

-(*1801;)**1+8<161-(

S

G1+8-161-(.P03+,U701,-803+<)78*

9

,+<R01801*801*1,*1*1

4

3(+,-<3..1*1+;17

$

801

S

,

S

1*.3*78178,J-3701<,+16,-),83(+3+<1H

7

9

781G(.01,-803+<)78*

9

<161-(

S

G1+8-161-.*(G73H<3G1+73(+7

'

G1<3;,-71*63;1-161-

$

01,-80

3+7)*,+;1 <161-(

S

G1+8-161-

$

S

1+73(+ 71*63;1 -161-

$

S

0,*G,;1)83;,- ,+< G1<3;,- <163;1

G,+).,;8)*3+

4

-161-

$

01,-808()*37G71*63;17-161-,+<

S

0

9

73;,-.38+17771*63;17-161-

$

(+801

J,737(.;-,*3.

9

3+

4

801;(+;1

S

8,+<<1.3+383(+(.01,-803+<)78*

9

?:1;(+<

$

R380801,3<(.8037

3+<1H7

9

781G

$

801<161-(

S

G1+8-161-(.P03+,U701,-803+<)78*

9

3+801

S

,78%V

9

1,*7R,7

G1,7)*1<?K3+,--

9

$

S

*3+;3

S

,-;(G

S

(+1+8,+,-

9

737,+<;-)781*,+,-

9

737R1*1)71<8(78)<

9

801



<161-(

S

G1+8-161-,+<*1

4

3(+,-<3..1*1+;17(.01,-803+<)78*

9

3+1,;0

S

*(63+;1

!

,)8(+(G()7

*1

4

3(+

$

G)+3;3

S

,-38

9

"

3+#$%&?FG

S

3*3;,-*171,*;0*17)-8770(R780,8P03+,U701,-803+<)78*

9

0,7<161-(

S

1<*,

S

3<-

9

J)8801

4

*(R80*,810,7<1;-3+1<3+*1;1+8

9

1,*7

$

,+<38373+,78,

4

1(.

8*,+7383(+.*(G03

4

07

S

11<8(03

4

0

e

),-38

9

$

801<161-(

S

G1+8-161-(.01,-803+<)78*

9

3+801

1,781*+;(,78,-,*1,73773

4

+3.3;,+8-

9

03

4

01*80,+80,83+801;1+8*,-,+< R1781*+*1

4

3(+7

(

*1

4

3(+,-01,-803+<)78*

9

<161-(

S

G1+8+11<78(

S

,

9

,881+83(+8(801

S

1*;,

S

38,-161-(.3+<3;,8(*7?

],71<(+8011G

S

3*3;,-*171,*;0*17)-87

$

7(G1;()+81*G1,7)*17,+<7)

44

1783(+7,*1

S

*(

S

(71<.(*

801<161-(

S

G1+8(.01,-803+<)78*

9

?

6&

0

7")!-

'

01,-803+<)78*

9

(

*1

4

3(+,-<3..1*1+;17

(

IPA

!

S

*3+;3

S

,-;(G

S

(+1+8,+,-

9

737

"

G180(<

(

;(G

S

*101+736116,-),83(+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健康产业也迎来了发展良机&与此同时$社会
对健康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些年$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问题及健康产业的发展$

自
#$%#

年以来接连发布了多项关于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文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出台
本地区健康服务业%健康产业相关的规划和政策&

#$%D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明确
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求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大力发展中国健康产业&

目前中国对健康产业的定义主要指医疗卫生服务等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其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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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

%

*

&学术界对健康产业发展水平展
开了大量的研究&李佳朋等)

#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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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健康产业的区域差异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健康产业发展不平衡且存在集聚效应(张骏祥
等)

!

*认为中国健康产业已经初具规模$且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应充分利用资源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王
蓉蓉等)

"

*认为中国健康产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规划不足%发展要素缺乏%产业融合不充分的问
题(黄炎梅等)

V

*

%梁冰华等)

C

*分别运用态势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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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他们都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健康产业在资源和区域位置上
具有优势$但总体发展水平低$缺乏专业性人才(厉小菠等)

D

*分析了杭州健康产业发展的优劣势%机遇和
挑战后$提出要重点关注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建议&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从省域层
面分析健康产业的发展情况&从研究内容来看$大多以健康产业的概念%范围界定%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及相关建议为主&从研究方法来看$多选取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目前还没有
一个公认的指标体系用以研究健康产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健康产业的界定才刚明确$统
计体系刚刚建立$健康产业涉及的行业类别多$数据分散在各个行业$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离测算以获
得合理的数据这一问题仍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

*

V

&对此$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对健康产业的最新定义$在
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建立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
重$采用综合指标法计算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从而对中国近

%V

年健康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定量
分析(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

#$%&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产业发展水平及特征
进行定量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8

!

健康产业的界定
健康产业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主题&

I3-O1*

等)

B

*认为保健产业是为使健康人群避免疾病
的产业$其范围包含了保健食药品业%健身%医疗%健康保险等&

FJ1*-1

等)

%$

*认为健康是一种积极的生活
方式$因而健康产业是提供积极生活方式的产品的产业&宫洁丽等)

%%

*认为健康产业可以分成医疗性和
非医疗性两大类&邹永红等)

&

*

"在研究中将健康产业分为医疗卫生%医药%保健品%健康管理及健康养老
五个领域&汤炎非等)

%#

*则在对健康产业界定进行探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及指数构建逻辑$提出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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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指标体系和指数构成&

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相关文件明确健康产业的概念和分类&

#$%"

年
"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0健康服
务业分类!试行"1

)

%!

*

$明确健康服务业的概念&

#$%B

年
"

月$国家统计局发布0健康产业统计分类
!

#$%B

"1

)

%"

*

$指出健康产业是指以医疗卫生和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为基础$以维护%改善和促进人民群众
健康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与健康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集合$并将健康产
业范围确定为包含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事务%医药制造等

%!

个大类&0健康产业统计分类!

#$%B

"1保留了
0健康服务业分类!试行"1的主体内容$首次明确健康产业的概念和分类范围$对健康产业所涉及的第一%

二产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丰富并调整了健康服务业内容&

:

!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梳理$在现有关于健康产业研究的基础之上$建立健康产业发展水

平评价指标体系&从医疗服务水平%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水平%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健
康旅游服务水平和体育健身服务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测度中国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情况&

:98

!

医疗服务水平
医疗服务与健康的关联程度最大$是健康产业的核心&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员%执业医生%医疗

床位的数量是衡量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各个省份的人口基数不同$本文选取每万人拥有卫
生技术员数%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每万人拥有床位数这

!

个指标作为医疗服务水平的体现&

:9:

!

健康保险的发展水平
健康保险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健康产业的商业规模$因此可以用来衡量健康产业的发展

程度&由于健康保险的形式繁多$为了避免指标体系过于复杂$本文选择商业健康保险%社会保险中的基
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这三类保险的保险费收入和覆盖率作为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的体现&其中$商
业健康保险可分为人身意外伤害险%寿险%健康险三类&

:9<

!

养老服务水平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服务逐渐成为健康产业中的重要一环&养老服务水平可

以从设施数量和服务质量两方面进行测度&其中设施数量主要包括养老机构%床位等硬件设施的绝对数
量和人均占有量$服务质量则包括从业人员水平%服务标准等&考虑到养老服务作为随人口结构变化而
出现的新兴产业$其从业人员业务水平与服务标准尚无明确界定$因此选择养老机构数和养老床位数两
个指标来衡量养老服务的发展水平&

:9=

!

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
医疗服务离不开药品和医疗器械$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医疗服务水平$同时也

是一个地区健康产业硬实力的体现&衡量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可以选用地区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生产企业的绝对数量和生产的技术水平等多个指标&目前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业发展相对均衡$各生产企
业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技术垄断$因此本文选用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和生产企业的数量来反映药品与医疗器
械的制造水平&其中生产企业的数量具体包括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数%医疗器械生产许可企业数&

:9>

!

健康旅游服务水平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旅游需求的增加$健康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出现了健康旅游这一新业态&在现代

社会中$很多人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处于亚健康状态$故健康旅游成为人们自我调节的重要方式&

衡量健康旅游服务水平可以选择旅行社数和旅游业从业人数这两个指标&

:9E

!

体育健身服务水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体育运动作为最有效%最直接的健康管理与健康

促进的方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目前人们进行体育健身的途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政府修建的体育
场馆$这类场馆占地面积大%建筑成本高$但通常带有公益性质向民众提供服务(另一类是商业性质的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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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房$这类场馆占地面积相对较小$以营利性质向公众提供服务&选择商业健身房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这两个指标可以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中国健康产业中体育健身服务的发展水平&

构建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

&

表
8

!

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5,&8

!

F6,-),83(+3+<1H7

9

781G(.01,-803+<)78*

9

<161-(

S

G1+8-16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医疗服务水平!

'

%

"

健康保险发展水
平!

'

#

"

医疗卫生机构数!

'

%%

"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员数!

'

%#

"

每万人拥有执业医生数!

'

%!

"

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

'

%"

"

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

'

#%

"

寿险保费收入!

'

##

"

健康险保费收入!

'

#!

"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

"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V

"

养老服务水平!

'

!

"

药品与医疗器械
的制造水平!

'

"

"

健康旅游服务水
平!

'

V

"

体育健身服务水
平!

'

C

"

养老机构数!

'

!%

"

养老床位数!

'

!#

"

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数!

'

"%

"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企业数!

'

"#

"

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

"!

"

旅行社数!

'

V%

"

旅游业从业人数!

'

V#

"

商业健身房数!

'

C%

"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

C#

"

<

!

实证分析
借助构建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近

%V

年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

年健康产业发展水平及区域差异进行研究&

<98

!

近
8>

年健康产业发展水平测度
本研究选取

#$$V

#

#$%B

年相关数据展开研究$分析中国健康产业的综合发展情况&研究使用的数据
来源于历年0中国统计年鉴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年
报&由于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旅游业从业人数%商业健身
房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这

C

个指标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在本部分的实证研究中暂时未将其纳入实证研究中&

!?%?%

!

数据标准化
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负向指标的处理公式如下'

#B

&

*

$

#

&

*

+

G3+

%

#*#

.

#

&

*

G,H

%

#*#

.

#

&

*

+

G3+

%

#*#

.

#

&

*

( !

%

"

#B

&

*

$

G,H

%

#*#

.

#

&

*

+

#

&

*

G,H

%

#*#

.

#

&

*

+

G3+

%

#*#

.

#

&

*

& !

#

"

式!

%

"

"

!

#

"中'

#

&

*

为原始数据(

#B

&

*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

!?%?#

!

权重的确定
应用

:I::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可得各指
标在综合模型中的系数矩阵

![

)

$?#&V!

!

$?!$&!

!

$?!$&D

!

$?!$C#

!

$?!$&V

!

$?!$"%

!

$?#BD%

!

$?#BC&

!

$?#BB&

!

$̂?%!&"

$?#CC"

!

$?!$$&

*&

可以发现$指标在综合模型中的系数出现了负数$这是由数据标准化处理引起的&出于进一步研究
需要$本文遵循统计学中的

!

$

原则$根据式!

!

"对数据集进行坐标平移$从而消除负数产生的影响)

%V

*

&

"

8

&

$

"

&

4

!

$

& !

!

"

式!

!

"中'

"

&

为原数据集(

$

为原数据集的标准差(

"

8

&

为坐标变换后的数据集&

进行坐标平移后$指标在综合模型中的系数矩阵
!

8

$

)

$;CCV!

!

$;C&&!

!

$;C&&C

!

$;C&C#

!

$;C&&"

!

$;C&"%

!

$;CDD$

!

$;CDCD

!

$;CD&B

$;#"%C

!

$;C"C!

!

$;C&$&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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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系数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权重矩阵
#[

)

$?$&C"

!

$?$&B"

!

$?$&B"

!

$?$&B%

!

$?$&B"

!

$?$&&&

!

$?$&DB

!

$?$&D&

!

$?$&&#

$?$!%"

!

$?$&!B

!

$?$&&"

*&

!?%?!

!

综合评价
根据式!

"

"

"

!

V

"分别计算
#$$V

#

#$%B

年中国健康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各维度发展水平及环比增
长速度$见表

#

"

!

&

'

$

)

"

&

$

%

)

.

*

$

%

#B

&

*

C

&

*

( !

"

"

'

&

$

)

.

*

$

%

#B

&

*

C

&

*

)

.

*

$

%

C

&

*

& !

V

"

式!

"

"中'

'

为综合发展水平(

'

&

为第
&

个维度水平(

#B

&

*

为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

C

&

*

为相应指标的权重&

表
:

!

#$$V

#

#$%B

年中国健康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5,&:

!

P(G

S

*101+7361<161-(

S

G1+8-161-(.P03+,U701,-803+<)78*

9

.*(G#$$V8(#$%B

年份
'

%

'

#

'

!

'

"

'

V

'

#$$V $?$$$ $?$$$ $?$$D $?"&D $?$$$ $?$VD

#$$C $?$&# $?$%! $?$#V $?%VV $?$DV $?$C%

#$$D $?$&C $?$!D $?$DC $?#$V $?%%B $?$&&

#$$& $?$BV $?$B! $?$&$ $?#&& $?%D$ $?%#%

#$$B $?%&# $?%#% $?%%# $?"#B $?%&! $?%&#

#$%$ $?#D" $?%&V $?%VC $?"%D $?#&& $?#"D

#$%% $?!!B $?%B% $?%&& $?""$ $?!#& $?#&"

#$%# $?!BB $?### $?#"& $?V%" $?!&! $?!!D

#$%! $?V%V $?#D! $?!$! $?CV! $?"!# $?"##

#$%" $?VB$ $?!VD $?V#% $?DV" $?"V& $?V#!

#$%V $?C"C $?"DB $?CC$ $?V%% $?V$% $?VDV

#$%C $?D$" $?CDD $?DDC $?!&B $?V%V $?CVC

#$%D $?D&! $?&%% $?&!% $?V!& $?VB" $?DV"

#$%& $?&&C $?&B$ $?&VC $?C&" $?B#& $?&C#

#$%B %?$$$ $?BB" %?$$$ $?&!C %?$$$ $?BDB

平均值
$?"!B $?!VC $?!&B $?"&D $?!B& $?"%$

表
<

!

各维度发展水平及综合发展水平环比增长速度
;+5,&<

!

c1,*E(+E

9

1,*

4

*(R80*,81(.1,;0<3G1+73(+,+<;(G

S

*101+7361<161-(

S

G1+8-161-

年份
'

%

'

#

'

!

'

"

'

V

'

#$$D $?$"& %?B#" #?$&# $?!#" $?VDC $?"!#

#$$& $?%$% %?V!& $?$VB $?"$C $?"!! $?!DD

#$$B $?B%B $?#BD $?"$$ $?"&& $?$DV $?V$D

#$%$ $?V$C $?V#D $?!&V $̂?$#& $?VD" $?!V&

#$%% $?#!D $?$!C $?#%% $?$V" $?%!B $?%"B

#$%# $?%D& $?%VB $?!%V $?%C& $?%C& $?%&&

#$%! $?#B$ $?#!$ $?##% $?#D# $?%#& $?#V%

#$%" $?%"C $?!$& $?D## $?%VV $?$C% $?#"$

#$%V $?$BV $?!"$ $?#CC $̂?!#! $?$B! $?%$$

#$%C $?$B$ $?"%" $?%DC $̂?#!& $?$#& $?%"%

#$%D $?%%% $?%BB $?$D# $?!&! $?%V# $?%"&

#$%& $?%!! $?$BD $?$!$ $?#D$ $?VC" $?%""

#$%B $?%#& $?%%D $?%C& $?##! $?$D& $?%!C

!!

由表
#

可知$

#$$V

#

#$%B

年中国健康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从
#$$V

年的
$?$VD

提高到

VB#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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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年的
$?BDB

$年平均增长达
##?"BZ

&这说明健康产业在这
%V

年内发展迅速&各维度水平中$医疗
服务水平%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养老服务水平%健康旅游服务水平均呈大幅上涨的趋势$年平均增长分别
为

#%?#$Z

%

!B?BDZ

%

"!?#CZ

%

#%?BBZ

&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维度$因
#$$V

年数据缺失$使用的是
#$$C

#

#$%B

年的平均值$因此
#$$V

年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等于
#$$C

#

#$%B

年的平均值&

#$$C

#

#$%"

年$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上升$

#$%V

%

#$%C

年大幅下降$之后
#$%D

#

#$%B

年又继续上
升&究其原因$

#$%C

年有一部分原料药与制剂生产企业因未通过认证而不具备更换许可证的资格$从而
导致原料药与制剂生产企业数相比上年减少了

%D?VVZ

&

表
!

为各维度发展水平及综合发展水平环比增长速度&由于
#$$V

年医疗服务水平%健康保险发展
水平%健康旅游服务水平为

$?$$$

$无法计算
#$$C

年相应维度的环比增长速度$因此表
!

只列出了
#$$D

#

#$%B

年数据&由表
!

可知$虽然近
%V

年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各维度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

但是增长速率在明显放缓&近几年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增长速率均低于这个时期内的平均值&这一方
面是因为健康产业在不断发展$整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每年的增长速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健康
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各维度和综合发展水平的环比增长速率基本上保持一致$且各维度的环比增长
速率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说明整体增长速率的下降是各维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某个维度单独作
用的结果&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维度表现出与其他维度不相同的趋势$如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
平在

#$%V

%

#$%C

年出现了负增长&究其原因是由于国家提高了药品生产的标准$一部分药品生产企业因
未达到国家标准而不具备生产资格$从而导致了这两年原料药与制剂生产企业数下降$进而导致这两年
药品与医疗器械的制造水平下降&这体现了国家对于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即注重高质量发展而非
片面追求增长速度&

相似的结论还可以从
bWI

及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环比增速!图
%

"对比中得到&除了
#$%%

年外$

其余各年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增速均高于同年
bWI

的增速$这说明健康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发展迅
猛$但是近几年健康产业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结合

bWI

的历史发展模式可以预测$未来健康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将是国家宏观政策的重要方向&随着国家对健康产业界定的完善$对这一行业高标准%高要求
将成为必然$因此要科学制定宏观政策$把握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平衡&

图
8

!

bWI

及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环比增速
B#

@

98

!

c1,*E(+E

9

1,*

4

*(R80*,81(.bWI,+<;(G

S

*101+7361<161-(

S

G1+8-161-(.01,-803+<)78*

9

<9:

!

中国健康产业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部分省份的数据仅更新至

#$%&

年$本研究选取
#$%&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展开
研究$分析各省!市%自治区"健康产业的综合发展情况&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
统计年鉴及保监会%民政厅%药监局等政府机关公开的统计年报&由于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基本养
老保险覆盖率%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这

!

个指标及健康旅游服务水平和体育健身服务水平这两个
维度的指标数据无法获得$且部分省份存在数据缺失的情况$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只选取了数据完
整的

#"

个省份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各主成分得分进行聚类分析$以此对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存在的
地域差异进行研究&

!?#?%

!

主成分分析
通过

:I::

软件对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抽样适合性检验!

d,371*E

CB#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第
!!

卷



_1

9

1*EL-Q3+

$

d_L

"值为
$?CD#

$故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我们选择特征值大于
%

的前
!

个主成分
%

%

%

%

#

%

%

!

进行分析$旋转成分矩阵见表
"

&

表
=

!

旋转成分矩阵
;+5,&=

!

X(8,83+

4

;(G

S

(+1+8G,8*3H

二级指标
%

%

%

#

%

!

二级指标
%

%

%

#

%

!

'

#%

$?B!# $?$#& $?%!!

'

!%

$?%D" $?&#B $?$D$

'

"#

$?B%B $?%BC $̂?$%&

'

%%

$?%V" $?&%" $̂?$CB

'

##

$?&V$ $?!CD $̂?$!D

'

!#

$?"&D $?DC& $?%&&

'

"%

$?DC! $?""D $?%#B '

%#

$?##& $̂?$$B $?DVB

'

#!

$?CB$ $?!#B $?$D&

'

%"

$̂?!DV $?!%B $?CBB

'

%!

$?"CB $̂?#&" $?"VC

!!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原理$第一主成分
%

%

是方差最大%对原有指标信息量反映最多的主成分$结合表
"

可知$

%

%

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解释程度均较为充分$因此
%

%

可解释为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情况&

'

!%

%

'

%%

%

'

!#

在
%

#

上有较高的载荷$这
!

个指标主要反映健康产业在医疗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规模$是健康产
业硬件设施的综合体现$因此

%

#

可解释为健康产业的基础硬件设施水平&

'

%!

%

'

%#

%

'

%"

在
%

!

上有较高
的载荷$这

!

个指标分别反映人均拥有医生%卫生技术员和医疗床位数水平$因此
%

!

可解释为人均拥有
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得到如式!

C

"

"

!

&

"所示的
%

%

%

%

#

%

%

!

得分表达式&以
%

%

%

%

#

%

%

!

的方
差贡献率为权重$得到如式!

B

"所示的综合得分
%

的表达式&计算可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

%

%

%

#

%

%

!

%

%

得分$见表
V

&

%

%

$+

$;$&#'

%%

4

$;$#!'

%#

4

$;%C$'

%!

+

$;#%$'

%"

4

$;#CB'

#%

4

$;%BB'

##

4

$;%V$'

#!

+

$;$&&'

!%

4

$;$%$'

!#

4

$;%"B'

"%

4

$;#"D'

"#

(

!

C

"

%

#

$

$;!D#'

%%

+

$;$&!'

%#

+

$;#!B'

%!

4

$;%D&'

%"

+

$;%"D'

#%

4

$;$"$'

##

4

$;$"#'

#!

4

$;!C&'

!%

4

$;#%&'

!#

4

$;$&"'

"%

+

$;$VV'

"#

(

!

D

"

%

!

$+

$;%$C'

%%

4

$;VCB'

%#

4

$;!!C'

%!

4

$;V"!'

%"

4

$;$"#'

#%

+

$;%$%'

##

+

$;$$%'

#!

+

$;$$#'

!%

4

$;$D!'

!#

4

$;$#D'

"%

+

$;$&#'

"#

(

!

&

"

%

$

$;C!%%

%

4

$;#%#%

#

4

$;%VD%

!

& !

B

"

表
>

!

#$%&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主成分得分及综合得分
;+5,&>

!

I*3+;3

S

,-;(G

S

(+1+87;(*17,+<;(G

S

*101+73617;(*17(.1,;0

S

*(63+;1

!

,)8(+(G()7*1

4

3(+

$

G)+3;3

S

,-38

9

"

3+#$%&

省!自治区%

直辖市"

%

%

%

#

%

!

%

省!自治区%

直辖市"

%

%

%

#

%

!

%

江苏
#?$D $?!& $?!B %?"V

安徽
$̂?#" $?#$ %̂?DC $̂?!&

广东
#?CV $̂?$D %̂?V! %?"#

黑龙江
$̂?C" $?%B $̂?$D $̂?!&

山东
$?VC !?!! $?"! %?%!

天津
$?$$ %̂?## $̂?&" $̂?!B

浙江
%?#C $̂?%V %?"! $?BB

福建
$̂?%% $̂?CC %̂?#" $̂?"

北京
%?!% %̂?D$ $?V% $?VV

重庆
$̂?DD $̂?#! $?C# $̂?"!

上海
$?B% %̂?#C %?%# $?"&

内蒙古
$̂?DD $̂?V! $?&$ $̂?"D

湖北
$?!& $?"V $?C# $?"!

广西
$̂?VD $̂?!# $̂?B$ $̂?VD

四川
$̂?%V %?"C $?"" $?#&

云南
$̂?BD $?"C $̂?VC $̂?C

河北
$?#$ $?CC $̂?B" $?%#

新疆
%̂?$# $̂?V% $?BC $̂?C

陕西
$̂?"V $̂?!$ %?"D $̂?%%

贵州
%̂?$B $̂?$# $?"# $̂?C!

湖南
$̂?V% $?"B $?$D $̂?#%

江西
$̂?DD $?#C %̂?DV $̂?D%

辽宁
$̂?CC $?%D %?$$ $̂?##

海南
$̂?C$ %̂?$B $̂?CB $̂?D#

!?#?#

!

聚类分析
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成分得分进行聚类分析&由图

#

可知$分成
V

类或
C

类较好&由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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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若分成
C

类$则第
#

类和第
$

类的类间距离较小$两类的相似度较高$因而分成
V

类较为适宜&

图
:

!

聚类分析碎石图
B#

@

9:

!

b*,61-G,

S

(.;-)781*,+,-

9

737

图
<

!

聚类分析树状图
B#

@

9<

!

=*11<3,

4

*,G(.;-)781*,+,-

9

737

从地理分布来看$第
%

%

&

类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外加部分东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省份(第
#

%

$

%

'

类则都是东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这表明目前中国健康产业发展地域差异显著$且健康产业发展水
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经济发达的省份健康产业发展水平也较高&

从聚类结果来看$山东省自成一类$其
%

%

%

%

#

得分都处于领先位置$

%

#

得分更是位居第一$但是
%

!

得分不高&此外$山东省的综合得分较高$说明山东省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健康产业的基础
硬件设施总体水平远高于其他省份&由于山东省是人口大省$虽然健康产业基础硬件设施总量多$但人
均拥有量不足$人均拥有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排名位于中等&同样$广东省也自成一类$其

%

%

得分位列第
一$

%

#

得分排名居中$但是
%

!

得分非常低$位居倒数第三$综合得分又位居第二&这说明广东省健康产
业发展水平和特征与山东类似$健康产业总体发展水平非常高$但人均拥有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高$并且
相比山东省$广东省的健康产业基础硬件设施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落后&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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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为第
#

类$这
"

地的
%

%

得分都很高$但是
%

#

得分除了江苏省位居第
D

$其他
!

地都位于中等偏下$

%

!

得分和综合得分都很高$位列前几名&这说明这
"

地的健康产业总体发
展水平很高$但是因为人口基数少$面积小$健康产业基础硬件设施总量和其他地区相比较少$但是人均
拥有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较高&第

%

%

&

类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成分得分比第
#

%

$

%

'

类的低$综合
得分也较低&这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不均衡$人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
一定的提升空间&

=

!

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近
%V

年中国健康产业发展迅速$已初具产业规模$但是近几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这表明健康
产业正处于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需要用前瞻性眼光看待健康产业的发展$制定科学
的宏观目标$正确处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二者间的关系$引导健康产业稳定发展&例如药品与医疗器
械制造方面$国家要合理把控行业内的企业数量$既要保持健康产业的稳定发展$又要注重发展质量$不
能一味追求数量$盲目扩张&

第二$目前健康产业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沿海省市健康产业发展水平较高$而中
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健康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尽管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国家的政策
倾斜而存在优势$但其健康产业市场化水平不足导致其发展缺乏动力&这就要求国家通过政策引导$大
力推动中西部地区健康产业的市场化%商业化$以经济发展带动健康产业腾飞$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
异$实现健康产业在全国的整体%协调发展&

第三$要注重人口问题对健康产业发展的影响&山东%广东两省的健康产业呈现出,总体量级大$人
均占有低-的特点&这两个省的人口基数大$虽然在总体层面上$其健康产业发展水平比其他省份高$但
其人均拥有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却较低&在衡量一个地区健康产业的发展水平时$不仅要关注总量水平$

更要注重人均层面上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与健康关联最密切的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要根据不同地区的
人口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使供给与人口构成的动态变化相适应$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能惠及每个居民&

>

!

结
!

语
健康产业逐渐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通过构建健康产业

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用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产业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的一
致性&近年来健康产业发展迅速但发展速度在减慢$发展不平衡$存在较显著的区域差异&由于健康产
业的界定才刚明确$其覆盖的内容多%涉及的范围广$部分指标统计数据存在缺失&政府相关统计部门应
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产业统计体系$为健康产业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从而推动健康产业研究的发展$为
健康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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