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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府厅发〔2021〕27 号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十四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已经省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1 年 10 月 1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江西省“十四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为建立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科学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实现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协调发展，有效提升医疗卫生服务的

公平性、可及性，增强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能力和重大疫情防

控救治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健康江西 2030”规划纲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

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一）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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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进健康江西建设，全省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截至 2020 年末，

全省有医疗卫生机构 36716 个，其中医院 858 个，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 35214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64 个，其他卫生机构 80 个；

卫生人员 36.75 万名，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8.61 万名，床位

28.58 万张。每千人口拥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6.32 张、执业

（助理）医师 2.32 人、注册护士 2.86 人，相比 2015 年分别增

长 40.9%、33.3%和 40.8%。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2.36 亿人次，其中医院占 33.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占 6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3%、其他占

0.1%；住院人数 884.56 万人次，其中医院占 69.7%、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占 23.3%、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占 7%。全省医疗机构病

床使用率为 77.62%，其中医院为 84.75%，医院平均住院日为

8.85 天。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2 岁，婴儿死亡率从 2015 年的 6.9‰

下降到 4.2‰，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10‰下降到 6.6‰，孕产



 - 3 - 

妇死亡率从年 8.69/10 万下降到 5.94/10 万。个人卫生支出占卫

生总费用比重下降至 26.1%左右，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健康江西

建设稳步推进，有效应对处置各类重大传染病等突发疫情，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机遇与挑战。 

1.发展机遇。一是历史发展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九大作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健康中国。卫生健康在“两个一百年”历史

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支撑作用日益凸显。二是变革发展机

遇。新冠肺炎疫情促成历史性的变革，公共卫生安全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基础，需采取更多、更实、更有力举措加大公共卫生

改革力度，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构建强大

的公共卫生体系。三是区域发展机遇。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

区、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

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试验区的建设，为我省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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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临挑战。一是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压力较大，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整体能力有待提升，“重医轻防”状况需要改变。

二是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共建共享的全民健康格局和社会氛围

还未完全形成，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康江西建设步伐需要

加快。三是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数和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与

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差距，优质资源短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不够，扩容与提质压力并存。四是人工智能、5G（第五代移动通

信）、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优化卫生健康资源

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提供了有力

支撑，但推广使用不够。五是多元化资源供给程度不高，群众对

身体健康期望更高，高质量、多样化医疗服务需求增多，健康产

业与事业发展融合度还不够。 

（三）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与健康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江西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首要战略，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深化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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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重预防为主和风险防范、提高质量和促进均衡、资源下沉和系

统协作，促进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施健康江西行动，推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四）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主导、投入保障、管理监督

等责任，通过深化医改，强化资源配置，加大建设力度，维护公

益性，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满足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需

求。 

整体规划、分类指导。强化全行业和属地化管理，统筹城乡、

区域资源配置，统筹预防、治疗、康复与健康促进、中西医并重，

通过整体规划提高综合绩效。根据人口规模与密度、地理交通条

件、疾病谱等因素，合理制定不同区域、类型、层级资源配置标

准。 

需求导向、平急结合。以主要健康问题为导向，扩大资源供

给，提高质量水平，优化结构布局，提升配置效率。立足平时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