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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办医的重量级文件《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下称《
意见》）已正式下发，该意见也成为近十年来颁发的促进社会办医的国字号文件中
，参与部委最多的，此次参与制定的，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中国银保监会等在内，多达十个部委。

政策加码的背景之下，社会办医潮正驶入资本寒冬期。“目前并购的标的医院估值
有降三分之一的，也有降一半的。对比2015年、2016年，资本在并购医院动作上
，着实冷静了不少。”一位从事医疗服务并购的投行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回溯往昔，资本对医院的并购潮，直接的推动力，来自于社会办医政策层面的松绑
。从2010年起，国家开始出台政策鼓励社会办医，且力度在加强。始于2013年的
医院并购潮，也在2016年达到井喷状态。普华永道曾统计过数据，2016年中国境
内医院并购额达到161.27亿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了237%；2016年境内医院并
购笔数达到206笔，而2015年仅有48笔。

但资本的寒冬来得如此迅速。医学界智库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医院并购
交易额仅为2016年的一半，为77.6亿元。资本降温的背后，是大环境传导效应显现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办医进展得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前期各路资本广泛进入，目前是退潮阶段。当然也有一些是资金链的问题，核心
是低估了医疗的长期性和管理难度，这是目前出现低潮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在20
19年国际医疗投融资论坛上，中信产业基金董事总经理、弘慈医疗集团董事长兼CE
O刘东说道。

困扰社会办医的问题很多，包括人才、政策、资本、技术等。最核心的是，谁来支
付的症结尚未破解。在公立医院系统内，医保是最大的支付方。但反观社会办医，
在寻求医保支付上，并不占据优势地位。如以康养产业为例，这是社会办医大力支
持的方向，但支付的问题至今无解，多数康复项目需要依靠患者自费，无法纳入医
保。由于康复周期长，对于患者而言，这意味着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资本寒冬
下，社会办医的支付困扰在日益凸显。“支付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服务的问题。
当你的支付问题解决了，社会办医才真正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深圳市医院协会民
营医院分会会长、深圳龙城医院院长王玉林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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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解决意义有多大

支付问题的解决，对社会办医的推动有多重要的作用。

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台湾找到一些启发。在中国台湾，社会办医是医疗机构的中流
砥柱，有八成以上的医疗机构，由私立经营者运营。其中，又以基层诊所为主。正
是密密麻麻的基层诊所，构建了当地庞大的医疗服务网络。

“在台湾，诊所的数量比便利商超店还要多。2017年，台湾诊所数量达到了1.15万
家；便利商超是9648家。”
台湾联安医疗集团总执行长颜鸿顺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

颜鸿顺表示，在二三十年前，台湾诊所的发展，跟大陆现在的诊所发展业态有些相
像，基本以自费诊所为主，以治疗急性病为主，而慢性病诊所是不存在的。后来台
湾基层诊所能蓬勃发展，缘于二十几年前，全民健保的实施。“全民健保实施后，
医保资源从医疗系统顶层的医学中心，到医院，再到基层诊所等，都进行了全面对
接。换言之，你到诊所来看病，一样可以享有健保，一样可以拿到跟医院相同的药
。”

“虽然我们医保也在控费，医保支付并非那么理想，但医保足以养活基层的诊所，
即‘吃得不算很好，但吃得饱’，所以也就造就了诊所目前‘遍地开花’局面。”
颜鸿顺说道。

第一财经记者近期也随机抽查了几家民营医院支付买单情况，发现患者的自费收入
占据很多医院收入的六成以上。

但是，社会办医全部依靠政府支付买单，也并不现实。如今随着大陆医保控制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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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公立医疗系统的收入受到挑战，社会办医也难以独善其身。

在艾力彼上述关于社会办医行业中顶端医院生存状况调研中，张宁也表示：“我们
进一步观察发现，一旦医保支出减少，也会造成社会办医收入和利润的下降。以药
品零加成为例，该政策实施后，有五成医院利润就下降了10%以上。”

社会办医中，康养是鼓励的方向之一。上述《意见》提出，社会力量在医疗资源薄
弱区域和康复、护理、精神卫生等短缺专科领域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当地政
府可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提供场地或租金补贴和其他支持政策。但这样的支持，还
不够。支付的难题亦在困扰着康养行业。

王玉林表示，我们的养老，现在以居家为主，但有些老人在家解决不了，必须去机
构养老，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没有相当财力的支撑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支付问
题的解决。我国的养老院发展不起来，跟支付没有解决有关，单靠老人自己掏腰包
是解决不了的。

商业保险入局

目前，我国社会办医面临包括人才、政策、资本、技术等多重挑战，但其中最核心
的是谁来支付的问题。在北大医疗集团CEO、北大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宋金松
看来，社会办医，要努力减少对基本医保的依赖，探索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实践，早
日走向多元化支付。

而商业保险的介入，被视为是解决社会办医支付问题的一种较好方式。

事实上，在十部委下发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中也提出，
要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与社会办医联合开发多样化、个性化
健康保险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互补。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
办服务，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承办服务工作，提高基金使用效率。支持商业保险
机构信息系统与社会办医信息系统对接，方便为商业保险患者就医提供一站式直付
结算服务。鼓励商业保险机构投资社会办医。

宋金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国家全面开展医保控费，商业险的发展迎来政策契
机。政府越来越寄望于商业保险承担更重要的任务和角色。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医
疗负担重。对于高端人群而言，医疗体验不佳；对于公立医院而言，社保控费力度
加大，公立医院面临收入减少的威胁。社会办医成功了，肯定是跟商业保险相结合
的；商业保险发展越快，社会办医发展也越快，我们的社会办医发展越快，亦会推
动商业保险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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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社会办医的热潮，促成了商业健康险发展。银保监会公布的《2018年
保险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商业健康险在各大保险业务（产险、寿险
、健康险、意外险）中增速最高，增速达到24.1%，这直接拉动了人身险公司和产
险公司的业务增长。

然而，在社会办医的支持上，商业健康险的种种不足也是日益凸显。在第一财经记
者采访中，产品单一化，是受访者反复提及的问题。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福建医院协会民营分会会长、厦门莲花医院院
长李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养老领域，商业健康险几乎是空白。“我国三年前
，就在全国15个城市进行长期护理保险（下称“长护险”）的试点，但支付依靠的
是医保基金支付。但光靠医保基金来支付，是支付不起的，仍需要其他支付体系介
入。”

“我统计了我们湖南省的情况，2017年，健康险收入是110亿元，但支付却只有40
亿，结余70亿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社保收入是500多亿元，支付百分之八十
以上，结余只有百分之十几。商业保险结余那么多，其实是不太合理的，这说明行
业门槛太高，产品太单一。目前商业保险在执行过程中，理念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商业保险的盘子是可以再做大的。我们有基本医保做支撑，是可以建立起多层次的
商业医疗保险的。”湘雅博爱康复医院院长周江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道。

“目前健康险发展存有挑战，传统重疾保险发展遇到瓶颈，医疗保险缺乏有效的控
费手段、长护险和其他一些新型的健康保险业务受到很大阻碍。”宋金松亦认为。

来自于社会办医疗机构层面，已在先行探索。如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已做了相关的一些保险方案，但还是面临一些局限性，如产品已经有了，但
由于医疗网络不是很强大，病人就医不方便。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保险，告诉你在杭
州只有两个地方可以看，你去么？你会觉得很不方便。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之间
最好是能够联合起来。但联合也会面临问题，就是客户归属权问题，这个网络发展
挺艰难的。大家需要有一个中间带，这个中间带负责客户的分发，根据客户的需求
来做分配。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发展这个中间带。”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副总裁孟浩
亦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道。

再如湘雅博爱康复医院，周江林表示，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里，医院一直在推行康
复的单病种付费，这个推行的前提是要控制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因此，
医院在一直在推行标准化管理。

6月12日，在上述《意见》下发后，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人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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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监管部副主任刘宏健称，保险业可以在两个方面为社会办医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一方面是通过保险产品，为社会办医提供支付保障；第二方面是通过保险资金运用
直接投资社会办医。《意见》的颁布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投资社会办医会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保险业参与社会办医也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多元办医格局和医疗服务竞争
机制，起到推动医疗技术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催化剂”作用。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5 / 5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