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31 Ｎｏ. 7(Sum No. 353) Jul. ２０12

《中国卫生经济》 第 31 卷 第 7 期 （总第 353 期） 2012 年 7 月理论研究

1 引 言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国计民生， 是我国改革亟待解
决的重点问题。 我国政府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
增长较快， 2003 年至 2008 年，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从
831 亿元增加到 2 826 亿元， 年均增长 27.74%， 高于同
期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 尽管如此， 由于人口基数大，
我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仍然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2009 年
初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医改方案， 在政府财政支出有限的
条件下， 再继续增加投入力度的可能性不大。 目前的现
实情况是， 一方面全国以及各省、 市直属的市级大医院
以及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等三级医疗机构过度使用，
“一号难求”、 通宵排队现象屡见不鲜， 广大居民尤其是
农村居民 “看病难、 看病贵” 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很多
家庭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 另一方面， 某些一、 二级医
疗机构特别是农村乡镇卫生院又有大量的卫生资源闲

置， 部分地区的乡镇卫生院病床利用率甚至为零， 造成
资源的严重浪费。 因此， 在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投入过
程中， 提高其投入产出绩效异常重要。 在地区卫生医疗
系统投入产出效率评价的相关研究文献中， 大多都采用
了数据包络分析 （DEA） 的非参数方法， 但是这些研究
都没有注意到我国城乡在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方面

存在巨大城乡差距这一事实 [1-6]。 基于此， 本文将利用非
参数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分解的方法， 通过对我国各地
区城市和农村卫生经济系统投入产出效率的分解及对

比， 揭示出我国城乡卫生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性，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我国公共卫生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
的选择途径。
2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及处理

本文选择 2002年至 2007 年我国各地区城市和农村
卫生经济系统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其中
城市卫生经济系统用各地区医院所对应数据来表征， 农
村卫生经济系统则以各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相应数据来

表征。 基于此，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参考已有研究对
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取 2002—2007 年间我国
各地区城乡每千人卫生机构数量 X1 （对于城市是每千
人医院数， 农村则是每千人乡镇卫生院数， 下同）， 每
千人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X2， 每千人卫生机构专业
人员数 X3以及人均卫生总费用 X4 （包括政府预算支出、
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 作为投入变量。 此外，
选择各地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 的诊疗人次比率 Y1、
各地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 的住院人数比率 Y2、 各地
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 病床使用率 Y3 和各地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 患者平均住院日 Y4作为我国城乡卫生经

济系统的产出变量 （表 1）。 事实上， 是否将患者平均
住院日作为卫生经济系统产出变量是存在争议的。 例
如， Kirsi Vitikainen 等 [7]认为患者平均住院天数越低，
体现医院的效率越高， 因此不应该将平均住院天数作为
产出变量。 本文认为在我国城乡二元医疗体制下， 患
者平均住院日体现了各地区城乡不同医疗机构吸引以及

处置病人的能力， 因此将其纳入到产出变量当中。
所有原始数据来自于 2003—2008 年历年 “中国卫

生统计年鉴” 和 “中国统计年鉴”。 在 2002 年以前， 对
医院、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诊疗人次和住院人数的统计
只有全国总量数据， 没有各地区的数据。 “中国卫生统
计年鉴” 从 2003 年开始有各地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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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机构数量、 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量、 卫生机构专业
人员数量以及各地区医院、 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和住院
人数等统计数据。 因此， 选择 2002—2007 年的数据主
要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各投入产出变量的具体获取及
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 各地区农村卫生经济系统投入变量中的 X1、
X2、 X3以及产出变量 （包括各地区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
及住院人数， 各地区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及平均住院
日） 直接来自于相应年份的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各
地区城市卫生经济系统产出变量 （包括各地区医院诊疗
人次及住院人数， 各地区医院病床使用率及平均住院
日） 直接来自于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投入变量中的
医院机构数 X1来自于卫生统计年鉴。 各地区医院床位
数 X2不能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 通过各地区医院卫生
院床位总数减乡镇卫生院床位数得到； 同样， 各地区医
院人员数 X3则通过各地区卫生人员总数减各地区乡镇

卫生院人员数得到。
其后， 将各地区城乡卫生经济系统投入变量中的

X1、 X2、 X3以及产出变量中的 Y1、 Y2在处理过程中分别

除以各地区城镇、 乡村人口数量， 将投入产出变量变成
强度向量。 这种处理方式增强了公共卫生资源在全国各
地区投入产出的可比性。 其中， 2005—2007 年各地区
城乡人口数据直接来自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 。
2002—2004 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各地区分城乡
的人口统计数据， 需要进行一下处理。 根据 “中国卫生
统计年鉴” 中可获得的数据， 用各地区农村乡镇卫生院
床位数除以每千农业人口床位数， 得到各地区农业人口
数， 再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上各地区人口总数， 就可
得到各地区的城镇人口数。

此外， 投入变量中各地区城乡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数
据也无法直接获得， 需要进行处理。 从 “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 中可以得到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率， 用这个
比率乘以各地区 GDP 得到各地区城乡加总的卫生总费
用。 另外， 从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分别可以得到全
国城市和农村的人均卫生总费用。 这里将全国城市与农
村人均卫生总费用的比值作为各地区城乡人均卫生总费

用的比值来考虑 （由于数据的可获性， 只能将卫生总费
用占 GDP 比率这一全国总量数据作为各地区的数据，
这样做虽然会产生一定的误差， 但由于城乡二元化现象
在全国各地区普遍存在， 体现在各地区城市、 农村人均
卫生总费用投入上的差距， 因此这样处理不会影响实证

研究的结果； 各地区城市与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比值也
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 这样以 2007 年为例， 全国城
市人均卫生总费用为 1 480.1 元， 全国农村人均卫生总
费用为 348.5 元。 把各地区城市人均卫生总费用设为 x,
则各地区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等于 348.5 除以 1 480.1
再乘以 x， 将它们分别乘以各地区城镇、 农村人口数后
再求和， 令其等于各地区城乡加总的卫生总费用。 这样
就能够获得我国城乡各地区人均卫生总费用数据 （2007
年卫生总费用相关数据来自于卫生部 2008 年卫生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 其他年份各地区城乡人均卫生总费用采
取同样的计算方式得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在产出变量的选择上， 除了本
文中的 4个指标外， 理论上应该将各地区人口期望寿命
纳入到产出变量中， 因为这个指标直接反映了卫生经济
系统的产出效果。 遗憾的是， 由于最近只有 2000 年的
人口普查数据， 因此各地区人口期望寿命的面板数据无
法获得。
3 我国城乡卫生经济系统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的测度

及分解

本文整理 2002—2007 年我国各地区城乡卫生经济
系统投入产出数据， 将各地区城市与乡村 60 个卫生经
济系统作 为 决 策 评 价 单 元 （ decision making unit，
DMU）， 运用 F覿re 公开的 on front 2.01 软件运行计算，
可以得出 5年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其配置效率与技
术进步率等的分解结果。 其中 Mi 代表基于投入的曼奎
斯特生产率指数， MiECH 代表技术效率 （配置效率）
的变化， MiTCH 代表技术水平的变化， 即技术进步率。
为了简便起见， 将各地区农村用数字 1 来表示， 各地区
城市用数字 2来表示。 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于本文
所定义的基于投入的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是 F覿re 的 on
front 2.01 软件所测算的基于投入的生产率指数的倒数，
因此， 根据软件的测算结果， 采取了取倒数的处理方
式 ； 另外 ， 由于篇幅所限 ， 本文在此仅列出 2002—
2007 年间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结果的平均值。
当然， 这不排除某一地区在某一年份的变化值与总体平
均变化值存在不符之处， 但这并不影响研究结论， 如需
要各年度的测度结果可向本文作者索取）。
4 研究结论分析

首先， 从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看， 无论是农村还是
城市， 我国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的生产率环比指数的
全国平均值均小于 1， 这说明 2002—2007 年间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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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国城乡卫生经济系统投入与产出变量

投入变量

X1：城市（农村）千人卫生机构数

X2：城市（农村）千人卫生医疗机构床位数

X3：城市（农村）千人卫生机构专业人员数

X4：城市（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

产出变量

Y1：各地区医院（乡镇卫生院）诊疗人次比率

Y2：各地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住院人数比率

Y3：各地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病床使用率

Y4：各地区医院（乡镇卫生院）患者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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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的生产率变化趋势总体上是进步

的。 从农村来看， 除山西省外， 2002—2007 年间我国
农村各地区生产率指数的平均值都小于 1， 表明其生产
率从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其中上海农村地区的生产率
进步最为明显。 这是因为上海农村地区 2005—2006 年
份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为 0.595， 2006—2007 年份则为
0.246， 说明其 2006、 2007 两年的生产率进步非常快。
与我国农村各地区生产率变化不尽相同， 2002—2007
年间我国城市各地区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变化呈现出不

同趋势。 其中， 北京、 天津、 内蒙古、 上海、 广西、 贵
州、 甘肃和宁夏等 8 个地区的生产率指数均值大于 1，
说明此期间上述地区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的生产率出

现了下降趋势， 而其余城市地区生产率环比指数则呈现

出上升趋势。 另外， 通过对比总体均值发现， 我国农村
地区生产率环比指数的总平均值为 0.895， 远高于城市
地区的 0.986 的平均水平， 这说明农村地区生产率进步
速度快于城市。 从个别地区来看， 山西省农村地区生产
率均值略高于 1， 主要是由于 2005 年和 2006 年这两年
生产率出现了下滑所导致 （所对应的 2004—2005、
2005—2006 年份的生产率指数分别为 1.210 和 1.665）。
此外， 所有农村地区的生产率指数均值都小于相应城市
地区水平， 说明我国农村各地区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
的生产率进步速度快于相应的城市地区。

其次， 从技术进步的总体变化来看， 我国农村与城
市各地区技术进步变化的总体平均值分别为 0.882 和
0.972， 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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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我国城乡卫生经济系统投入产出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变化及其分解的平均值

地区

北京 1
天津 1
河北 1
山西 1
内蒙古 1
辽宁 1
吉林 1
黑龙江 1
上海 1
江苏 1
浙江 1
安徽 1
福建 1
江西 1
山东 1
河南 1
湖北 1
湖南 1
广东 1
广西 1
海南 1
重庆 1
四川 1
贵州 1
云南 1
陕西 1
甘肃 1
青海 1
宁夏 1
新疆 1
农村平均

Mi
0.891
0.927
0.925
1.004
0.904
0.889
0.919
0.841
0.718
0.936
0.904
0.904
0.895
0.861
0.912
0.901
0.935
0.896
0.933
0.876
0.916
0.864
0.864
0.854
0.870
0.923
0.941
0.860
0.930
0.871
0.895

MiECH
1.004
1.000
1.047
1.108
1.009
1.070
1.032
0.995
1.000
1.037
1.000
1.030
1.000
1.000
1.032
1.011
1.013
1.001
1.000
1.000
0.990
0.990
0.974
1.000
1.000
1.047
1.041
1.015
1.000
1.016
1.015

MiTCH
0.894
0.927
0.870
0.899
0.892
0.839
0.883
0.844
0.718
0.908
0.904
0.877
0.895
0.861
0.883
0.893
0.925
0.895
0.933
0.876
0.925
0.870
0.879
0.854
0.870
0.879
0.905
0.869
0.930
0.861
0.882

地区

北京 2
天津 2
河北 2
山西 2
内蒙古 2
辽宁 2
吉林 2
黑龙江 2
上海 2
江苏 2
浙江 2
安徽 2
福建 2
江西 2
山东 2
河南 2
湖北 2
湖南 2
广东 2
广西 2
海南 2
重庆 2
四川 2
贵州 2
云南 2
陕西 2
甘肃 2
青海 2
宁夏 2
新疆 2
城市平均

Mi
1.035
1.011
0.971
0.996
1.015
0.957
0.975
0.983
1.011
0.968
0.994
0.952
0.968
0.957
0.972
0.971
0.956
0.954
0.970
1.026
0.958
0.939
0.963
1.040
0.997
0.987
1.093
0.977
1.018
0.976
0.986

MiECH
1.026
1.066
1.020
1.035
1.097
1.014
1.041
1.060
1.000
1.034
1.000
0.997
1.000
1.002
1.011
1.007
1.000
0.988
1.000
1.000
1.027
1.007
1.002
1.000
1.000
0.993
1.025
1.030
1.004
1.001
1.016

MiTCH
1.010
0.953
0.953
0.964
0.928
0.944
0.936
0.927
1.011
0.937
0.994
0.956
0.968
0.957
0.963
0.964
0.956
0.965
0.970
1.026
0.939
0.936
0.961
1.040
0.997
0.995
1.069
0.951
1.016
0.976
0.972

注： 由于西藏地区部分投入与产出的样本数据与其他地区差距太大， 其社会经济系统和卫生经济系统的运作也与其他地区
明显不同， 因此在效率测度中没有将西藏地区样本数据包括在内， 以免使研究结果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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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技术进步效应比较显著， 并成为生产率提高的主要
因素。 从城市和农村的对比来看， 所有农村地区技术进
步指标平均值都小于 1， 表明我国所有农村地区的公共
卫生资源投入产出技术进步效应全都显著。 大多数城市
地区也遵从同样规律， 然而， 北京、 上海、 广西、 贵
州、 甘肃和宁夏等 6个地区的城市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
出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 上述结果有些意外， 因为
如果仅从投入过程中的体现型技术进步因素来看， 广
西、 贵州、 甘肃和宁夏可能存在医疗设备投入落后的事
实， 但是几乎集中了全国最先进医疗设备的两个城市北
京和上海的技术进步效应却并不显著， 一种可能的解释
就是其投入产出绩效增长出现了收敛。 即对于这两个城
市而言， 技术进步已经不再成为绩效增长的源泉。 同
时， 表 2还表明我国农村地区技术进步平均上升速度要
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最后， 从配置效率来看，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我
国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的配置效率环比指数的全国平

均值都大于 1， 说明我国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的配置
效率总体呈下降趋势。 对比来看， 农村地区只有黑龙
江、 海南、 重庆和四川等 4个地区的配置效率获得了一
定程度的改善。 对于城市而言， 安徽、 湖南和陕西等 3
个地区的配置效率有所提高。 除此之外， 其他地区的公
共卫生资源的投入产出配置效率总体呈无效状态。 一般
来说， 配置效率是技术效率的另一种说法， 在现实中我
们可以将其理解为 DMU 的管理绩效水平。 对于本文不
同区域的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系统而言， 其配置效率

下降主要体现在整个投入产出系统是否出现了由于投入

不足或投入过多所导致的规模无效， 更为严重的是， 过
多的投入冗余甚至导致拥挤 （congestion） 产生， 最终
使得整个生产过程处于非经济区域。 测度结果显示， 和
技术进步效应相比， 我国整体公共卫生资源投入产出配
置效率水平相对较低， 已经成为制约生产率改善的决定
因素， 因此， 有效地识别导致我国各地区城市和农村公
共卫生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关键因素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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