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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市场及医疗需求分析 

——以太和镇为例 

张云霞
1
 

(阜阳师范大学商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 要】：国家经济的疾速发展的同时,人民的生存程度也在日益进步,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于本身安康的要求逐

步增加,那么与此相适应的医疗行业的程度也必须要提高。对于农村医疗来说,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种针对农村医疗

的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实施,农村医疗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目前农村医疗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

医疗设备无法与医疗需求相适应等问题。因此需要了解农村医疗的现状,从农村医疗的现状出发,经过对当前农村医

疗的内部制度管理、农村医疗财务支出等方面的研究与调查找到阻碍农村医疗进一步发展的缘由,提出解决农村医

疗问题的理论依据与事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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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分析 

1.1农村医疗市场分析 

对于农村医疗来说,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种针对农村医疗的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实施,农村医疗仍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目前农村医疗的“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疗设备无法与医疗需求相适应等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农村医疗的现状、从农

村医疗的现状出发,通过对农村医疗当前的内部制度管理、农村医疗财务支出等方面找到阻碍农村医疗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分析

提出解决农村医疗问题。最后我们想说,对于互联网医疗,是比较有前景的,因为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阶段,因此医疗服务质量重

视程度在人们的心中逐步增加,同时患者数量增多,并且自己的健康在百姓心理占的地位逐步重要。预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医疗行业将会是真正的朝阳产业,是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不过在医疗设施等因素的影响下,看病问题似乎还是不那么容易。

在偏远地区医疗技术水平比较低和医院数量不够,有时在医院挂个号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而对于一些需要经常去医院就医的老

年病患者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看病的过程中浪费掉很多时间。如果真的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节省时间,那

么将会带来更多便利。 

为了解当前农村医疗状况,选取了 100户乡村居民进行了抽样问卷抽查,结果如表 1-表 3所示。 

表 1就诊单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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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室 私人诊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县级以上医院 

73% 10% 9% 7% 1% 

 

表 2就诊单位选择原因 

离家近 质量好 定点医疗单位 有熟人 价格低 其他原因 

56% 13% 11% 8% 7% 5% 

 

表 3对目前就医现状的看法 

看病贵 不贵 不清楚 

86% 5% 9% 

 

此次调查中有 86%的人认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而认为看病难看病贵主要是因为经济困难、医院缺少名医、就医手续太麻

烦、药品太贵、检查太多、害怕机构乱收费等起因造成了目前乡村医疗情况不尽如人意。 

1.2现有市场趋势分析 

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网上预约医生看病,微信进行挂号,农村医疗健康质量得到显著提高。如今,我们在太和镇建立了“互联

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主要是让农民能够体验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在太和镇卫生院、医院专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的诊疗设

备,对太和镇患者进行诊疗。经过“互联网+医疗安康”形式,能够让老百姓不需要迈出家门,就体验到高技术程度、高质量程度

的医疗办事。别的经过“家庭医生签约”名目的施行,签约的患者由家庭医生来进行精心照料,该医生进行初次诊断再联络以前

身材状况,会给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患者等提供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安康指点。我们将为患者拍影像,并且将患者的影像资料

上传到市医院,由此可实现乡村与城市之间医疗资源共享,很大程度上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水平,这样一来乡村地区的就医问题

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人们也得到更多便利。 

将来,了解互联网技术下医疗的不倒退的趋向。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政府的大

力推动等,这些都加速了农村地区规划与建设医疗卫生室的进程。将使得居民社区变成一个“健康医疗社区”,尽可能的提高与

人们息息相关的健康医疗的服务水平。健康医疗社区可以通过智慧社区的建立,向人们提供便利的智慧健康自助服务、提供远程

自助自身身体健康检测服务、老年人身体状况实时监测服务、监护身体状况的移动电子设备服务。 

表 4互联网趋势表 

探索项 市场启动项 高速发展期 应用成熟期 

医疗保险的出现推动

了大型机构医疗信息

互联网技术快速发

展,更多行业参与者

4G网络给互联网带来新变

革,移动互联网农村医疗形

互联网农村医疗用户规模快

速增长,盈利模式逐渐清晰,

互联网农村医疗产业

链并不欠缺,商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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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起步 进入乡镇 式更具有多元化 收入规模通知增长 式成熟。 

 

2 农村医疗需求 

农村里老人和儿童居多,交通并不是很发达的,有时遇到紧急情况因不能及时就医而造成大的失误。进行本次调查时,外出打

工的农民最担心家里人患重病占 45.7%。这说明目前的卫生保健和速度远不能满足需要,由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这种需要不可以转

化为有一定影响的需要。因此当前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缺口还很大,发展农村科技技术有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农民经济收

入增长较慢,外出工作的人口数相对增长较快,只剩老人和儿童独自在家生活。而农村医疗网络进步可以很方便的帮助他们及时

就诊,广大农民表示,只要医疗制度设计合理,当地政府组织活动,自己都会主动参加。 

表 5家庭成员在家情况 

老人独自在家 老人和儿童一起在家 老人、孩子和父母一起在家 

45.7% 32.3% 22% 

 

在本次调查中,对农村家庭人员在家情况进行统计可知老人独自在家的比例占 45.7,父母在家的比例占 22%。由此可见,相比

之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及时的得到保障是极为重要的,当前互联网下新型协作医疗正是符合了农民的需求,同时增强施行乡村协作

医疗制度强,这也是由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如何将网络更好的普及大多数农民是目前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

关键是提高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加强农民对网络优势的认识,这就需要政府的引导,农民希望政府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投

入上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3 发展规划以及方案 

团队主要利用网络看病,挂号等互联网技术,逐步提高农村医疗健康服务。这次在太和镇建立了“互联网+”安康医疗服务模

式,可以使农民体验到品质较高的医疗安康服务。太和镇卫生院、医院专家,正在通过远程诊疗设备,对太和镇患者进行诊疗。正

在承受在线互联网门诊就诊的患者通知:早上起来感觉腰疼,在卫生院拍了片子,通过专家远程诊断,给本人开了药方,并约好了

下次复查的有空功夫,如今祖国更加技术进步了,给农民看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此外,经过“家庭医生签约”施行,对签约的患

者精心关照,该措施会给举动不方便的老年人等提供合适的安康的指点。我们为患者拍影像,并将患者的影像资料上传到市医院,

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同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下面具体介绍我们的计划和方案。 

第一阶段预计从各个方面利用多手段搜集市场上的数据。利用互联网和学校图书馆资源查阅农村医疗相关资料,分析资料选

择项目研究方向——实际解决当前农村“看病难、看病贵”以及政策无法切实实施的问题;第二阶段初步确定以太和镇作为实施

对象,根据资料分析设计有关太和镇医疗问题的问卷,项目组成员实地走访调查当前太和镇医疗状况以及各种医疗方案在太和镇

实施带来的影响;第三阶段根据在太和镇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果进行项目方案的设计,实施项目方案实施结果的数据统计,将实施

的结果与预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第四阶段根据项目实施的结果以及对比分析得数据改善项目方案,进行二次项目实施,并进行

有效的总结与交流;第五阶段项目改善实施后的结果反馈,总结项目最终的实施状况,分析得出有效的项目方案,总结项目报告,

将有成效的太和镇医疗解决途径进行推广,给更全面的太和镇及周边医疗问题解决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与事实依据。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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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影响下的医疗企业为上市阶段,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创建主要在 2010年至 2015年时期,这正好是高速发展阶段,互联

网医疗企业的融资金额比较高,融资轮数也相对较多,由此可见互联网下的医疗企业有着良好的前景。互联网医疗企业涉及普遍

范围,而且由以前只关注患者群体的需求,慢慢地关注医方群体的必要,从而表现出双方需求的不一致;互联网医疗企业的办事名

目主要包含药业、转诊、医疗安康产品、预定挂号、电子病历、医学检测及服务、剖析诊疗、自诊等,从而可能得出互联网技术

浸透在医疗企业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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