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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
“十三五”规划》解读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自治区“十三五”规

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自治区“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编制方案的通知》所确定的自

治区“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目录，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编

制了《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三五”规划》，现将规

划解读如下。

一、规划编制的背景和基本思路

（一）规划编制背景。

《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是自治区政府确定编制印发的重点专项规划，规

划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对

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的任务要求，从 “一带一路”战略层面对全

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进行定位，树立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核心理念，并以此为主线对“十三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和人口均衡发展进行谋篇布局，为宁夏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健康与人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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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意把握好与我区《医改“十三五”规划》和《 “健

康宁夏 2030”发展规划》的区别。《医改“十三五”规划》侧重

于体制机制改革，全面系统部署“十三五”期间我区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

三五”规划》更加侧重于维护和促进健康，规划范围以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和人口均衡发展为主体，也包括了城乡环境卫生综

合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等健康直接影响因素，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是发展的动力，但对于“十三五”时期医改任务只做原则表

述、不具体展开；《“健康宁夏 2030”发展规划》是落实国家《“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推进健康宁夏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

性、纲领性文件，其规划期更长、视野更为宽广，是我们编制

好《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依

据之一。

（二）规划编制思路。

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三五”规划》编

制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针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需

求和卫生健康事业与人口均衡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保障

人民健康的总体目标，明确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和促进人口均

衡发展为目标，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实施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和民生计划为抓手，确定了我区

“十三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的十项重点任务，

系统回答了“干什么、怎么干、怎么干好”的问题：一是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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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我区主要健康问题、主要健康危害因素和重点人群健康，

回答了“十三五”期间卫生健康事业“干什么”的问题，即“防

控重大疾病”、“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培育健康人群”，以及“促

进人口均衡发展”；二是突出发展模式转变，强调从以疾病为中

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碎片化服务到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整合

连续型健康服务，回答了“十三五”期间维护与保障人民健康

“怎么干”的问题，即“优化提升服务”、“转变服务模式”、“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三是强调物质技术支撑和体制机制保障，

回答了“怎么干好”的问题，即“强化要素支撑”、“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从而确保维护和促进健康各

项任务的有效落实。通过“干什么、怎么干、怎么干好”，强化

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优

化提升服务体系和转变服务模式，更加注重强化要素支撑和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实现“三个转变”（发展方式由以疾病

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由规模扩张驱

动的粗放型发展向质量效益提升驱动的集约型发展转变，人民

群众由被动应对健康问题向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转变），从而

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建设健康宁夏。

二、规划主要内容

《规划》共分为引言、规划背景、发展思路、主要任务、

组织实施 5 大部分，涵盖了 10 大任务、14 大民生计划和 15 项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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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部分：简要介绍了《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十

三五”规划》的编制依据、目的、定位等，明确“本规划是‘十

三五’时期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的综合性、纲领

性文件，是政府指导和调控卫生健康领域发展、审批核准重大

项目、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的重要依据”。

规划背景部分：总结了“十二五”期间卫生健康事业和人

口均衡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十三五”时期

卫生健康事业和人口均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形势，特别

是：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背景下人民多元化、多

层次健康需求对增加优质资源供给、提升服务能力的新要求，

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对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提出的新

要求，空间发展战略、全面脱贫及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对优化

调整卫生健康资源布局的新要求。

发展思路部分：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指导思想集中阐述了“以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和促进人口均衡发

展为目标，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实施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和民生计划为抓手”、“不断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建设健康宁夏”的规划基本思路，突出了强调三

个“更加注重”，提出了“以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促进健康公平为重点”

四项原则。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健康宁夏建设全面推进，城乡居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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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人享有安全、有效、方

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人人拥有安全便携的基本医疗保障，

地区间人群健康差异明显缩小，全区人口实现全面均衡发展，

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总体达到全国平均水

平”，并具体从“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中医药发展”、

“健康公平及重点人群健康”、“人口均衡发展”、“投入与保障

力度”等 6 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发展目标的要求。同时，从人

口发展、健康水平、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卫生资源、投入保

障 6 个方面提出了 32 项具体指标。

主要任务部分：围绕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确定了 10 大主

要任务，包括：防治重大疾病、控制健康危险因素、培育健康

人群、优化提升服务、转变服务模式、强化要素支撑、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强

对外交流合作。其中：第一项“防控重大疾病”，将慢性病综合

防控放在第一位，以应对慢性病成为主要疾病负担的挑战；第

二项“控制健康危险因素”，重点针对影响健康的外部环境因素，

提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健全健康危害因素监测、强化食品安

全监管；第三项“培育健康人群”，强调普及健康生活、提升健

康素养水平，并重点针对老年人、妇幼、贫困人口、流动人口、

职业人群分别设置相应的健康维护与促进任务，以显著缩小人

群间健康差异、提升整体健康水平；第四项 “优化提升服务”，

将优化资源结构布局作为首要任务，针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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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和加强综合监督执法分别提出了具体要

求；第五项“转变服务模式”，针对当前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之间缺乏衔接与协作、服务碎片化的问题，在进一步明确服务

功能的基础上，强调推进医防结合、上下协作、医养结合，建

立以人为本的整合型服务模式，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服务；第六项“强化要素支撑”，强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人

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医学科技进步和健康服务业发展四大支撑；

第七项“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围绕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

医联动”展开，包括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巩固完善全

民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第八项“促进

人口均衡发展”，从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提高人口素质、优化

人口空间分布、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完善计划生育利

益导向政策等方面全面部署人口均衡发展各项任务；第九项为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包括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促进

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服务等内容；第十项

为“加强对外交流合作”，重点是进一步拓展沪宁、京宁、闽宁、

港宁卫生交流协作和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医疗合作。

组织实施部分：组织实施重点说明确保规划任务顺利实施

的各项措施。包括：强化组织领导、落实政府投入、加强考核

评估、加大宣传力度。

此外，为确保规划各项任务的实施，在各部门、各地市所

提需求基础上，结合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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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结提炼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服务模式转变、强化

要素支撑三大类15项工程和重大疾病防控、健康危险因素控制、

重点人群健康改善三大类 14 项民生行动，形成重大工程库和重

大项目库，分别对接发展改革部门建设项目库和财政三年滚动

预算，并以专栏形式在规划文本中列出，从而实现虚实结合，

推动建立需求牵引规划、规划引导资源配置的工作机制，逐步

实现先编规划、后批项目、再安排资金的管理调控方式。

三、主要指标说明

主要指标是“十三五”时期量化的发展目标，也是我们实

施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政策的基本依据。规

划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指标，现对主要

指标体系和核心指标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关于规划主要指标体系。我们与国家《“十三五”卫

生与健康规划》以及自治区“十三五”规划等进行了充分衔接，

同时充分考虑指标的统计可得性，确保内涵明确、可测量、可

分解、可考核，最终形成了由人口发展、健康水平、疾病防控、

医疗服务、卫生资源、投入保障 6 个方面提出了 32 项具体指标

构成的指标体系。其中，除全区总人口，人口出生率，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规范化管理率，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率，每千常住人口拥有中医病床数，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

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外，其余均为国家《“十三五”卫

生与健康规划》所确定的指标。关于各项指标具体指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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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相同的指标，除人均预期

寿命外，均与国家保持一致，其余指标是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确

定的。

第二，关于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国家平均水平。2015 年，

我区人均预期寿命为 74.31 岁，与国家的 76.34 岁差距为 2 岁。

根据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到

2020 年我区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 76 岁（1.7 岁），国家 2020 年

预期寿命水平为 77.3 岁，我区人均预期寿命增幅大于全国平均

水平（1 岁），与全国水平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我区婴儿死亡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2020 年目标值均与国家

2020 年水平一致。据此，提出到 2020 年我区主要健康指标基本

达到国家平均水平。

第三，关于主要卫生资源指标。根据自治区《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我区“每千

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6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

理）医生数达到 2.68 人，注册护士数达到 3.35 人”。在 2015

年最新统计数据出台后，我们利用卫生服务需求与需要法、时

间序列法等对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

理）医生数、注册护士数进行了重新测算，并经过国家卫生健

康委组织的专家论证，确定全区 2020 年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

5.8 张、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生数为 2.78 人、注册护

士数 3.2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