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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是医保制度的基础，关系到医保制度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

别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医保政策和卫生服务供给这四个方面选取了指标以探究影响上海市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指出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层面的指标对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支出的影响最大，其中上海市政府卫生支出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的关联度最高；在医保政策层

面上，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与基本医保基金的关联性高于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人口结构层面，上

海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影响着医保基金支出；卫生服务供给因素对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相

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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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and is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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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In this paper, grey cor-
relation analysis is used to select indicators from four aspect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population structure, medical insurance policy and health service supply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in Shangha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ica-
tor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have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expenditure of 
Shanghai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enditure of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health and the expenditure of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is the highest. 
On the level of medical insurance polic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er capita medical expenses 
of inpatients and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is higher than that of outpatients. In term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over 65 years old in Shanghai also affects the ex-
penditure of medical insurance fund. The influence of health service supply factors on th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in Shanghai is relatively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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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而医疗保险是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制度安排。医疗保险基金

作为医保制度的“生命线”，实现稳健运行是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023 年初，国家医保局发

布了《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报告中介绍了 2022 年我国医保基金的运行和监管等方面

的情况。从《快报》透露的数据来看，我国居民医保基金仍处于紧平衡的状态，个别省份甚至出现了当

期基金赤字。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作为保障医疗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其收支间的平衡关系决定了医

疗保障制度的良好运行。然而，近几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长幅度渐渐的大于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收入的增长幅度。我国医保基金正面临着严峻的支付压力。 

2. 文献回顾 

研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基金使用率、减轻就医负担及实现基金可持续性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的医保制度建立较早，因此学界对医保基金运行发展的关注也开始得较早。国外

有学者指出，经济因素与医保基金支出存在显著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既扩大了医疗服

务的有效需求，总医疗费用随之增长，医保支出自然增加，同时又导致消费结构从以生存需要为主的单

一消费方式向消费多样性发展转变，推动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持续上涨[1]。学者 Okunade、Murthy 
(2002)则关注到科技进步对于医保基金支出存在着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医疗技术发展使治疗手段更加成

熟，从而降低医疗成本，节省医保基金支出的同时，新技术、新设备广泛应用，也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使

用，导致医疗费用增加和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增加[2]。 
随着我国医保制度的改革完善和全民医保目标的实现，社会各界对医保基金发展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目前学者们对于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研究主要是从人口结构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两个主要层面进行分

析。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更多的研究都倾向于从人口构成、人口质量等因素来分析

对卫生费用的影响[3]，认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带来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给付高峰[4]。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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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探讨医保基金支出，发现影响卫生总支出的因素主要是人均 GDP [5]，认为经济

增长与医疗费用上涨之间具有相关性[6]。但是目前较少有研究从医保政策和医疗资源利用等维度出发来

分析影响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因素。 
医疗保险的基金的支出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布局。上海作为全国最

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之一，在财务运行上面临着严峻的收支平衡压力，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上

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因素，对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用到的数据来自 2011~2020 的《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市卫生健康统计数据》与《中国统计

年鉴》中的上海相关数据。在发达国家中，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三个主要因素是人口增长、通货膨胀和

技术密集程度。但是在我国，影响因素较多，比较重要的因素包括人们的经济状况、医疗服务政策、人

口结构等等。本文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同时也考虑了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主要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人口结构、医保政策、卫生服务供给这四个维度出发选取了 10 个指标。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指

标为上海市人均生产总值 X1 (元)、上海市政府卫生支出 X2 (亿元)、居民消费水平 X3 (元)、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X4 (元)；人口结构层面的指标为上海市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X5 (%)；医保政策层面的指标

为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X6 (元)、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X7 (元)；卫生服务供给层面的指标为卫生技术

人员数 X8 (万人)、每万人口医生床位数 X9 (张)，享受医保的离退休人员 X10 (万人)。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由邓聚龙教授所创立的灰色关联分析法，适用于找出影响参考序列发展变化

的主要因素，其基本分析思路是根据比较分析数列各指标变动的情况对参考数列指标的影响，从而判断

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关联度的取值范围是 0 到 1 之间，数值越大，关联性便越强。本文将上海市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支出设定为参考序列{X0 (k)}，人均生产总值、上海市卫生支出、居民消费水平、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门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门诊病人次

均医疗费用、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和享受医保的离退休人员

为比较序列{Xj (k)}，其中 k = 1, 2, 3, …, 10，表示时间序列 2011~2020 年；j = 1, 2, 3, …, 10，表示选取的

10 个指标。 

4. 结果分析 

4.1. 相关指标基本情况 

通过查阅 2011~2020《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卫生健康统计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获取

了与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 10 个指标数据，指标的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自 2011 年到 2020 年期间，各项

指标都呈上升趋势。 

4.2. 灰色关联度及排序结果 

本研究选取 2011~2020 年的数据，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的数据进行了无纲量化处理，求出差数列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利用关联系数公式计算出各项指标的关联系数，进而求出比较数列对参考数列的

灰色关联度并进行顺序排序，结果如表 2 所示。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相关联的影响因素从高到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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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依次为上海市政府卫生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人均生产总值、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占比、住院病人次均医疗费用、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享受医保的离退

休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数。 
 

Table 1. Index data of expenditure of Shanghai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und from 2011 to 2020 
表 1. 2011~2020 年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指标数据 

年份 X0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2011 349.31 85,900 215.7 25,102 36,230 16.57 243.7 12,225 19.91 37 404.11 

2012 382.65 89,600 232.49 26,253 40,188 17.19 265.9 13,498 14.61 38 421.52 

2013 429.95 95,700 250.82 28,155 43,851 17.92 276.9 14,243 15.64 39 438.49 

2014 492.34 102,800 275.29 30,520 47,710 18.77 289 14,862 16.4 41 453.21 

2015 545.55 109,200 319.94 34,784 49,867 19.64 306.9 15,936 17.02 42 465.83 

2016 627.43 121,400 430.73 37,458 54,305 20.62 330.2 16,943 17.82 46 477.04 

2017 747.05 133,500 449.64 39,792 58,988 21.83 361 18,185 18.8 48 491.38 

2018 908.89 145,700 507.92 43,351 64,183 23.04 378.8 18,390 20.65 53 504.21 

2019 912.34 153,300 564.16 45,605 69,442 24.61 404.6 19,272 21.33 56 513.7 

2020 1054.17 156,800 633.7 42,536 72,232 25.92 476 21,902 22.64 58 523.39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degree and ranking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2. 评价指标的关联度及排序 

指标 关联度 排序 

人均生产总值 X1 0.6779 4 

上海市政府卫生支出 X2 0.8993 1 

居民消费水平 X3 0.6955 3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4 0.7324 2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 X5 0.6273 7 

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 X6 0.6742 6 

住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 X7 0.6778 5 

卫生技术人员数 X8 0.5085 10 

每万人口医院床位数 X9 0.6198 8 

享受医保的离退休人员 X10 0.6097 9 

5. 研究结论 

5.1. 社会经济因素对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最大 

根据灰色关联度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因素中的政府卫生支出与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关联

性最强，关联度达到了 0.8993。2018 年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中强调了政府在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主导地位，指出政府应加大卫生投

入，保证政府卫生支出维持在合理水平。合理的政府卫生支出既可以优化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结构，也

有助于帮助居民将潜在健康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因此在所有影响指标中，政府卫生支出与上海市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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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关联度最强。其次，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与人均生产总值在

关联度排序中依次位于政府卫生支出之后。这三个指标即反映了随着经济条件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

更加关注健康问题，也说明了消费品与服务价格水平的增长，因此，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提高其实也是

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 

5.2. 医保政策因素与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关联较强 

在医保政策层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和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这两个在灰色关联模型中的排名

仅次于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因素，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随着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的扩大和报销比例的上升，个人分担的医疗费用下降，促使病人消费更多的医疗资源，导致在非必要住

院的情况下住院，或是强行增加住院时长等不良情形越来越常见，增加了基本医保基金的支出。门诊病

人次均医药费用连年增加主要是受到药品价格上涨和医院增收节支这两方面的影响。在医疗服务市场中，

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其行为对医疗资源配置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政府可以制定

相关政策，构建多层次的医保支付方式以保证医疗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少过度医疗等造成的资源浪费。 

5.3. 人口结构因素对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较弱 

人口结构层面的上海市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这一指标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关联度在所有

指标中相对较弱。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早的超大型城市。随着年

龄增长，人的健康状况也会变差，而且慢性病的患病概率随着年龄增加而提高，这些疾病的治疗周期长、

花费大，从而引起就医费用的上涨，基本医保基金的支出也会随之提高。根据《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

发展报告(2020)》预测，2025 年上海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 600 万人，老龄化率突破 40%。

面临老龄化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与社会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地审视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只有解决了老

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才能够有效控制医疗成本，保证医保基金的高效运转。 

5.4. 卫生服务供给因素对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最小 

在本研究中，卫生服务供给层面的三个指标与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关联度最小。医疗服务供

给因素对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存在两种主要机制。一是医疗服务供给规模越大时，在医疗服务需求

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医疗费用将趋向于下降，医保基金的支出也会随之减少；二是医患双方间的信息不

对称会使医疗服务供给方具有较强的需求诱导能力，决定医疗费用的高低。在实践中，这两种作用机制

孰强孰弱决定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而在本文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研究中，卫生服务

供给层面的指标对于基本医保基金的支出影响较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海市政府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管

制强度和有效性。 

6. 结束语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关系到医保制度的持续运行，关系到民生福祉，因此必须做好医保基金支出管

理，努力维护收支平衡。上海作为全国各项改革的先行军，分析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为医疗制度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根据本文研究结果，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医保政策因素

对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较强，因此在后续医保政策制定中，政府应注重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其次，在本研究中，人口结构因素与上海市基本医保基金支出的关联度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从长远看，

老龄化对上海市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必然是一个挑战，但本文仅做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影响因素

分析，缺乏对上海市未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趋势的预测，在后续研究中应加强这一部分，有助于提出

更切实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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