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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1—2025年）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不断

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

促进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

（2021—2025 年）》《重庆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重

庆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要求，

结合全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基本现状。截至 2020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205.42 万

人，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7.08％，老龄化率居全国第二，

城镇化率为 69.5%。全市人口平均期望寿命 78.15 岁，孕产妇死

亡率 9.52/10 万，婴儿死亡率 2.92‰，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20922 个，其中医院 859 家（按登记注册

类型分，公立医院 223 个、民营医院 636 个；按医院等级分，三

级医院 61 个、二级医院 263 个、一级医院 332 个），妇幼保健

院 40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9838 个。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编制床位 6.38 张、执业（助理）医师 2.77 人、注册护士 3.41 人。

十三五末全市各区域医疗卫生机构数、编制床位数分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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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十三五末全市各区域医疗卫生机构与编制床位数分布现状

指标
机构数（个） 编制床位数（张）

全市 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全市 主城区 渝东北 渝东南

总计 20922 12486 6324 2112 204507 137615 48444 18448

医院 859 628 162 69 149444 108282 28936 12226

#市级 17 16 0 1 21903 21753 0 150

区县级 127 77 35 15 63294 36457 18846 7991

#三级 61 50 8 3 50976 41602 7219 2155

二级 263 209 32 22 63263 43138 12757 7368

一级 332 219 78 35 21072 13596 5268 2208

#综合医院 448 325 88 35 93994 67155 18860 7979

专科医院 208 158 36 14 24127 19087 3688 135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9838 11700 6120 2018 48874 24961 18173 5740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21 157 41 23 10938 7371 2451 1116

卫生院 826 312 342 172 37884 17542 15718 4624

村卫生室 9815 4540 3899 1376 / / / /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49 90 38 21 5689 3872 1335 482

#妇幼保健机构 40 23 11 6 5482 3703 1305 474

其他卫生机构 76 68 4 4 500 500 0 0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统计网络直报系统

（二）主要问题。

虽然全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日益完善，但与全市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还有许多不相适应。

1. 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截至 2020 年末，重庆市尚无国

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仅有 1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30 个，与发达地区以及周边强省差距较大。高水平医院较少，

截至 2020 年，重庆三级公立医院还没有能够进入全国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排名前 1%。参加 2020 年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的 26 家市内三甲医院，整体医疗技术难度系数（CMI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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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97，较全国先进省市和医院仍有较大差距。根据《国家医疗

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2020 年我市选择去市外三级医院就医

的常住居民达 6.30%，患者外流人数比重在全国省市中位居第 13

位，高于发达地区及周边强省。

2. 专科及重点人群资源供给不足。精神卫生、传染病、职

业健康、康复医疗等专科服务能力建设存在短板，妇女、儿童、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资源供给不足。精神卫生专科体系不健全，

全市 16 个区县尚未设置公立精神病专科医院，精神疾病救治能

力不足。传染病床位资源配置不足，全市每 10 万人口传染病科

编制床位数 0.09 张，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0.02 张。

3. 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有待优化。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能力较弱，基层卫生人力短板较为突出。城乡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床位配置不均，2020 年末城市每千人口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床位 1.7 张，农村每千人口卫生院床位 3.23 张。部分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的人员、床位不足，难以充分满足群众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

4. 人口发展新形势带来新挑战。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走低，

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重庆市常住人

口 3205.42万人，其中 60岁及以上人口为 701.04万人，占 21.87%；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547.36 万人，占比 17.08%，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我市的医疗服务体系需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适应人口

发展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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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

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动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提升重大疫情救治能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二）基本原则。

1. 需求导向，公平可及。坚持以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为导向，

按照公平可及、普惠共享的原则，合理确定市、区两级医疗卫生

机构数量和规模，实行“主城都市区控制、鼓励发展两群周边”，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

务需求。

2. 统筹协调，优质均衡。充分考虑“一区两群”发展差异性，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有效扩容和均衡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区域间

差异，推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3. 加强协同，提升能力。以满足重大疾病临床需求为导向，

加强优势专科、特色专科、薄弱专科建设，提升各级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完善分级分层的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医疗服

务协同效率，充分满足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4. 政府主导，多元办医。强化政府办医责任，坚持公立医

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和主导地位。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在医疗资源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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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领域举办医疗机构，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监管，推动社会办医

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目标。“十四五”期间，以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引领，以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合理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基本建成体系完整、

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行高效，与中西

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医疗服务体系。

全市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

疗卫生服务，为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推进健

康中国重庆行动提供有力支撑。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十四

五”主要发展指标见表 2。

表 2 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十四五”主要发展指标

主要指标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指标
性质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6.38 8 预期性

其中：公立医院床位数（张） 2.96 4 预期性

精神科床位数（张） 0.28 0.50 预期性

康复床位数（张） 0.29 0.42 预期性

重症床位数（张） 0.04 0.06 预期性

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77 3.6 约束性

每 10 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3.8 6.0 约束性

每 10 万人口康复医学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4.68 8.0 约束性

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0.57 0.87 约束性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3.41 4.7 约束性



—6—

主要指标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指标
性质

每百张床位临床药师数（人） 0.35 0.7 预期性

床人（卫生人员）比 1:1.48 1:1.60 预期性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 47.65 ≥60 预期性

县办综合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 600-1000 指导性

区办综合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 1000-1500 指导性

市办及以上综合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 1500-3000 指导性

三、机构设置

（一）综合医院。

1. 机构设置。“十四五”期间，原则上不再新设置独立的市办

公立综合医院。市级设置 9 所综合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

院、重医附属永川医院、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市人民医院、市

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医药高专附一院、市十三人民医院、重庆三

峡医药高专附属人民医院。积极推动重庆市人民医院两江院区二

期工程、市急救医疗中心科学城院区、重庆医药高专附一院北部

院区、市十三人民医院蔡家院区、重庆三峡医药高专附属人民医

院新区医院一期建设项目。在合理控制单体规模的基础上，支持

市办公立医院与区县合作共建，推进一院多区发展。

区县政府原则上举办 1 家区县级综合医院，常住人口超过

100 万人口的区县，可适当增加区县级综合医院数量。充分考虑

医疗机构基础水平、功能任务、专科设置、运营状况和病源结构

等，有序引导部分区县级综合医院向医疗资源薄弱区域布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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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专业领域转型发展，提高

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十四五期间，全市各区域公立综合医院机构

设置规划目标见表 3。

表 3 十四五时期全市各区域公立综合医院机构设置规划目标
单位:个

指标

全市 都市区 渝东北 渝东南

2020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总计 134 127 103 96 25 25 6 6

#市级 9 9 8 8 1 1 0 0

区县级 57 57 36 36 15 15 6 6

#三级 23 55 18 37 4 12 1 6

二级 59 29 42 25 12 4 5 0

一级 35 31 27 22 8 9 0 0

2. 功能定位。市级综合医院主要提供疾病诊治，特别是急

危重症和疑难病症的诊疗，承担健康教育、医学教育、人才培养、

医学科研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等任务，承担法定和

政府指定的公共卫生服务、突发事件医疗处置和紧急救援等任务。

区县级综合医院主要承担区县域常见病多发病临床诊治、急

诊急救和危重症转诊功能，负责基层卫生人才培养任务、适宜技

术推广应用等工作，承担法定和政府指定的公共卫生服务、突发

事件医疗处置和紧急救援、支援社区等任务，是区县政府面向辖

区内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二）专科医院。

1. 机构设置。“十四五”期间，市级原则上不新设独立的公立

专科医院。保留市级专科医院 7 家：重医附属口腔医院、重大附

属肿瘤医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市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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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治中心、重医附属康复医院、重庆计生医院。积极推动重

医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健康创新中心、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

城院区建设。

区县政府应根据辖区医疗服务实际需求，合理设置专科医院，

建立健全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特色突出的专科医疗服务体系。

鼓励有条件的综合医院建设儿童、肿瘤、精神、康复、传染病等

分院区，满足人民群众的专科医疗服务需求。

表 4 十四五时期全市各区域公立专科医院机构设置规划目标
单位：个

指标

全市 都市区 渝东北 渝东南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2020 年

实际值

2025 年

目标值

总计 43 43 30 30 9 9 4 4

#市级 8 7 7 6 0 0 1 1

区县级 25 28 15 17 7 8 3 3

#三级 10 21 8 18 1 2 1 1

二级 18 16 13 7 3 7 2 2

一级 9 4 5 4 3 0 1 0

#口腔医院 2 2 2 2 0 0 0 0

肿瘤医院 1 1 1 1 0 0 0 0

儿童医院 2 2 2 2 0 0 0 0

精神病医院 28 31 18 20 8 9 2 2

传染病医院 1 1 1 1 0 0 0 0

康复医院 4 4 3 3 0 0 1 1

2. 功能定位。市级专科医院负责提供专科特色医疗服务，

在全市相应专科医疗技术、临床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培训等方

面起带头作用。其中，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建设任务的市级专科医

院要牵头制定国家专科疑难危重症诊疗规范、疾病诊疗指南和有

关标准，成为国内掌握核心竞争力、具有学术话语权、引领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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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发展方向的龙头力量。

区县级专科医院应在区县域范围内相应专科诊疗技术水平

上处于领先地位，在特色专科医疗服务等方面形成技术优势。

（三）妇幼保健机构。

1. 机构设置。市、区县分别设置 1 家政府举办、标准化的

妇幼保健机构，到 2025 年，全市妇幼保健机构均达到二级妇幼

保健院标准。

2. 功能定位。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以孕产保健、妇女保健、

儿童保健和生殖保健为中心，以妇幼健康相关临床诊疗技术为支

撑，提供妇女儿童常见病诊治、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新生儿疾病

筛查等妇幼健康服务，加强保健与临床融合，并负责辖区妇幼健

康工作业务管理。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是全市妇幼健康业务指导中心，承担妇幼

健康工作业务指导、医学教学、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员培训、

卫生应急医疗救援、公共卫生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性医疗卫生服

务等职能任务。

区县级妇幼保健院是区县妇幼健康业务指导中心，承担区县

妇幼健康工作业务指导、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人员培训、公共

卫生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等职能任务，融入县域

医共体建设。

（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 机构设置。每个建制街道或 3—10 万人设置 1 个政府举

办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在社区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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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每 0.8—2 万人设置 1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推进社区医院建

设，建设 80 个城市社区医院。

每个乡镇卫生院设置 1 个政府举办的乡镇卫生院。优化行政

村卫生室设置，每个行政村设置 1 个标准化的村卫生室。人口低

于 800 人或服务半径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标

准化村卫生室，人口在 2500 人以上或服务半径较大的行政村可

适当增设行政村卫生室分室，人口较少或交通半径较大的地区可

通过巡诊、派驻等方式，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2. 功能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承担预防保健、健康

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

等医疗卫生服务。

（五）社会办医疗机构。

1. 机构设置。拓展社会办医空间，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空

间不作规划限制。鼓励信誉良好、管理先进的医疗集团举办高质

量、高水平的医疗机构。新设社会办医疗机构应符合国家和我市

医疗机构管理的相关标准和要求。拟设社会办医疗机构为独立法

人单位的，应当办理工商、民政等相关部门登记手续，独立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 功能定位。社会办医疗机构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增加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扩大服务供

给，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支持社

会办医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形成与公立医疗机

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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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床位设置和人员配备

（一）床位设置。到 2025 年，全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达到 8 张。每千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达到 4 张。

按照公立医院床位数的 15%设置公立专科医院床位。床位增

量主要向精神卫生、康复、传染病、肿瘤、重症等领域倾斜。到

2025 年，全市每千人口精神科床位数达到 0.5 张、康复床位数达

到 0.42 张。重症医学科床位数按医院级别配备，三级医院、二

级医院重症医学科床位数按全院总床位数的 4~5%、3~4%的比例

进行配备。

优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备，提高床位利用效率。

到 2025 年，每千人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 1.7 张。

（二）人员配备。加快提高医生和护士配置水平，增加短缺

人才供给。到 2025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3.6

人、注册护士数达到 4.7 人、药师（士）数达到 0.54 人。按照床

人（卫生人员）比、医护比、床护比、床医（执业（助理）医师）

比分别不低于 1∶1.6、1∶1.3、1∶0.58、1∶0.45 的标准，科学

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 4 人，每 10 万人口精神科执业（助

理）医师数达到 6 人、康复医师数达到 8 人。每千名儿童儿科执

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0.87 人。每百张床位临床药师数达到 0.7

人，医疗机构药学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本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总数的 8%。

五、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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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推进三级医院建设。到 2025 年，建成 100 个三

级医院。新增三级综合医院原则上应在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基础

上升级改造。重点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集聚区和桥头堡城市

等医疗资源薄弱的区县建设三级医院，实现三级医院区县全覆盖。

（二）积极推动国家和市级医学（医疗）中心建设。依托重

庆医科大学有关附属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建设儿童专科类别国

家医学中心。支持建设综合类别和创伤、神经、传染、呼吸、口

腔、妇产、职业医学等专科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依托重医附

属永川医院、重大附属三峡医院、黔江中心医院等医疗机构，布

局建设 4—6 个市级区域医疗中心，形成市域内具有较强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的优质医疗服务高地。积极推进江苏省人民医院重

庆医院、江苏省中医院重庆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重庆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医院等 4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三）提升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水平。以满足重大疾病临床需

求为导向，建设心血管、肿瘤、重症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群，到

2025 年，新增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 25 个。建设一批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重点发展儿科、急诊、呼吸、重症等高水平临床专科。

加大肿瘤、胃肠外科等薄弱专科建设。加强区县级医院专科能力

建设，提高肿瘤、心脑血管、呼吸、消化和感染性疾病等防治能

力，提高区县域就诊率。

（四）开展专病中心建设。对标国内和区域先进水平，针对

全市群众诊疗需求高、需多学科协同的复杂、疑难或重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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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市级诊疗中心为龙头、区域诊疗中心为骨架的专病诊疗中

心。到 2025 年，建成 30 个病种 200 个左右专病诊疗中心。

（五）加强精神专科资源配置。实施市精神卫生中心新院区

建设工程和区县精神卫生中心标准化建设工程，实现精神卫生服

务体系提档升级。加强市级精神专科医院建设，引导基础较好的

综合医院做大做强精神（心理）专科。整合市级医院优质资源，

力争到 2025 年建成精神专业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强区县

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神（心理）科建设，到 2025 年，

区县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设置率达 60%以上，所有甲级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甲级乡镇卫生院均设置精神（心理）科。积极开展精神

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全市设置乡镇（街道）、村（社区）康复站

不少于 100 个。

（六）提升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按照“1+3”的布局，

在主城片区、渝西片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

区城镇群分别建设市公卫中心应急医院、渝西公共卫生应急医院、

三峡公共卫生应急医院、武陵山公共卫生应急医院等 4 家区域公

共卫生应急医院，承担传染病危重症患者集中救治任务。

完善城市传染病救治网络。改造完善市公卫中心歌乐山院区，

建设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人民医院、

市中医院、市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医药高专附一院、重庆三峡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人民医院等市级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和传染

病院区。提升区县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每个区至少选择 1 家

综合医院针对性提升传染病救治能力，同时对现有独立传染病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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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开展能力提升建设。每个县至少依托 1 家县级医院，加强感染

性疾病科和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建设。到 2025 年，二级以上

公立综合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设置实现全覆盖。有条件的中心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标准化的发热门诊（诊室），一般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发热诊室（哨点）。

（七）完善康复医学服务体系。推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

医院大渡口院区建设，提升康复医学服务能力，开展儿童康复、

神经疾病康复、脊柱康复等特色医疗服务。支持医疗资源富集区

县中有条件的一级、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加强公立综合医

院康复科建设，到 2025 年，每个区县至少有 1 家区县级公立综

合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积极推进临床——康复一体化建设，建

立完善多学科诊疗模式，重点加强康复早期介入、疑难危重症患

者康复医疗服务能力，开展早期床旁康复。加强康复医疗人才培

养，建立数量合理、素质优良的康复医疗专业队伍。

（八）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妇幼保健机构规范化建

设，全面改善妇幼保健机构诊疗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推进

市妇幼保健院两江院区建设；支持市妇幼保健院与四川省华西二

院合作创建国家妇产区域医疗中心；推动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与

公共卫生研究中心项目建设，力争建成国内高水平的妇幼卫生领

域疾病防控与公卫研究中心，提升妇女、儿童重大疾病、疑难复

杂疾病和急危重症诊治能力。培育建设 10 个区域妇幼保健中心，

建设 7—10 个三级妇幼保健院。加强妇幼保健优势、特色专科建

设，建成 60—80 个市级妇幼保健重点专科。实施母婴安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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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计划，加强各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

提升救治能力。优化出生缺陷防治网络，全市新增 1 个以上开展

产前诊断技术的医疗机构，提升产前筛查和诊断能力。夯实基层

儿童保健服务网络，加强儿童保健门诊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

现每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均能提供规范的儿童基

本医疗和保健服务。

（九）加快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综合医院老年医学

科和老年病医院从以疾病为中心的单病种医疗模式向以患者为

中心的多病共治模式转变。加快市十三人民医院迁建。建设一批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每个区县建设不少于 1 个独立的老年护理院

或依托区县级医院附设的老年护理院。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

设老年病科、康复医学科或治未病科。支持引导一批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转型为老年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等接续性

医疗机构，设置老年医疗护理床位，为社区居家老年人开展家庭

病床、巡诊等延伸医疗服务。加强老年医学科建设，到 2025 年，

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不低于 60%。

（十）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能力提升建设。开展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到 2025 年，

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标准》基本标准。加快推进标准化乡镇卫生院建设，

实现每个乡镇均有 1 个政府举办的标准化乡镇卫生院。到 2025

年，90%的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乡镇卫生院服务能

力标准》基本标准。适度集聚中心镇医疗卫生资源，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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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个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开展村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化建

设，到 2025 年，90%的村卫生室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村卫生

室服务能力标准》基本标准。

（十一）推动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办医高水平、

规模化、差异化发展。优先支持社会力量在渝东北、渝东南等医

疗资源薄弱区县举办医疗机构。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骨科、儿科、

肿瘤、精神卫生、心血管、康复等专科医疗机构。规范医学检验、

病理诊断、医学影像、安宁疗护等新型医疗机构的设置管理。严

格血液透析机构准入，避免无序竞争、资源浪费。诊所设置实行

备案制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全科或专科医师，全职或兼职开办

全科诊所或专科诊所。加强社会办医的执业监管和质量控制，提

高医疗服务同质化水平。支持社会办医疗机与区域内公立医疗卫

生机构建立协作关系，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协同。

（十二）规范互联网医院建设发展。支持引导符合条件的医

院开展互联网医院建设，到 2025 年，力争建成 100 家互联网医

院。加强互联网医院规范化管理，完善互联网医院监管制度。利

用新兴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推广“互联网+”健康

咨询、诊疗、护理、药学、康复、营养、心理疏导等服务，提升

患者就医体验，加快形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群众认可的

互联网医院。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坚持规划

引领，制定本地区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严格组织实施，推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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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健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

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分级

诊疗就医格局。各区县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应报市卫生健康委备案。

（二）加强部门协同。各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统筹

协调，会同辖区发改、财政、编办、人力社保、医保等有关部门，

健全投入机制，协同推进医疗机构设置、主要资源配置、人事薪

酬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重点向公共

卫生能力提升、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临床研究和科技创新、学科

建设等方面倾斜，加快公共卫生、精神、康复等紧缺人才培养，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形成叠加效应。

（三）强化监督评价。各区县要完善规划实施评价机制，组

织相关专家对辖区设置规划进行论证。按要求实施规划年度监测

分析、中期评价和总结评估，对监测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

研究解决。同时，建立规划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

辖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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