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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城医疗资源规划配置思路研究
赵丹丹　徐崇勇　许明飞　严晓南　杨　雪　韩春敏　黄智俊

　　【导读】　新城是上海市构建“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城乡体系的重要部分组成。经

过近年来的发展，新城已基本完成形态开发，正处于产业集聚、人口导入、功能强化的建设新阶段。

文章梳理了新城医疗资源现状、分析了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新城医疗资源规划配置思路

和建议，旨在进一步优化新城医疗资源布局，服务新城人民高品质生活，支撑郊区新城高质量发展。

一、新城医疗资源基本情况

五大新城分别为临港新片区、松江新城、嘉定新城、青浦新城、奉贤新城，规划总面积为

８０５．０１平方公里，占所在区总面积（３６７８．６８平方公里）的２１．９％；现有人口规模约２７１．２万人，

占所在区现有人口总数（约１１５５万人）的２３．５％，并仍在持续增加。郊区新城已成为全市重要

的人口导入区，除临港新片区因规划建设较晚，人口导入尚处于起步阶段，松江、嘉定、青浦、奉贤

新城现有人口密度（分别为５３２５人／平方千米、５３３３人／平方千米、６８００人／平方千米、５９７０人／

平方千米）超过所在区平均水平和上海市平均水平（３８３０人／平方千米）。

　　（一）医疗机构情况

各新城已基本形成“三级医院—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体系并逐步成为郊区

医疗服务的中心（表１）。

表１　上海五大新城及所在区医疗机构情况（包括在建医疗机构）

区域名称
综合医院数

（家）

专科医院数

（家）

三级医院数

（家）

二级医院数

（家）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家）

民营医院数

（家）

临港新片区 １ ０ １ ０ ８ １

浦东新区 １３ １６ １１ １７ ６９ ４６

松江新城 ５ ５ ２ ４ ６ ４

松江区 ６ １１ ２ ７ ２１ ８

①第一作者：赵丹丹，男，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作者单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赵丹丹、徐崇勇、许明飞、严晓南、杨雪、韩春敏），上海华夏经济发展研究院（黄智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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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区域名称
综合医院数

（家）

专科医院数

（家）

三级医院数

（家）

二级医院数

（家）

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家）

民营医院数

（家）

嘉定新城 ６ ３ ２（１家在建） ３ ６ ３

嘉定区 １６ ７ ３（１家在建） ６ ２２ １５

青浦新城 １ １ １ １ ３ ７

青浦区 ２ ２ １ ３ １１ １２

奉贤新城 １ ３ ２（１家在建） ２ ４ ２

奉贤区 ２ ４ ２（１家在建） ４ ２３ ９

　　三级医疗机构布局方面，松江、青浦、奉贤三区的三级医院全部坐落在新城。临港新片区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六院”）东院；松江新城有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一

院”）南院、松江区中心医院；嘉定新城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

院”）北院；青浦新城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称“中山医院”）青浦分院；奉贤新城有奉贤

区中心医院。但是，奉贤、青浦新城缺少三甲综合医院。

二级医疗机构布局方面，松江、嘉定、奉贤新城的二级医院数占所在区二级医院总数的５０％

以上，分别有４家、３家、２家二级医院。临港新片区缺乏二级医院和中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布局方面，各新城均已按照人口规模设置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公共卫生机构布局方面，新城普遍缺少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资源配置均比较薄弱。

此外，五大新城共有１７家民营医院，占５个区总数的１８．９％。

　　（二）千人口床位情况

临港新片区，松江、嘉定、青浦、奉贤新城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均高于所在区平均水平，分

别为６．５６张（主要是护理床位）、３．５张、６．４６张、５．５５张、５．３２张。千人口治疗性床位数方面，

新城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４．２７张），其中临港新片区和松江新城治疗床位仅为１．８１张和２．４７

张。千人口老年护理床位数方面，青浦新城和临港新片区千人口老年护理床位相对丰富，分别为

３．０７张和４．７５张。松江新城相对不足，仅为０．９６张（表２）。

表２　上海五大新城及所在区千人口床位情况

区 域 范 围
千人口医疗机构

床位数（张）

千人口治疗性

床位数（张）

千人口老年护理

床位数（张）

全市 ６．３７　　　　　　　　 ４．２７ １．３３

临港新片区 ６．５６（主要是护理床位） １．８１ ４．７５

浦东新区 ３．９５ ２．７７ １．１８

松江新城 ３．５０ ２．４７ ０．９６

松江区 ３．３７ ２．５３ ０．８４

嘉定新城 ６．４６ ３．９６ ２．５０

嘉定区 ４．２１ ３．００ １．４１

科
学
出
版
社



战略与规划

第一章

１５　　　

续　表　　

区 域 范 围
千人口医疗机构

床位数（张）

千人口治疗性

床位数（张）

千人口老年护理

床位数（张）

青浦新城 ５．５５ ３．１３ ３．０７

青浦区 ３．６４ ２．７１ １．３０

奉贤新城 ５．３２ ３．９７ １．３２

奉贤区 ４．５８ ２．５０ ２．１３

　　（三）人力资源情况

松江、嘉定、青浦、奉贤新城每千人口医疗卫生人员数均比所在区高；临港新片区，松江、青

浦、奉贤新城每千人口医疗卫生人员数均比全市低。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和千人口注册护

士数最高的是嘉定新城（分别为３．８２人、４．４８人），超过全市平均水平（分别为３．２０人、４．００

人）；奉贤新城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全市平均水平，其他新城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每

千人口全科医师数仅嘉定新城（０．５９人）高于全市平均水平（０．４１人），青浦新城（０．２１人）、松江

新城（０．２５人）显著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从职称结构看，青浦、奉贤新城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松

江、嘉定新城高于所在区、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临港新片区明显低于所在区（表３）。

表３　上海五大新城及所在区医疗卫生人员情况

区域范围

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

（人）

千人口

注册护士数

（人）

千人口

全科医生数

（人）

副高及以上

职称医师占比

（％）

中级职称

（主治医师）占比

（％）

初级职称

（医师／住院医师）

占比（％）

全市 ３．２０ ４．００ ０．４１ ２４．１１ ４４．１６ ３１．７３

临港新片区 １．９３ ２．５１ ０．４１ ８．７０ ２７．１８ ６４．１６

浦东新区 ２．３４ ２．６９ ０．４１ ２２．５０ ５２．５０ ２５．００

松江新城 １．８３ ２．５１ ０．２５ １８．５９ ５０．７４ ３０．６７

松江区 １．８２ ２．１５ ０．２７ １３．６３ ４８．８６ ３７．５０

嘉定新城 ３．８２ ４．４８ ０．５９ １９．２３ ５５．４２ ２５．３５

嘉定区 ２．３６ ２．６３ ０．４３ １７．７６ ６９．５８ １２．６６

青浦新城 １．８５ ２．２２ ０．２１ ２５．６８ ５７．３９ １６．９２

青浦区 １．５７ １．６４ ０．２８ １５．３１ ４６．２３ ３８．４５

奉贤新城 ３．２０ ３．６１ ０．３８ ２８．３６ ４７．６４ ２４．００

奉贤区 ２．５５ ２．１０ ０．３９ ２０．６６ ４５．９９ ３３．３５

二、新城医疗资源配置的主要问题

　　（一）医疗资源总量与人口导入进程不相匹配

近年来，随着新城建设步伐加快、区域内地铁等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新城人口持续快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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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从人口规划看，五大新城上一轮规划（至２０２０年）与新一轮规划（至２０３５年）相比，规划人口

普遍增加（增量最大的是奉贤新城，规划人口从４５万提高至７５万，增加６７％）。从人口现状看，

松江新城人口导入较快，现有人口已超过新一轮规划人口；临港新片区人口导入速度较慢，与上

一轮规划人口差距较大，人口增长空间还很大。部分新城的医疗资源配套相对滞后于人口导入，

如果不加快新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将成为制约新城未来发展的短板。临港新片区以

及松江新城、青浦新城的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等明显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尤其是临港新片区千人口治疗性床位数差距显著（表４）。

表４　上海五大新城两轮规划对比

上一轮规划（２００４年或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新一轮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

新城

名称

所涉主要

行政区域

规划面积

（平方

千米）

规划

人口

（万）

新城

名称
区 域 范 围

规划面积

（平方

千米）

规划

人口

（万）

现有

人口

（万）

临港

新城

申港街道、芦潮港

镇、书院镇、泥城

镇、万祥镇
３１１．６ ８３

临港新片

区（先行

启动区）

北至大治河，西至Ｇ１５０３高速公

路—瓦洪公路—两港大道接中

港，东、南至规划海岸线围合区域

（原临港地区），３４３平方公里；浦

东机场南侧区域，２４．７平方公里；

小洋山岛区域，１８．３平方公里

３８６ ８８万 ３３．１１

松江

新城

方松街道、岳阳街

道、中山街道、永丰

街道

６０．８

（主城区）
６０ 松江新城

方松街道、中山街道、永丰街道、

岳阳街道、广富林街道、松江工业

区、车墩镇与石湖荡镇申嘉湖高

速公路以北地区

１５８ ７５ ８４．１４

嘉定

新城

嘉定镇街道、新成

路街道、马陆镇、菊

园新区

１２２

（主城区）
５２．５ 嘉定新城

嘉定镇街道、新成路街道、菊园新

区、嘉定新城（马陆镇）和嘉定工

业区（南区）
１２２ ７０ ６５．０７

青浦

新城

夏阳街道旁、盈浦

街道、香花桥街道、

朱家角镇

５３．８ ５０ 青浦新城

涉及夏阳、盈浦、香花桥三个街

道、朱家角镇三分荡以东地区和

赵巷镇、重固镇老通波塘以西

地区

７１．１ ６０ ４８．３５

奉贤

新城

以南桥镇为主，以

及奉贤工业综合开

发区、奉贤现代农

业园区

８４ ４５ 奉贤新城

北至大叶公路，东至浦星公路，南

至上海绕城高速，西至南竹港和

沪杭公路

６７．９ ７５ ４０．５４

　　（二）医疗资源结构与健康服务需求结构不相匹配

新城居民对产科、中医、口腔、眼科及康复护理等专科医疗资源需求日益凸显，但是相关专科

医疗资源总体比较缺乏。新城部分人口导入区的社区卫生服务资源不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人口超过全市标准，硬件设施、人员配备已不能满足居民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需求。新城社

会办医质量参差不齐，高水平社会办医稀缺，不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

　　（三）医疗资源能级与新城功能定位不相匹配

新城的医疗资源能级还不能很好地支撑其功能定位，与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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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距。比如，临港新片区定位为开放创新的全球枢纽、智慧生态的未来之城、产城融合的活

力新城、宜业宜居的魅力都市，但目前其公共医疗服务配套明显不足，特别是高能级的医疗服务

资源与中心城区尚有明显差距，成为制约新片区产业发展和人口导入的重要短板。

三、优化新城医疗资源配置的建议

　　（一）把握新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基本方向

把新城作为综合性节点城市，根据新城功能定位、人口规划和新城人民的健康需求，适度超

前配置基本医疗卫生资源，明确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规模与结构，建成与新城经济和

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配套的整合型、智慧化、高品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新

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助力新城成为上海未来发展战略空间和重要增长极。

　　（二）明确新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

要结合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标准［１，２］和新城实际情况，对机构、床位、人员等提出配置标

准，特别是要顺应新城建设与人口集聚进程，科学研判新城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统筹基本医疗

与多元化需求，前瞻谋划新城医疗资源布局。

　　（三）推进市级医疗资源向新城倾斜

考虑到部分新城的功能定位有调整的可能性，未来人口导入进程与发展进度的不确定性，在

医疗资源配置时要为未来留有适度空间。“十四五”时期可考虑推进一批基本建设项目在新城落

地，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向新城扩容下沉。

　　（四）落实区级扫盲点、补短板、促均衡的主体责任

支持新城做优做强一批区域性医疗中心，深化内涵与能力建设，支持新城内有条件的医疗卫

生机构成为医学院校的教学基地或教学医院。完善基层医疗服务网络，加强新城精神卫生、康复

和护理等短缺资源配置。实施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在新建和改建居民区实行

卫生服务设施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

　　（五）推进新城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重点是在新城中布局一批优质医疗资源，并结合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促进健康事业与产

业联动。比如，临港新片区可考虑引入优质社会办医资源，发展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嘉定新城

加快上海（马陆）国际健康产业园和上海（嘉定工业区）生命健康产业园建设；松江新城可利用

Ｇ６０科创走廊建设，即包括上海市、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苏州市、湖州市、宣城市、芜湖市、合

肥市９个城市，聚焦长江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积极引进和培育健康科创企业。

　　（六）加快新城医疗政策制度创新

在临港新片区，可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政策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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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类似于海南省博鳌镇的国外上市新药率先使用政策和大型医疗设备实行单独审批管理政策，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向临港新片区集聚，推动国际医疗服务集聚区建设。可考虑支持新城建设一

批智慧医院，开展互联网医疗和远程诊疗，并完善相应的执业、收费以及医保结算等配套政策。

　　（七）加强新城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重点落实好医疗人才和紧缺人才定向、订单式培养制度，强化医疗人才培养与使用的有效衔

接，鼓励有需求的机构或新城与医学院校建立订单培养的合作模式，加强相关医学院校对全科医

生、护士、康复治疗师等紧缺人才的委托培养。同时，动态调整新城医疗机构人员编制，根据新城

人口增量，适当增加人员编制数，满足医疗人才需求。

参 考 文 献

［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５〕１４号），２０１５．

［２］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医疗机构设置“十三五”规划（沪卫计医〔２０１７〕０１７号），２０１７．

科
学
出
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