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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选择以“（TI=‘医疗负担’+‘资源配置’）AND

（TI=‘获得感’）”“（TI=‘基本医疗负担’+‘医疗资源配置’）

AND（TI=‘获得感’）”“（TI=‘基本医疗负担’+‘基本医疗资

源配置’）AND(TI=‘获得感’）”和“（TI=‘医疗服务’+‘基本

医疗服务’) A N D （T I = ‘获得感’）”为专业检索式，利用

NoteExpress软件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专业检索，时间跨度从建

库到2019年6月，通过NoteExpress的查重功能剔除重复文献，共

得到文章 554 篇。再根据关键词和摘要等初步筛选文章，排除其

中 508 篇与本文主题相关性较弱的文章以及 24 篇国内会议论文。

最终研究对象高度类似的只有22篇论文。其中期刊文献15篇，博、

硕士学位论文 7 篇。

1.2 文献计量分析法

根据《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的比较研究》文献所述：文

献发表情况是一个学科或者一个专业领域发展现状与趋势的直接

反映。

1.3 统计分析法

在CNKI数据库中文献检索的基础上，运用EXCEL的统计功

能，通过对文献发表的时间、数量、作者所在单位、作者地域、论

文关键词及研究对象主题分类进行分类统计分析。

2 结论

2.1 按文献发表时间数量统计分析

通过图1的文献发表年度分布图可以反映2007年-2019年内

获得感研究的进展情况。获得感相关文献数量呈起伏趋势 207-

2014属于低谷期，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2010-2014年相关论文数

量较少，几乎为零；2015 年起该研究处于急速上升阶段；2016-

2017 年文献数量逐步增长；2017-2018 年发表了 90％多的文献，

2019 年年文献数量还在增长；说明近4 年获得感相关研究出现急

剧增长趋势，，这与 2015 年来获得感的提出，对居民基本医疗服

务指标的完善，有了更高的追求。而获得感评价量表的广泛应用

及获得感指标体系开发日益成熟等都与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关

2.2 按作者所在单位统计分析

在 CNKI 数据库中文献检索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章作者所在

单位进行对比分析，从侧面反映出单位科研机构对基本医疗各项

研究的细致化，对政策实施各方面是否具体化，对于民生需求重

视化的科研检测性。如图显示：22 篇文献来自国内 9 所机构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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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获得感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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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其中 6 所为高校，其余 3 所为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发文

数量前 9 位的机构中高校及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中山大学发

表文章数量最多，说明我国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研究的主体依然

集中在高校。

2.3 地域分布统计分析

根据检索文献分析，文献集中分布于 7 个省、市（自治区），

排名前 5 的地区发文量共 20 篇，占文献总量的 90.9％，其中北京

市文章数量最多（7 篇，占文献总量的 32％），其次是广东 5 篇、

山西 4 篇、四川 2 篇、天津市 2 篇以及内蒙、海南各篇。

2.4 按关键词统计分析

在 CNKI 数据库中文献检索的 554 篇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分

析，除了“医疗负担”、“资源配置”、“医疗资源配置”、“基本医

疗负担”、“基本医疗资源配置”，“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这

些关键词外，合并相似出现情况，对不重复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

分析，共有 160 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公平性”，

其次是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等。

2.5 按研究对象统计分析

按研究对象进行分类，资源配置的文章最多，占所有文献的

54.5％；其次是医疗负担和可及性，相关文献数量排名分别（占

26.4%、20.0%、0.2％）。研究对象为基本医疗服务获得的文章数

量相对较少，几乎为零。

3 讨论与建议

3.1 国内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的研究明显少于其他行业

国内基本医疗服务研究中“获得感”成为热点，并与我国现

阶段医疗卫生系统相关政策及管理现状密切相关。一方面，近年

来基本医疗服务政策扶持力度不断扩大，对居民基本医疗服务提

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医疗负担是目前

行业推行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从实际工作出发完善相关制度，

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保障，减轻其就医负担。我国医疗

卫生行业还处于发展的重要阶段，需要在今后各项工作中不断完

善，积累实施经验，扩大基本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覆盖范围，推动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此外，在政策层面上，主要是:覆盖范围、

筹资标准、政府补助、待遇支付等新农合系列政策都是以政府资

助为主、针对居民的一项基本医疗服务制度来保障提高居民基本

医疗服务获得感。

3.2 获得感研究对象指标范围有待扩展

本研究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居民基本医疗服务获得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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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医疗卫生服务的研究，对于资源配置及医疗负

担等一、二级指标来评价的获得感研究相对较少，特色是利用基

本医疗服务获得感指标来评价获得感几乎为零。我国当前基本医

疗服务现状对获得感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对于医院资源配置、

居民医疗负担获得感提出了更多要求。

此外，保障居民健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除了高质

量的资源配置需求外，还必须加强居民医疗负担上的政策扶持建

设。因此，建议拓展研究对象范围，将基本医疗服务其他指标作

为研究对象开展居民获得感研究，为各类医疗卫生系统获得感指

标改革提供必要依据，同时开展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居民获得感

研究。重视基本医疗卫生系统居民获得感研究，为我国医疗卫生

事业政策发展提出更好的建议。

注释：

①胡奇志（研究生导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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