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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关乎人群的健康，优化配置卫

生资源的使用水平和产出效益，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

最大社会效益，影响着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1]。本研究对

于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收录的有关卫生资

源配置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系统

整体建设与完善。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 CNKI 中高级检索范围选择设置为：主题 =“卫生

资源配置”or 题名 =“卫生资源配置”；时间跨度分别选

取 为 2012 年 1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 月 1 日 和 2016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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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主题检索“中文文献”；为保证数

据的代表性与权威性，经数据清洗剔除与研究无关的文

章、和重复性论文，最终筛选得到文献分别为 3392 篇和

1784 篇。

1.2 研究方法

采用 Cite Space 5.6.R2 作为主要研究工具软件对有关

文献进行热点可视化分析，时间跨度选择为 2016-2020

年，时间切片长度为 1，高频词汇阈值设置 TOP 20，并

生成关键词共现、突现词等网络分析知识图谱，[2]。使用

EXCEL 2019 软件绘制表格和图形。

2　结果

2.1 卫生资源配置的文献量分布情况

2.1.1 发文年度分布

从 近 十 年 发 文 年 度 分 布 结 果 中 可 看 出， 该 领 域

自 2013 年起发文量开始明显提升且总体呈上升趋势；

2016-2017 年达到了近十年研究领域的高峰，最高值年

发 文 量 达 388 篇， 发 文 量 比 上 2014-2015 年 增 加 了 117

篇，此时正值我国“十二五”末期和“十三五”初期，

说明这一时期卫生资源配置成为研究热点；2018 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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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开始有所衰减，发文数量稍有下降态势；2019-2021

年文献研究保持稳定，年发文量在 350 篇左右，由此可

见，有关卫生资源配置的相关研究步伐放慢，逐渐进入

稳定发展阶段。

2.1.2 文献类别分布

2012-2022 年 以 研 究 论 文 为 主 共 有 1615 篇， 占

总 量 47.61%， 其 次 为 资 讯 类 17 篇 和 综 述 类 7 篇； 其

中“十三五期间”研究论文为主共有 1038 篇，占总量

58.18%，结合文献类别变化情况看，在此期间，大量

学者开展了卫生资源配置政策研究和探索工作，预测

“十四五期间”此类研究将持续增加。

2.1.3 学科分布

2012-2022 年学科排名前十的有医药卫生方针政策

与 法 规（占 89.77%）、 预 防 医 学 与 卫 生 学（占 2.36%）、

中 国 政 治 与 国 际 政 治（占 1.77%）、 财 政 与 税 收（占

1.59%）、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占 1.53%）、保险（占

1.53%）、 临 床 医 学（占 1.33%）、 医 药 教 育 与 医 学 边

缘学科（占 1.03%）、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占

1.00%）、建筑科学与工程（占 0.68%）；“十三五期间”

研究学科分布仍以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规为主，共

1605 篇（占 89.97%），学科分布前十新增农业经济学科，

文献内容与健康扶贫和新型农村建设等方面有关，分析

涉及农业农村学科的交叉发展。

2.1.4 文献来源分布

2012-2022 年 刊 载 文 献 数 量 大 于 50 篇 的 期 刊 有 中

国 卫 生 经 济（166 篇，19.10%）、 卫 生 软 科 学（126 篇，

14.50%）、中国卫生资源（105 篇，12.08%）、医学与社

会（91 篇，10.47%）、中国卫生事业管理（76 篇，8.75%）、

中国卫生统计（75 篇，8.63%）、现代预防医学（74 篇，

8.52%）、中国初级卫生保健（57 篇，6.56%）、卫生经济

研究（53 篇，6.10%）。“十四五期间”刊载文献数量排

名前 5 的杂志分别是，中国卫生经济（52 篇，17.69%）、

卫 生 软 科 学（51 篇，17.35%）、 中 国 卫 生 资 源（50 篇，

17.01%）、医学与社会（28 篇，9.52%）、中国卫生统计

（26 篇，8.84%）。在上述期刊中，期刊领域涉及卫生人

力、物力、财力、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等内容，其中多为

以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中文核心期刊和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卫生健康领域交叉学科相关政策的评

估与建议也是期刊稿约热门栏目。

2.1.5 作者贡献分布

研究较为突出的有：广西医科大学的冯启明 [3]、孙

健 [4] 等学者通过与具体社会经济情况相结合，研究广西

壮族自治区医疗资源配置状况及其公平性；天津医科大

学的王耀刚 [5] 学者在研究卫生资源投入与产出与理想值

存在差距，提出实施管理精细化；四川省骨科医院的赵

大仁 [6]、首都医科大学的彭迎春 [7] 等学者在推动卫生资源

配置研究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建议加强基层医疗卫生

设施和人员建设，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转变；成

都中医药大学张瑞华 [8] 学者关注中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方

向，结合社会人口学和地理分布等特征探索公平性；郑

州大学田庆丰 [9] 学者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近年来更多学者关注到了该领域的重要性。

2.2 卫生资源配置的研究热点与研究前沿

2.2.1 关键词共现分析

运用Cite Space软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得出整个研

究热点视图以“卫生资源”为中心，构成同一聚类中的节

点关系密切的知识图谱，与“卫生资源配置”联系密切热

门领域的关键词有“卫生资源”、“公平性”、“泰尔指数”、

“均等化”、“人力资源”、“基尼系数”、“效率”等，它们

共同反映了有关“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主题领域的研究热

点；图谱中出现“北京”、“山东”等地名，说明部分地区

成为学者实证分析的来源。结合频次、中心性、突现性

等功能，发现“十三五期间”出现频次在20次及以上的

关键词有：“泰尔指数”、“资源配置”、“分级诊疗”、“效

率”、“公平性”、“对策”，从现有突现次来看，卫生资源

配置这一主题的研究热度在未来仍将持续（见图1、2）。

图1　2012-2022年高频关键词网络

图2　“十三五期间”高频关键词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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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被引频率分析

通过统计被引频次排名前十文献分析得出：《中国卫

生事业管理》刊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王

芳 [10] 等学者的论文被引频次较高达 195 次，论文从我国

各省市基层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配置数量等方面展开，

为注重优化卫生资源结构相关文献研究奠定基础；其次

是代涛 [11] 等学者在《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中发表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整合：国际视角与中国实践》，从公立医

院改革试点地区进行客观化评价，为医药卫生政策的制

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国公立医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改革领域研究发展作出贡献，具有深远意义；西南大学

的博士研究生杨宇霞 [15] 的毕业论文提出了新农合制度下

农村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网络布局

的可及性和卫生资源配置协同治理的思路等方面引起了

更多学者的研究和政策关注。

十三五期间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文献中，山东大学博

士李梦斐 [16] 的《我国“医联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被引用和下载量均较高，该学者通过梳理我国医联体存

在的优势及问题，结合实证研究的结果拓宽了研究的视

角，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华中科技大学采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等方法对

2011-2016 年的全国护理人员配置现状及公平性比较，

为完善我国护理人力资源和医护比相关政策奠定基础。

3　讨论

本文以 CNKI 中卫生资源配置相关文献作为数据来

源，同时运用 Cite Space 软件进行资源配置的聚类可视化

展示，对研究热点和关注度进行了分析总结。

研究过程中发现：文献中卫生资源配置数据选取于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地区卫生统计年鉴》和卫生

统计制度数据来源更可靠，更容易被中文核心期刊录用；

在研究方向中有关卫生人力资源研究较多，目前相对研

究较少的是房屋建筑以及医疗设备配置；在研究地域中

对经济较发达地区研究比较深入，对东北和西北等地区

研究较少；在研究方法中目前多采用 Malmquist 指数、数

据包络分析模型、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集聚度和人

口密集度等相关方法，后续学者研究可基础上关注生态

模型所用数据的空间维度；在研究趋势上“泰尔指数”、

“资源配置”、“分级诊疗”、“效率”、“公平性”、“对策”

是卫生资源配置研究领域的突变关键词，结合近年来相

关政策涉及医改监测、公共卫生机构、卫生信息化和乡

村振兴等领域需要广大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研究有望成

为新阶段热门领域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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