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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有真“利”，发展迎新机 

——口腔医疗行业报告 

 

 
 

行业分类：医药生物 

股市有风险  入市须谨慎 

投资要点： 

 

➢ 口腔医疗市场平稳增长，盈利能力表现优异。近年来，我国口腔诊疗市场总体快速增长，十年年

复合增长率为 14.54%。市场规模方面，2017年我国口腔医疗市场规模为 880亿元，同比增长 12.39%；

2018年市场规模为 960亿元，同比增长 9.09%，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 1000

亿元，达到 1030亿元。盈利能力方面，2018年，眼科医院、口腔医院和美容医院是专科医院中盈

余占比排名前三的专科医院，口腔医院的盈余占比在 19类专科医院中排名第二，超过专科医院平

均盈余占比。 

 

➢ 国民口腔意识觉醒，人口老龄化长期刺激市场需求。市场需求角度来看，根据我国 2017年第四次

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统计，我国国民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及健康行为有所改善，调查显示超过 84%

国民对口腔健康持有积极态度，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超过 60%，国民口腔意识逐渐觉醒。口腔疾病

发病率随着年龄上升而有上升的趋势，随着我国国民人口结构的逐渐改变，市场需求端对口腔保护、

诊疗等方面预计将不断增加。总体来看，口腔医疗需求释放加速趋势明显。 

 

➢ 口腔医疗行业供给端“质、量”齐升。医师资源方面，我国口腔医师 2014年以来呈快速上升态势，

相较 WHO推荐发展中国家医师数量缺口逐年缩小。从我国口腔医师资源质量角度分析，我国口腔助

理医师及口腔医师高学历占比逐年提升。同时，口腔医师学历逐渐向本科及研究生靠拢趋势更加明

显，口腔医师资源质量正在逐步提升。 

 

➢ 政策利好行业成长，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政策层面来看，从口腔医疗行业整体而言，我国近年来

所发布的大多为口腔医疗行业鼓励、支持性政策。口腔疾病被规划为慢性疾病、健康口腔任务的逐

步展开和各级口腔医疗机构的标准设立，2014 年我国推进规范医师多点执业，提出口腔等类别医

师可进行多点执业，口腔医师作为公认最适合进行多点执业医师职业，为行业整体供给能力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 

 

➢ 支付端稳中有升，人均收入平稳增长。鉴于口腔医疗市场部分需要患者进行自费，由此分析，行

业的需求释放离不开收入端的支持。虽然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人均卫生费用偏低，同美国比人均口

腔支出占比也偏低，但整体支付端呈快速上升趋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有望助力口腔需求的释

放。口腔疾病治疗方面，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盈余整体情况较为稳定，是口腔医疗行业疾病治疗报销

的重要保障。 



 

 
2 

[医药生物行业深度报告]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 投资建议：口腔医疗行业供需快速增长，我国口腔医疗市场规模上升空间潜力巨大。综合考虑我

国目前政策方向和不同板块经营能力，民营口腔医院成长能力更为突出，建议关注通策医疗等。 

 

➢ 风险提示：行业政策风险，医疗事故风险 



 

 
3 

[医药生物行业深度报告]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目录 

一、
 

口腔医疗市场运行情况 ......................................... 6
 

二、
 

市场需求提升，景气度高 ...................................... 10
 

三、
 

行业供给端质、量齐升 ........................................ 13
 

四、
 

支付能力提升，带动市场需求 .................................. 18
 

五、
 

投资展望 .................................................... 21
 

 

 

  



 

 
4 

[医药生物行业深度报告]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图表目录 

图表 1：口腔行业产业链 ............................................................... 6 

图表 2：我国口腔医疗行业医疗机构类别 ................................................. 7 

图表 3：我国历年口腔医疗市场营收及增速 ............................................... 7 

图表 4：我国预计未来口腔医疗市场营收及增速 ........................................... 7 

图表 5：口腔市场估算人均客单价 ....................................................... 8 

图表 6：我国综合医院口腔科及口腔专科门诊人次 ......................................... 8 

图表 7：历年口腔医疗医院板块营收及增速 ............................................... 8 

图表 8：历年口腔医疗诊所板块营收及增速 ............................................... 8 

图表 9：综合医院口腔科市场规模及增速 ................................................. 9 

图表 10：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及增速 .................................................. 9 

图表 11：2009年口腔医疗行业营收结构 ................................................. 9 

图表 12：2018年口腔医疗行业营收结构 ................................................. 9 

图表 13：我国专科医院盈余占比排名 ................................................... 10 

图表 14：口腔疾病及口腔美容 ......................................................... 10 

图表 15：我国各年龄段患龋率 ......................................................... 11 

图表 16：我国各年龄段平均龋齿数量 ................................................... 11 

图表 17：2005-2017我国口腔调查总结.................................................. 11 

图表 18：我国及部分国家 12岁儿童龋齿数量 ............................................ 11 

图表 19：我国按年龄人口分布趋势 ..................................................... 12 

图表 20：2019年我国按年龄人口分布 .................................................. 12 

图表 21：我国历年正畸、种植数量（万） ............................................... 13 

图表 22：各国每万人种植牙齿数量 ..................................................... 13 

图表 23：我国口腔医师（含助理医师）情况（万人） ..................................... 13 

图表 24：我国口腔医师数量对比 WHO推荐数量（万人） ................................... 13 

图表 25：我国口腔医师数量对比发达国家推荐数量（万人） ............................... 13 

图表 26：我国口腔医师及助理医师数量（万人） ......................................... 14 

图表 27：我国口腔医师及助理医师数量增速 ............................................. 14 

图表 28：我国历年口腔医师占比 ....................................................... 15 



 

 
5 

[医药生物行业深度报告]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图表 29：我国历年口腔助理医师占比 ................................................... 15 

图表 30：我国口腔助理医师学历构成变化（%） .......................................... 15 

图表 31：我国口腔医师学历构成变化（%） .............................................. 15 

图表 32：我国口腔行业政策 ........................................................... 15 

图表 33：我国专科医院数量变化 ....................................................... 17 

图表 34：我国口腔专科医院数量变化 ................................................... 17 

图表 35：口腔专科医院及专科医院民营占比 ............................................. 17 

图表 36：我国民营口腔诊所数量 ....................................................... 17 

图表 37：2009-2018口腔专科医院结构变化 .............................................. 18 

图表 38：专科医院及口腔专科医院增速对比 ............................................. 18 

图表 3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支出情况 ........................................... 18 

图表 40：2019年城镇人均医疗支出占比 ................................................ 18 

图表 4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支出情况 ........................................... 19 

图表 42：2019年农村人均医疗支出占比 ................................................ 19 

图表 43：各国卫生费用 GDP 占比（%） .................................................. 19 

图表 44：我国与部分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 20 

图表 45：我国与部分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增速 ............................................. 20 

图表 46：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卫生支出 ........................................... 20 

图表 47： 中国、美国人均口腔支出及口腔规模 .......................................... 20 

图表 48：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及增速 ................................................. 21 

图表 49：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支出及增速 ................................................. 21 

图表 50：我国医保基金盈余及增速 ..................................................... 21 

 

  



 

 
6 

[医药生物行业深度报告]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一、 口腔医疗市场运行情况 

口腔行业整体产业链可分为上游的医疗器械及医疗耗材制造产业；行业中游为口腔医疗信息化平台，

我国目前口腔行业碎片化状态较为明显，SAAS系统（口腔诊所管理软件）和美国市场目前较为流行的 DSO

模式（口腔服务组织），其主要工作原理是利用第三方机构、云计算、数字信息化等手段对口腔医疗机构

进行集中化管理；口腔行业下游为口腔医疗服务机构，可大致分为综合医院口腔专科，口腔专科医院，连

锁口腔诊所及个体口腔诊所，口腔医疗属于行业产业链下游领域。 

 

图表 1：口腔行业产业链 

上游
器械、耗材制造业

中游
口腔医疗信息化平台

下游
口腔医疗服务机构

DSO公司

综合医院口腔科 口腔专科医院

连锁口腔诊所 个体口腔诊所

 

资料来源：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近年来，我国口腔诊疗市场总体快速增长，十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14.54%。从我国目前口腔医疗市场收

入构成来看，目前主要分为四个类别，分别是：综合医院口腔专科，如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室、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口腔科室等；口腔专科医院，如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通策医疗旗下

口腔专科医院等；连锁口腔诊所如欢乐口腔、拜博口腔、瑞尔口腔等；以及个体口腔诊所。近两年市场规

模方面，2017 年我国口腔医疗市场规模为 880 亿元，同比增长 12.39%；2018 年市场规模为 960 亿元，同

比增长 9.09%，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 1000亿元，达到 1030亿元；2024年或将达到

17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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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我国口腔医疗行业医疗机构类别 

 

资料来源：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我们通过计算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和口腔专科医院门诊人次之比来估算口腔市场人均门诊客单价，

同样可以通过门诊客单价和门诊人次估算市场规模、走势和变化情况。客单价估算方面，2009 年至 2018

年门诊客单价呈稳定增长趋势，从近两年数据估计来看，2017年门诊客单价为 412.21元，同比增长 9.95%；

2018年门诊客单价为 453.03元，同比增长 9.90%。门诊人次方面，2009年至 2018年我国综合医院口腔科

及口腔专科门诊人次逐年增加，该数据不含连锁口腔诊所及个体口腔诊所门诊人次，从近两年数据来看

2017 年综合医院口腔科及口腔专科门诊数量为 14362.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9.18%；2018 年门诊数量为

15610.35万人次，同比增 8.69%。口腔医疗行业“量价”齐升，医疗供给端的增长叠加需求端价格的上升

有望持续驱动行业快速增长 

  

图表 3：我国历年口腔医疗市场营收及增速 图表 4：我国预计未来口腔医疗市场营收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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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口腔行业营收结构分为医院及诊所两个板块，医院即为综合医院口腔科和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营

业收入，诊所即为连锁口腔诊所及个体口腔诊所营业收入；通过历年的门诊客单价及医院（含综合医院口

腔科及口腔专科医院）门诊人次，我们粗略估算出该两个板块的市场营收情况和走势。医院板块方面，2017

年规模为 704.69 亿元，同比增长 19.20%；2018 年规模为 839.53 亿元，同比增长 19.13%。医院板块总体

来看，市场规模逐年扩大，2013 年以来医院板块增速较为平稳，保持在 15%-20%。诊所板块方面，2017年

规模为 175.31亿元，同比减少 8.61%；2018年规模为 120.47亿元，同比减少 31.28%。诊所板块总体来看，

市场规模波动较为明显，2016 年以来市场规模呈逐年递减趋势。 

 

图表 7：历年口腔医疗医院板块营收及增速 图表 8：历年口腔医疗诊所板块营收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产业网、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产业网、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鉴于口腔医疗行业中，医院板块的高成长能力及稳定性，我们将医院板块继续分拆为综合医院口腔科

及口腔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市场规模 2017 年为 509.20 亿元，同比增长 18.39%；2018 年为 600.99

亿元，同比增长 18.03%。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 2017年为 195.49亿元，同比增长 21.36%；2018年为 238.54

亿元，同比增长 22.02%。市场规模方面，综合医院口腔科优势明显；从成长能力来看，口腔专科医院自

2014 年后市场规模增速持续超过综合医院口腔科；从二者十年的复合增长率来看，综合医院口腔科为

16.14%,低于口腔专科医院的 18.68%。 

 

 

图表 5：口腔市场估算人均客单价 图表 6：我国综合医院口腔科及口腔专科门诊人次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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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综合医院口腔科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表 10：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口腔医疗行业规模构成方面，通过大致估算，2009 年综合医院口腔科市场规模约为 134.62 亿元，占

总市场规模的 55%；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约为 43.03 亿元，占总市场规模的 17%；口腔诊所（含个体诊

所及连锁诊所）市场规模约为 69.35 亿元，占市场总规模的 28%。2018 年综合医院口腔科市场规模约为

600.99 亿元，占总市场规模的 63%；口腔专科医院市场规模约为 238.54亿元，占总市场规模的 25%；口腔

诊所（含个体诊所及连锁诊所）市场规模约为 120.47亿元，占市场总规模的 12%。 

 

图表 11：2009 年口腔医疗行业营收结构 图表 12：2018年口腔医疗行业营收结构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盈利能力方面，我们通过各专科医院收入减去其支出模拟各类专科医疗机构盈余收益，以盈余收益与

总收入之比计算医院盈余占比，利用各类专科医院盈余占比观察其盈利能力排名。2018年，眼科医院、口

腔医院和美容医院是专科医院中盈余占比排名前三的专科医院，其盈余占比分别为 12.59%、11.48%和

10.81%。口腔医院以 11.48%的盈余占比在 19 类专科医院中排名第二，超过专科医院 5.16%的平均盈余占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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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我国专科医院盈余占比排名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总体来看，就我国口腔医疗行业而言，从规模来看仍处于稳定上升状态。细化到行业四个类别中，综

合医院口腔科及口腔专科医院相对连锁口腔诊所和个体口腔诊所发展态势更为稳定，表现更为突出。在表

现较好的综合医院口腔科和口腔专科医院中，两个医疗机构在统计的十年期间均表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其中综合医院口腔科规模在整体市场中规模占比更大，口腔专科医院在成长性方面更具优势。 

二、 市场需求提升，景气度高 

市场需求角度来看，口腔医疗可大致分为治疗和医美两个范围，口腔科部分治疗属于医保支付范畴，

我国目前政策仅针对口腔疾病治疗和手术等方面进行医保报销，如拔牙、牙周疾病的治疗等。医疗美容方

面，如种植牙、正畸等美容修复暂未列入报销范围，需要进行自费。 

 

图表 14：口腔疾病及口腔美容 

口腔疾病

医疗美容
镶牙、洗牙、口腔修复等

口腔正畸、口腔种植

牙齿美白、牙齿整形

牙科住院、拔牙

蛀牙填补、牙周疾病

根管治疗、根尖病等

 

资料来源：卫健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根据我国 2017 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统计，我国国民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及健康行为有所改

善，调查显示超过 84%国民对口腔健康持有积极态度，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超过 60%，国民口腔意识逐渐

觉醒。口腔疾病发病率随着年龄上升而有上升的趋势，随着我国国民人口结构的逐渐改变，市场需求端对

口腔保护、诊疗等方面预计将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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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 28颗牙齿（如加智齿为 32颗），从口腔诊疗中最常见的疾病之一龋齿来看，龋齿是引发牙髓、

牙周疾病的诱因之一。以各年龄段分类，目前我国患龋率及龋齿数量人群集中在中老年人群。患龋率及龋

齿数量最高的年龄集体为 65岁以上人群，患龋率高达 98%，，平均龋齿数量为 13.33颗；其次为 55至 64

岁人群，患龋率为 96%，平均龋齿数量为 8.69 颗；35-44 岁人群龋齿排名第三，患龋率为 89%，平均龋齿

数量为 4.54颗。总体来看，35岁以上人群的患龋率及龋齿数量与年龄增长成正相关。 

 

图表 15：我国各年龄段患龋率 图表 16：我国各年龄段平均龋齿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从对比我国最近两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统计，2005 年（第三次统计）到 2017 年（第四次统计）

间，33 至 44 岁人群牙石检出率变化较低，65 至 74 岁人群缺牙修复比例上升较为明显，由 33.70%上升至

63.20%，上升了 29.5 个百分点。儿童口腔健康方面，5 岁儿童乳牙龋齿率由 65.10%上升至 70.90%，上升

了 5.8个百分点；12岁儿童恒牙龋齿率由 26.70%上升至 34.50%，上升了 7.8个百分点。儿童龋齿颗数上，

目前 WHO 规定对于 12 岁的儿童 1.2 颗以下为低龋齿水平，目前我国 12 岁儿童龋齿颗数平均为 0.83 颗，

低于 WHO 的低水平标准及世界平均儿童龋齿的 1.83 颗。横向比较海外部分国家，韩国儿童平均龋齿 1.8

颗 ，日本为 1.2颗，美国为 1.2颗，我国目前儿童龋齿处于低水平阶段，但龋齿率正在攀升。 

 

图表 17：2005-2017我国口腔调查总结 图表 18：我国及部分国家 12岁儿童龋齿数量 

 

 

资料来源：卫健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

金融研究所 

 

从我国人口构成角度分析，2018 年我国总人口数量为 13.95 亿人，0-14 岁、15-64 岁、65 岁以上人

口占比分别是 16.86%、71.20%和 11.90%，2019 年我国总人口数量为 14.34 亿人，0-14 岁、15-64 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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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是 16.78%、70.70%和 12.60%。增速方面来看，0-14岁人口数量增速基本维持在 0%-0.5%

之间；15-64岁人口增速自 2014 年均为负值，占比逐年下降；65岁以上人口增速维持在 3%-5%之间，2019

年达到近年增速高峰，为 5.67%，老龄人口比例逐步上升。 

 

图表 19：我国按年龄人口分布趋势 图表 20：2019年我国按年龄人口分布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2009 18.50% 73.00% 8.50% 

2010 16.60% 74.50% 8.90% 

2011 16.50% 74.40% 9.10% 

2012 16.50% 74.10% 9.40% 

2013 16.40% 73.90% 9.70% 

2014 16.49% 73.41% 10.10% 

2015 16.52% 73.00% 10.50% 

2016 16.64% 72.50% 10.80% 

2017 16.78% 71.80% 11.40% 

2018 16.86% 71.20% 11.90% 

2019 16.78% 70.70% 12.60%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牙齿正畸和种植在口腔医疗行业规模中占比较大，牙齿正畸要求年龄达到 10 岁以上；种植要求年龄

为 18 岁以上，通常来讲为 18 岁至 65 岁左右，但对年龄上限并无严格要求。牙齿正畸及种植人数方面，

2017年我国牙齿正畸人数约为 206万人，牙齿种植人数约为 196万人；2018年我国牙齿正畸人数约为 226

万人，牙齿种植人数约为 236万人，增长趋势较为明显。横向比较其他国家来看，我国每万人种植牙齿数

量仅在 6人左右，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综合考虑潜在患者数量，市场空间广

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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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我国历年正畸、种植数量（万） 图表 22：2019年各国每万人种植牙齿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士卓曼年报、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从我国口腔疾病方面来看，人口老龄化的是我国目前人口的发展趋势，随着老龄人口基数的增长和人

口占比的逐步提高，将进一步驱动未来口腔疾病患者数量的提升。总体来看，口腔医疗需求释放加速趋势

明显。 

三、 行业供给端质、量齐升 

医师资源方面，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对于发展中国家，口腔医师（含医师助理）与人口推荐比

例为 1：5000；发达国家医师、人口推荐比例为 1：2000。以此计算，我国口腔医师（含医师助理）数量

2017 年为 18.90万人，同年 WHO 推荐口腔医师数量为 28.42 万人，缺口数量为 9.52 万人，同发达国家相

比缺口数量为 52.15万人；我国口腔医师数量 2018年为 21.70万人，同年 WHO推荐口腔医师数量为 28.55

万人，缺口数量为 6.85万人，同发达国家相比缺口数量为 40.68 万人。我国口腔医师 2014年以来呈快速

上升态势，相较 WHO推荐发展中国家医师数量缺口逐年缩小，但同发达国家水准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图表 23：我国口腔医师（含助理医师）情况（万人）   

年份 
WHO推荐发展国家 

口腔医师数量 
我国口腔医师数量 

口腔医师 

缺口数量 

WHO推荐发达国家 

口腔医师数量 

同发达国家 

缺口数量 

2009 27.22 - - 68.06 - 

2010 27.38 11.10 16.28 68.44 57.34 

2011 27.53 12.00 15.53 68.82 56.82 

2012 27.68 11.70 15.98 69.21 57.51 

2013 27.84 11.30 16.54 69.59 58.29 

2014 27.99 14.10 13.89 69.97 55.87 

2015 28.14 15.40 12.74 70.34 54.94 

2016 28.28 16.70 11.58 70.70 54.00 

2017 28.42 18.90 9.52 71.05 52.15 

2018 28.55 21.70 6.85 71.38 49.68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24：我国口腔医师数量对比 WHO推荐数量（万

人） 

图表 25：我国口腔医师数量对比发达国家推荐数量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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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细分至我国口腔医师及助理医师数量及增速情况来看，2017年口腔医师为 15.20万人，增速为 11.76%；

口腔助理医师为 3.70万人，增速为 19.35%;口腔（含助理）医师数量为 18.90万人，增速为 14.81%。2018

年口腔医师为 17.30 万人，增速为 13.82%；口腔助理医师为 4.40 万人，增速为 18.92%;口腔（含助理）

医师数量为 21.70万人，增速为 14.81%。 

 

图表 26：我国口腔医师及助理医师数量（万人） 图表 27：我国口腔医师及助理医师数量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

融研究所 

 

从医师整体数量上看，口腔医师及口腔助理医师数量增速水平高于平均医师整体增速水平，2017年口

腔医生、助理医师在医师整体中占比分别为 5.40%和 6.50%；2018 年分别为 5.80%和 7.40%，总体来看呈

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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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我国历年口腔医师占比 图表 29：我国历年口腔助理医师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从我国口腔医师资源质量角度分析，我国口腔助理医师及口腔医师高学历占比逐年提升。2017年我国

学历为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口腔助理医师占比分别为 38.70%、30.90%和 9.60%，2018年提升至 40.00%、

31.90%和 9.70%；2017年我国学历为大专、本科、研究生的口腔医师占比分别为 34.10%、36.60%和 11.80%，

2018 年提升至 34.40%、37.90%和 12.20%。相比之下，口腔医师学历逐渐向本科及研究生靠拢趋势更加明

显，口腔医师资源质量正在逐步提升。 

 

图表 30：我国口腔助理医师学历构成变化（%） 图表 31：我国口腔医师学历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政策层面来看，从口腔医疗行业整体而言，我国近年来所发布的大多为口腔医疗行业鼓励、支持性政

策。口腔疾病被规划为慢性疾病，健康口腔任务的逐步展开和各级口腔医疗机构的标准设立，正面彰显了

我国解决人民口腔健康问题的决心。2014年我国推进规范医师多点执业，提出口腔等类别医师可进行多点

执业，口腔医师作为公认最适合进行多点执业医师职业，也一定程度缓解了我国目前口腔医疗行业快速扩

张所带来的口腔医师资源稀缺问题，为行业整体供给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图表 32：我国口腔行业政策 

时间 印发部门 政策 相关内容 

1997年 1月 15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为卫生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 

首次提出个人/社会力量可以

设立医类机构 

2010年 11月 26日 国家发改委 《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 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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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部门 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

见》 

服务行业领域；对民办医疗机

构的准入范围给予放宽 

2014年 11月 5日 
国家卫计委

等 5部门 

《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

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 

推进规范医师多点执业，提出

口腔、临床及中医类别医师可

进行多点执业 

2016年 10月 20日 

 
国家卫计委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 

第十八条提出对于儿童等口

腔疾病高风险人群，应推广窝

沟封闭，局部用氟等口腔预防

技术 

2016年 10月 25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 

提倡健康口腔，明确提出加强

口腔卫生；表示将控制我国儿

童患龋率在 25%以内 

2016年 12月 27日 国务院 
《“十三五”卫生与健

康规划》 

明确口腔健康四项任务；纳口

腔健康为常规体检；重点人群

口腔疾病综合干预，并交由卫

计委负责；推进健康口腔；鼓

励社会力量发展口腔保健服

务 

2017年 1月 22日 国务院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

期规划（2017-2025）》 

将口腔疾病规划为慢性疾病，

提出口腔疾病的预防保健、早

诊早治的发展方向 

2017年 6月 12日 国家卫计委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试行）》 

对我国口腔医院的设立标准

进行了规范及明确规定 

2018年 10月 17日 

教育部、国

家卫健委、

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

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

划 2.0的意见》 

推进口腔医学类等领域的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口

腔医学等学位研究生培养改

革 

2019年 2月 15日 国家卫健委 
《健康口腔行动方案

（2019-2025）》 

全面开展、实施健康口腔 4

项工作。对口腔健康行为开展

普及、管理实施优化、能力逐

步提升、产业进行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务院、发改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自从 1997 年我国国务院首次提出社会办医的政策，社会办医的主题便一直延伸，几十年来推行社会

办医的政策抑制了公立专科医院，促进了以口腔医院等民营专科医院的快速扩张，未来随着我国政策逐步

落实，口腔医师资源逐渐丰富，有望为民营口腔医院带来了更多突出的发展机遇。从医院数量变化情况分

析，以我国专科医院市场为例。专科医院总体来看，2009年我国专科医院数量为 3716家，包括 1773家公

立医院和 1943家民营医院；2018年专科医院数量增长至 7900家，包括 1745家公立医院和 6155家民营医

院。细分至口腔专科医院，2009 年我国口腔医院数量为 286 家，包括 160 家公立医院和 126 家民营医院；

2018年口腔医院数量增长至 786家，包括 162家公立医院和 624家民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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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我国专科医院数量变化 图表 34：我国口腔专科医院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专科医院及口腔专科医院在民营数量上占比均逐年提升，10年来均保持上升趋势，但口腔专科医院在

民营占比上增速高于专科医院民营占比，于 2017 年超过专科医院民营数量占比。2017 年口腔专科医院民

营占比为 76.20%，专科医院民营占比为 75.65%；2018年口腔专科医院民营占比为 79.39%，专科医院民营

占比为 77.91%。民营口腔诊所数量方面，2017年为 47033家，2018年为 54479家。 

 

图表 35：口腔专科医院及专科医院民营占比 图表 36：我国民营口腔诊所数量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从过去十年口腔医院数量占比增长来看，2009 年口腔医院占专科医院数量 8%，2019 年提升至 10%。

增速方面来看，2013年后口腔专科数量增速持续超过专科医院数量增速，2018年口腔医院增速为 14.08%，

专科医院增速为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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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7：2009-2018 口腔专科医院结构变化 图表 38：专科医院及口腔专科医院增速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四、 支付能力提升，带动市场需求 

鉴于口腔医疗市场部分需要患者进行自费，由此分析，行业的需求释放离不开收入端的支持。在人均

医疗保健开销方面，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2359.00 元，增速为 7.92%、城镇居民人均

医疗保健支出为 2283.00元，增速为 11.60%，城镇医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 5.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019年为 16021.00元，增速为 9.61%、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 1421.00元，增速为 14.59%，农村医

疗保健支出占可支配收入 8.87%。尽管医疗支出增速较快，但占比较低，收入端的持续增长为医疗需求的

释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图表 39：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支出情况 图表 40：2019年城镇人均医疗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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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支出情况 图表 42：2019年农村人均医疗支出占比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WHO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口腔治疗费用较为昂贵，约占卫生总费用的 5%。从卫生费用占 GDP比例方面，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美国、中国 2018年分别为 9.25%、10.73%、10.92%、8.10%、9.77%、

16.94%和 6.57%。整体而言，横向比较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卫生费用仍处于低位，但处于不断上升阶段，日

本、美国等国家卫生费用占比较前值均有所下滑。 

 

图表 43：各国卫生费用 GDP占比（%） 

 

资料来源：Wind、OEC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细化来看，2017 年我国人均卫生支出为 440.83 美元，同年美国、日本、英国、韩国人均卫生支出分

别是 10246.14美元、4168.99美元、3858.67美元和 2283.07 美元。增速方面，中国、美国、日本、英国、

韩国 2017 年人均卫生支出增速分别是 10.67%、3.07%、-0.14%、-2.19%和 11.89%，近年来我国卫生支出

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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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4：我国与部分国家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图表 45：我国与部分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以美国为例，2017 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5609.00 美元，其卫生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 18%。同

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卫生支出占比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同美国相比，美国口腔医疗行业规

模为 1244 亿美元，我国约为 135 亿美元；人均口腔支出方面，美国人均口腔支出为 384 美元，我国约为

12 美元。 

 

图表 46：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卫生支出 图表 47：中国、美国人均口腔支出及口腔规模 

  

资料来源：Wind、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ADA、口腔白皮书、中航证券金融研究

所 

 

2019 年，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23335 亿元，增速为 10.64%；基本医保基金支出为 19946 亿元，增

速为 13.28%。医保基金盈余方面，2009年我国医保基金盈余 885亿元，2018年提高至 3389亿元。从趋势

来看，我国医保基金盈余情况尚未出现下滑趋势。从医保基金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情况来看，医保盈余增长

趋势尚未发生显著变化，我国医保基金的支付水平平稳上升。从支付端来看，医疗消费的物质基础短期无

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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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收入及增速 图表 49：我国基本医保基金支出及增速 

  

资料来源：卫健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资料来源：卫健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图表 50：我国医保基金盈余及增速 

 

资料来源：卫健委、中航证券金融研究所 

 

总体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卫生费用偏低。同美国相比，人均口腔支出占比显著偏低，但

整体支付能力呈快速上升趋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有望助力于口腔需求的释放。口腔疾病治疗方面，

目前我国医保基金盈余整体情况较为稳定，是口腔医疗行业疾病治疗报销的重要保障。 

五、 投资展望 

口腔医疗作为医疗服务领域中盈利能力靠前，且规模超过千亿的市场，近年来市场发展迅速。需求方

面，随着我国国民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及健康行为的逐年提高，国民口腔意识逐步觉醒，对于口腔健康的态

度日趋重视。同时，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成为焦点，口腔疾病发病率也随着年龄

提高而有上升的趋势，市场需求有望在未来持续提升。由此来看，口腔医疗市场的增长动力十足。口腔医

疗供给方面，我国口腔医师资源数量近年来处于增长状态，且高于医师平均增速，医师资源质量不断攀升，

高学历医师占比逐年提高，行业激励政策频频发布，民营口腔医院数量增长迅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医保

基金支付能力平稳增长。综合而言，行业供给端目前处于质、量齐升的状态，需求端患者数量和人均客单

价平稳增长，同时居民支付能力平稳提升，口腔医疗市场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总体来看，口腔医疗行业供需快速增长，市场规模逐年扩大，横向比较其他国家，我国口腔医疗市场

规模上升空间广阔。综合考虑我国目前政策方向和不同板块经营能力，民营口腔医院成长能力更为突出，

建议关注通策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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