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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医疗市场需求的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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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医疗事业的经济性质有片面理解，不研究经济规律，不搞经济核算，不讲积累，靠国家

拨款度日，这样怎能把医疗事业办好。邓小平同志讲：“注意经济效果是各项工作的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过去

不顾经济效果的毛病一定要改过来。”研究医疗事业的经济规律，就需要研究过去的经济活动及其效果和未来的

预测，并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控制，使医疗事业达到较好的经济效果。医疗市场也是卫生管理的一项内容。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有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市场。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中，包

含着一个医疗市场。但是，由于医疗卫生事业和一般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医疗市场具

有它自己的特点：作为一个市场它既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又要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存在着不等价

交换；供需双方受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所以，在医疗市场预测时，要充分注意上述情况和特点。本文仅就医疗

市场的需求预测方法作一探讨。 

一、需求预测的基本程序  

  所谓“预测”是对未来作出估计，预测带有科学的预见，新局面非单凭主观的想象。预测实质上也是一种调

查研究，随着应用数学的发展，运用数学在量上进行分析已成为现代预测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得到的预测资

料，不仅是制订长远规划的基础，也是合理利用现有条件达到最佳经济效果的依据。这就需要了解医疗市场，研

究供求关系。预测正是研究供求关系的一种科学方法，其基本程序为： 

  1、分析过去的资料。收集整理过去几年的资料时，要分析、辨别不同因素引起的变化，並把它们区分出来。 

  ①趋势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增减。在短期间内，可以假定这种趋势呈直线。 

  ②季节性变化——呈每十二个月重复一遍的循环方式。 

  ③随机的变化——用趋势和季节性变化不能解释的另外变化。 

  2、作出预测。用预测方法作出估量。 

  3、计算预测误差。每一预测应与实际结果经常进行比较，便能从中得到误差的大小。如果认为预测的准确度

不足，就要改变预测方法及数学模式。就是已知的一种预测方法能得到所需要的准确度时，仍要不断检查预测的

误差。在情况有异常时，例如发病率有显著变化时，则可能表示预测的错误程度的增大，就要提醒领导者采取适

当措施。 

  4、充分考虑外加因素。上述预测是假定过去资料的数学模式在未来继续存在为前提而确定的。实际预测应考

虑其它可能发生的因素。如重大政策的改变，医院的布局调控，多种成份医疗机构的发展等等。 

二、预测的基本方法  

  预测的基本方法，分为时间顺序预测模型，因果性预测和预报性预测，这三种分别适于短期、中短期和长

期。 

  （一）时间顺序预测模型 

  时间顺序预测模型是以根据经过统计方法处理的，按时间顺序的数据进行推测未来的方法。包括移动平均数

法，趋势预测法和指数平滑法。分述如下： 

  1、移动平均数法 

  用实际发生的资料，求其平均值，在时间上往后推移，作为下月或下下月的预测。故移动平均数法敢可以说

就是将过去含有变动的资料加以平均化。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对发病经的影响，各期的就诊人数带有季节性，如

佳木斯市就诊人数和供应药品第四季度多。因此移动平均数法应当把季节因素考虑进行。例如某医院就诊人数有

三年数字，预测第四年一季度的就诊人数： 

先作季节性影响分析，然后采用趋势预测法，提出第四年一季度的预测。 

第一步，求消除季节性影响的历年分季平均数，如下表： 

第二步，列出实际就诊人数与除去季节性影响的平均数，加以比较，如下表：  

第三步，用消去季节影响的平均数除实际数，求取季节性系数。如下表：季节性系数（取小数二位） 

第一季1.19 第二季0.68 第三季0.76 第四季1.38 



例如： 215÷281.87=0.763 

395÷286.87=1.377

(0.667+0.675)÷2=0.676,其余类推。 

第四步，进行预测 

第四年一季的期望值为： 

无季节影响是  

考虑季节性影响，则预测为： 

期望值=322×1.19=383 

所以383是为四年第一季度的预测数。 

这种方法适于短期预测。 

  2、趋势预测法 

  对就诊人数和供应药品的预测最简单的方法是根据已有的统计资料，以移动平均数的形式进行趋势预测。现

用下面实例来说明趋势预测的方法。 

  现有1-12月份就诊人数的实际数，试预测明年1月份的期望值（即预测值）。 

明年1月预测值=490+（3×15）=535 

式中490-为五期平均数最后一个数； 

3—表示距预测月份差三期； 

15—为四期趋势平均数最后一个数。取四期、五期或三期平均数，视具体情况而定。期短，反映波动灵敏，但预

测较粗糙；期长，反映波动较平滑，预测较精确些。同时考虑掌握资料的多少。如有8个月资料，取三期平均数能

得6个数据，取五期平均数只能得4个数据。 

  3、指数平滑法，同移动平均数法类似，但平均数用指数加权，因为远近期资料对预测未来的影响程度不同，

而对过去不同的资料取不同的权数，加以平均，这样可克服把各期的变化平均化了。指数平滑法经过加权后的曲

线是指数曲线，所以叫指数平滑法。它与趋势预测法比较，示意图如下： 

指数平滑法计算程序分为三步。第一步计算当期需要量的加权平均数；第二步计算当期需要量变动趋势的加权平

均数；第三步根据上两步的计算结果预测未来的期望值。下面举例进行计算，如药品的需要量计算表如下： 

*为去年年末之加权平均需要量 *为Tn-1的初始值 

第一步，计算当期需要量的加权平均数En公式为：En=aSn+(1-a)En-1 

式En=En-1+a(Sn-En-1) 

式中En—当期需要量的加权平均数： 

a—平滑系数，（一般取0.1～0.3); 

En-1—上期需要量的加权平均数； 

Sn—当期实际数。 

本例中，a取0.2,故二月份的加权平均需要量为：E2=E2-1+a(S2-E2-1) 

=30+0.2×(-1)=29.8

二月份的E2,即为三月份的E3-1:余此类推，可逐月计算，直到求出8月份的加权平均需要量En=31.1。 

第二步，计算当期需要量变动趋势的加权移动平均数Tn,公式为： 

Tn=bTn+(1-b)Tn-1=Tn-1+b 

(t-Tn-1) 

式中tn—平滑系数取0.01～0.1；Tn-1—上期平均需要量变动趋势。 

仍接上例，按此公式可计算各月份变化趋势的加权平均数，如下表： 

本例中，b取0.1,故2月份的T2为： 

T2=T2-1+b(t2-T2-1) 

=0.5+0.1×(-0.7)=0.43

二月份的T2,即为三月份的T3-1，余此类推，逐月计算，直至求出8月份的T8=0.30。 

第三步，根据最后月的En（加权平均需要量）和Tn（变化趋势的加权平均数），就可预测今后若干时期的期望

值。公式为： 

式中i—预测之期数（距第n期） 

仍按本例，若预测9月份之需要量，则： 

依此公式，只要变动i的数值，就可预测10、11、12……等月的需要量。 

（二）因果预测模型 

  医疗中许多因素都是互相联系的，例如气候与发病率，人的血压与年龄，门诊人次同门诊收入等等，实际都

表现为因果关系。这些关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就构成因果预测模型。它阐明了表示原因的因素和被预测项目的需求

量之间的数量关系，表明因果预测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和计量经济模型。 

  1、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是数理统计的一种方法，根据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分为一元、二元、多元等回归分析，常用的

是一元线性回归。它的基本公式是：Y=a+bx 

式中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a是常数。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偏差平方和S为 



  

  由上式可见∑x是一个共同因子，为简化计算，设法使∑x取0，为此，应设法使n取奇数，将x=0,置于资料中

间（如下表）。 

当∑x =0方程（1-1）式为 

  

例1973-1979年某医院门诊收入如下表，并预测出80及81年的收入额： 

由上表计算可得，∑yi=31500 ∑x i=0 ∑x2=28,X=1400 全部代入式（1—2）得： 

  

解之a=4500 b=500 

y=4500+500×计算出73-79年的y值（见上表），于是 

1980年预计收入 

y4=4500+500×4=6500元 

1981年预计收入 

y5=4500+500×5=7000元 

上述是简单的情形，实际上门诊收入不一定直线上升，同门诊人次有关。因此若研究两因素之间的关系，可利用 

20次抽查得下表 

门诊收入总计∑yi=9788 n=20 

门诊人次总计∑xi=5012次 

  

每次门诊收入平方和∑X2i=1,416·926 

每次门诊收入同每次门诊人次的乘积之和 

∑xiyi=2,626·817。按公式： 

  

a=89.4-1081(250.6)=218.5

∴y=218.5+1.081X

  根据方程可分析今后趋势，如门诊人次为0时，门诊收入大约在218.50元左右；每一门诊人次，大体能增加

1.081元门诊收入。 

  因素很多，可利用多元回归分析。 

  2、计算经济模型 

  计量经济模型是回归分析的引伸，它包括一系列的联立方程，用联立方程组来描述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由这些关系进而说明各因素的情况。基本分析方法同多元回归类似，这里不详细论述。 

  （三）预报法 

  预报法包括：特尔斐法、市场调查法和周期类比法。 

  特尔斐法是依靠医院专家，征求他们的意见，作出集体预报方案，如医疗新方案的推广，是否适合北方需

要，今后若干年的趋势等等。在我国就是在党委领导下成立专家小组，不断研究医疗事业的发展情况，并作出有

预见性的长期的打算。 

  市场调查法，是深入到群众中去搞需求调查，收集一些活情况，随时掌握需求的变化。 

  周期类比法，医疗的活动是有规律的，研究长期的预测必须根据历史的规律性，加以比较。如一个医院历年

来一周的就诊人数，哪天最多。一周内每天的就诊人数是什么曲线。医生的治愈率怎样，什么原因等等。有了这

些可比较分析的资料和情报，才能作出很长时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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