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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8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的概念，接着分析了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发展环境，

然后对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医疗责任保险

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3-2018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 供需、有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医疗责任保险是以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为被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因在执业过程中由于过失

致患者死 亡、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时依照法律的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对患者承担的赔偿责

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为化解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执业风险，医疗责任保险在于 世

纪50&mdash;60年代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得到迅速发展，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有此种

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投保医疗责任保险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责任， 在许多国家它属于强

制保险，成为医院或医师执业的必要条件。 

     当前，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一个险种不可能

完全覆盖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市场需求，因此保险公司应在强制医疗责任保 险的基础上，根

据我国实际情况和医疗体制改革发展的需要，细分市场，开发更具针对性的产品。比如，针

对特殊医疗科室专业的保险产品。随医务人员薪酬待遇的 提高，适时地开发、推出针对个人

的医疗责任保险产品是符合实际和保险公司的经营利益的。 

     截至2011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5.44万个，床位数516.0万张，卫生人员总数

达861.6万人，全国卫生总费用达22496亿元，这是 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只要遵循我国现

实国情和医疗体制改革的需要，大力推广医疗责任保险，就可以在带来患者、医疗机构和保

险公司的&ldquo;多赢&rdquo;的同时，也 将为社会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产业发展基础分析 

第一节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概述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概念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地位 

三、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 



第二节 中国发展医疗责任保险的意义 

一、医疗责任保险可以转嫁执业风险 

二、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拓宽保险公司业务领域 

三、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四、医疗责任保险有利于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第二章 2013年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形势分析 

第一节 中国发展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一、责任保险标志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二、责任保险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三、责任保险对安全生产具有促进作用 

四、责任保险的重要性在我国日益增强 

第二节 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概况 

一、我国发展责任险已是当务之急 

二、中国责任保险的发展现状分析 

三、责任保险引入水上运输安全体系 

四、出口产品责任险市场发展火热 

五、食品安全法实施催热产品责任险 

第三节 责任保险索赔期限与法律诉讼时效问题辨析 

一、责任保险的法律依据及保险事故的构成要件 

二、保险索赔与诉讼时效 

三、责任保险索赔期限的确定 

第四节 中国责任险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一、法制化不健全是中国责任保险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公众责任险遭遇瓶颈发展缓慢 

三、中国责任保险市场的发展对策 

四、中国责任保险市场开发的对策建议 

第三章 2013年国外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发展情况综述 

第一节 2013年国外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分析 

一、世界各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和实施 

二、国际医疗责任保险市场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 



三、医疗责任保险改革措施的国际经验 

四、国内外医疗责任保险比较研究 

五、美国医疗责任保险商业化经营概况 

第二节2013年美国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透视 

一、强制性的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模式 

二、免赔金额的适用标准不同 

三、完善的医疗事故处理系统 

四、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 

第四章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　2013年中国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中国汇率调整（人民币升值） 

八、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相关法律法规促进责任保险的发展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三、中国产品责任保险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第三节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我国责任保险已具备一定人才基础 

二、精算师人才培养还需时间 

三、责任保险法律专业人才供给仍不足 

四、责任保险经营中风险管理人才缺乏 

第四节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一、IT技术应用对医疗保险的重要推动作用 

二、保险业电子商务发展迅猛 

三、保险行业CRM软件的应用 



第五章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发展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分析 

一、国家大力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 

二、中国医疗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现状 

三、新医改为医疗责任保险带来发展契机 

四、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取向 

第二节2013年中国实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分析 

一、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实行强制保险的背景 

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实施的必要条件与对象选择 

三、医疗责任保险实行强制保险的适当性与有效性分析 

四、强制性医疗责任保险实施的制度约束与模式选择 

第三节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对策 

四、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的建议 

第六章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市场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 医疗职业风险因素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 

一、医疗职业性危害 

二、医疗过失引发的各种责任 

第二节 法律政策因素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 

一、法律因素 

二、相关政策 

第三节 经济管理因素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水平 

二、医疗管理体制 

第四节 社会因素对医疗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 

第五节 总结与专家建议 

第七章 2013年构建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初步探索 

第一节 医疗责任保险的含义及其内容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渊源及含义 

二、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区别 

第二节 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及其现状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作用及其意义 

二、医疗责任保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 

第三节 构建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基本措施 

一、构建强制医疗责任保险的现实性意义 

二、强制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具体构想 

第八章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发展模式与动态分析 

第一节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模式探索 

一、政府、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三方共同投保的医疗责任保险模式 

略&hellip;&hellip;&hellip; 

第九章2013年中国重点地区医疗责任保险市场动态分析 

略&hellip;&hellip;&hellip; 

第十章　2013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略&hellip;&hellip;&hellip; 

第十一章2013-2018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略&hellip;&hellip;&hellip; 

第十二章 2013-2018年中国医疗责任保险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略&hellip;&hellip;&hellip; 

图表目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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