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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庆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市卫生健康工作坚决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

有效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方位全周

期保障人民健康。以健康中国重庆行动为抓手，以体制机制改革

为动力，坚持预防为主、基层为重点、中西医并重，医疗卫生服

务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健康保障。

一、卫生资源

（一）医疗卫生机构数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21361 个，较上年增加 439

个。医院 858 个，其中公立医院 216 个，同比减少 3.14%；民营

医院 642 个，同比增长 0.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268 个，同

比增长 2.17%，主要是门诊部、诊所等机构增长较快；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 154 个，其他卫生机构 81 个。（见表 1）

表 1 医疗卫生机构数及变动情况1资料来源: 1.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统计直报系统，公共卫生数据来源

于相关业务处室。

2.每千人口人员、床位等资源指标及居民平均就诊、住院、发病率、死亡率等指标根据 2021 年全

市常住人口计算。
3.2021 年全市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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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个、%
机构类别 2021 年 2020 年 占比 同比±

全市 21361 20922 100.00 2.10
#公立 11104 11420 51.98 -2.77
民营 10257 9502 48.02 7.95
#都市区 12854 12486 60.18 2.95
渝东北城镇群 6339 6324 29.68 0.24
渝东南城镇群 2168 2112 10.15 2.65

医院 858 859 4.02 -0.12
#市级 18 17 0.08 5.88
区县级 124 127 0.58 -2.36

#公立 216 223 1.01 -3.14

民营 642 636 3.01 0.94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268 19838 94.88 2.17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54 149 0.72 3.36
其他卫生机构 81 76 0.38 6.58

（二）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 208645 张，同比增长

2.02%（见图 1）。医院 152620 张，同比增长 2.13%；其中公立

医院 97357 张，同比增长 2.61%；民营医院 55263 张，同比增长

1.2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9808 张，同比增长 1.91%；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 5717 张，同比增长 0.49%。（见表 1）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240741 张，同比增长 2.20%（见

图 1）。医院 178223 张，同比增长 1.87%；其中公立医院 115330

张，同比增长 2.16%；民营医院 62893 张，同比增长 1.33%。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有床位 57688 张，同比增长 3.20%；专业公共

卫生机构 4517 张，同比增长 2.96%。（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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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每千常住人口编制床位、实有床位分别为 6.49

张、7.49 张，较上年均有所增加。

表 2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单位：张、%

机构类别
编制床位数 实有床位数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占比 2021年 2020 年 同比± 占比

全市 208645 204507 2.02 100.00 240741 235560 2.20 100.00
#公立 153235 149736 2.34 73.44 177491 173139 2.51 73.73
民营 55410 54771 1.17 26.56 63250 62421 1.33 26.27
#都市区 140263 137615 1.92 67.23 156092 154842 0.81 64.84
渝东北城镇群 49783 48444 2.76 23.86 62152 58935 5.46 25.82
渝东南城镇群 18599 18448 0.82 8.91 22497 21783 3.28 9.34

医院 152620 149444 2.13 73.15 178223 174957 1.87 74.03
#公立 97357 94885 2.61 46.66 115330 112888 2.16 47.91
民营 55263 54559 1.29 26.49 62893 62069 1.33 26.1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9808 48874 1.91 23.87 57688 55901 3.20 23.96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5717 5689 0.49 2.74 4517 4387 2.96 1.88

（三）卫生人员数

1. 各类卫生人员

2021年，全市卫生人员 308528人，同比增长 2.26%（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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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技术人员 246615人，同比增长 3.74%；其中执业（助理）医

师 92131 人、注册护士 114011 人，同比分别增长 3.84%、4.19%

（见表 3）。全市每千常住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

师数、注册护士数分别为 7.68人、2.87人、3.55人，较上年分别

增加 0.26人、0.10人、0.14人。

表 3 各类卫生人员数
单位：人、%

人员类别 2021年 2020 年 同比± 占比

卫生人员 308528 301707 2.26 100.00
卫生技术人员 246615 237726 3.74 79.93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92131 88728 3.84 29.86
注册护士 114011 109428 4.19 36.95
药师（士） 10527 9930 6.01 3.41
技师（士） 14540 11857 22.63 4.71

其他技术人员 10570 9391 12.55 3.43
工勤技能人员 24826 24549 1.13 8.05

2. 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

从机构类别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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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卫生人员数分别为 183087 人、106427 人、16256 人，同比

分别增长 0.82%、4.12%、7.10%。（见表 4）

表 4 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员数
单位：人、%

机构类别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占比

全市 308528 301707 2.26 100.00
#公立 215639 212111 1.66 69.89
民营 92889 89596 3.68 30.11
#都市区 218716 213346 2.52 70.89
渝东北城镇群 66834 65914 1.40 21.66
渝东南城镇群 22978 22447 2.37 7.45

医院 183087 181591 0.82 59.34
#公立 126847 124203 2.13 41.11
民营 56240 57388 -2.00 18.23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6427 102212 4.12 34.5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6256 15179 7.10 5.27
其他卫生机构 2758 2725 1.21 0.89

二、医疗服务

（一）医疗服务量

1. 门诊服务量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 19363.2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35%（见图 3）。医院 8422.81 万人次，占比 43.50%，

同比增长 14.6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173.89 万人次，占比

52.54%，同比增长 12.44%；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64.54 万人次，

占比 3.95%，同比增长 11.76%。分片区看，都市区、渝东北城镇

群和渝东南城镇群的总诊疗人次数占比分别为 69.35%、22.59%、

8.06%。（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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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

单位：万人次、%

机构类别 2021年 2020年 占比 同比±
全市 19363.28 17082.90 100.00 13.35
#公立 13841.64 12478.42 71.48 10.92
民营 5521.64 4604.48 28.52 19.92
#都市区 13428.71 11575.16 69.35 16.01
渝东北城镇群 4374.24 4102.93 22.59 6.61
渝东南城镇群 1560.33 1404.81 8.06 11.07

医院 8422.81 7348.34 43.50 14.62
#公立 6841.13 6033.57 35.33 13.38
民营 1581.68 1314.77 8.17 20.3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0173.89 9048.04 52.54 12.44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764.54 684.08 3.95 11.76

2. 住院服务量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729.78 万人，同比增

长 8.25%（见图 4）。医院 501.20 万人，占比 68.68%，同比增

长 10.1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6.57 万人，占比 28.31%，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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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10%；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1.71 万人，占比 2.97%，同比

增长 5.34%。分片区看，都市区、渝东北城镇群和渝东南城镇群

的出院人数占比分别为 61.26%、27.49%、11.25%。（见表 6）

表 6 医疗卫生机构出院人数

单位：万人、%
机构类别 2021 年 2020年 占比 同比±

全市 729.78 674.18 100.00 8.25
#公立 588.75 544.88 80.67 8.05
民营 141.03 129.30 19.33 9.08
#都市区 447.06 410.82 61.26 8.82
渝东北城镇群 200.61 186.30 27.49 7.68
渝东南城镇群 82.11 77.05 11.25 6.56

医院 501.20 454.84 68.68 10.19
#公立 360.42 325.82 49.39 10.62
民营 140.77 129.02 19.29 9.1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06.57 198.43 28.31 4.1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1.71 20.61 2.97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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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师工作负荷

全市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 7.8 人次，较上年增加 0.8 人次。

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医师人均每日担

负诊疗人次分别为 7.1 人次、8.6 人次、10.9 人次。（见表 7）

全市医师日均担负住院 2.1 床日，较上年增加 0.1 床日。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医师人均每日担负住

院床日分别为 2.8 床日、1.2 床日、1.0 床日。（见表 7）

表 7 医疗卫生机构医师担负工作量

单位：人次、床日

指标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诊疗人次 医师人均每日担负住院床日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2021年 2020 年 同比±
全市 7.8 7.0 0.8 2.1 2.0 0.1
#公立 8.1 7.4 0.7 2.6 2.5 0.1
民营 7.3 6.2 1.1 1.2 1.2 0.0
#都市区 7.9 6.9 1.0 1.8 1.8 0.0
渝东北城镇群 7.5 7.1 0.4 2.8 2.7 0.1
渝东南城镇群 8.1 7.5 0.6 2.9 2.9 0.0

医院 7.1 6.3 0.8 2.8 2.7 0.1
#公立 8.1 7.4 0.7 3.0 2.9 0.1
民营 4.6 3.7 0.9 2.5 2.3 0.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8.6 7.7 0.9 1.2 1.2 0.0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0.9 10.1 0.8 1.0 1.0 0.0

（三）病床使用

1. 病床使用率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 76.34%，较上年增

加 3.04 个百分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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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病床使用率分别为 78.17%、71.68%、65.93%，较上年分别

增加 3.45、1.78 和 4.58 个百分点。（见表 8）

2.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8.81 日，较

上年减少 0.10 日。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的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分别为 9.72 日、7.01 日、4.77 日，较上

年分别增加-0.24 日、0.09 日、0.07 日。（见表 8）

表 8 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情况

单位：%、日

指标
病床使用率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点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日

全市 76.34 73.30 3.04 8.81 8.91 -0.10

#公立 82.31 79.09 3.22 8.87 8.99 -0.12

民营 58.74 56.42 2.32 8.58 8.57 0.01

#都市区 73.75 70.15 3.60 9.06 9.26 -0.20

渝东北城镇群 80.90 78.85 2.05 8.68 8.78 -0.10

渝东南城镇群 81.94 80.47 1.47 7.80 7.38 0.42

医院 78.17 74.72 3.45 9.72 9.96 -0.24

#公立 88.20 84.25 3.95 10.17 10.51 -0.34

民营 58.82 56.53 2.29 8.59 8.58 0.0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71.68 69.90 1.78 7.01 6.92 0.09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65.93 61.35 4.58 4.77 4.70 0.07

三、医药费用

（一）次均门诊费用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次均门诊费用 253.3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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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374.1 元，同比增长 3.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次均门诊费用 302.0 元，同比减少 0.7%；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次均

门诊费用 112.2 元。2（见表 9）

表 9 医疗卫生机构次均门诊费用

单位：元、%

机构类别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全市 253.3 228.5 10.8

#公立 269.0 262.4 2.5

民营 220.3 152.5 44.5

#都市区 273.8 246.2 11.2

渝东北城镇群 207.6 193.9 7.0

渝东南城镇群 175.3 156.6 11.9

医院 374.1 363.0 3.1

#公立 350.6 344.1 1.9

民营 475.9 449.9 5.8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12.2 64.7 73.4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302.0 304.0 -0.7

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次均门诊费用统计口径 2021 年与 2020 年不一致。

（二）人均住院费用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人均住院费用 7452.6 元，同比

增长 4.5%。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人

均住院费用分别为 9697.6 元、2287.2 元、4775.5 元，同比分别

增长 3.0%、5.9%、0.8%。（见表 10）

2注：按照国家次均门诊费用最新统计口径，从 2021 年起，门诊部、诊所纳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次均门诊费用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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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医疗卫生机构人均住院费用

单位：元、%

机构类别 2021年 2020 年 同比±

全市 7452.6 7133.0 4.5

#公立 7570.5 7229.3 4.7

民营 6960.7 6727.1 3.5

#都市区 8820.0 8479.1 4.0

渝东北城镇群 5669.8 5367.2 5.6

渝东南城镇群 4363.8 4225.9 3.3

医院 9697.6 9411.1 3.0

#公立 10763.1 10470.9 2.8

民营 6969.7 6734.7 3.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287.2 2159.8 5.9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4775.5 4736.1 0.8

（三）药占比和检查费占比

1. 药占比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药占比 31.88%，较上年降低 1.54

个百分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药占

比分别为 30.12%、44.13%、23.39%。（见表 11）

2. 检查费占比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检查费占比 12.52%，较上年升

高 0.13 个百分点。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的检查费占比分别为 13.28%、7.15%、16.50%。（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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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费、检查费占比

单位：%

机构类别

药品费占比 检查费占比

2021年 2020 年 ±点 2021年 2020年 ±点

全市 31.88 33.42 -1.54 12.52 12.39 0.13
医院 30.12 31.55 -1.43 13.28 13.02 0.26
#公立 29.97 31.50 -1.53 14.32 13.99 0.33
民营 30.65 31.76 -1.11 9.54 9.38 0.1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4.13 48.01 -3.88 7.15 7.67 -0.52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3.39 22.28 1.11 16.50 15.45 1.05

（四）医疗卫生机构费用与财政拨款

2021 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费用 1194.02 亿元，同比增长

17.68%。全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院的总费用

分别为 863.91 亿元、52.92 亿元、111.5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82%、18.48%、10.26%。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拨款收入 204.51 亿元，同比降低

9.48%。全市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卫生院的财政拨

款收入分别为 90.94 亿元、23.08 亿元、50.36 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8.22%、0.78%、0.99%。3

（五）卫生总费用

2020 年，重庆市卫生筹资总额 1559.60 亿元，各项筹资来源

中政府、社会、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分别为 478.32 亿元、640.66

3注：数据来源于卫生健康统计直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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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440.63 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分别为 30.67%、41.08%、

28.25%。与 2019 年相比，政府卫生支出比重升高 2.98 个百分点，

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比重分别下降 2.95 和 0.03 个

百分点。人均卫生总费用 4860.19 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

重为 6.24%。4

四、基层卫生

（一）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2021 年，全市共有乡镇卫生院 810 个。编制床位数 37434

张、实有床位数 44766 张，同比分别增长 0.90%、2.53%。卫生

人员数 36276 人，同比减少 0.36%。（见表 12）

表 12 乡镇卫生院卫生资源

单位：个、张、人、%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机构数 810 816 -0.74

编制床位数 37434 37101 0.90
实有床位数 44766 43662 2.53
卫生人员数 36276 36408 -0.36
#卫生技术人员 31274 31025 0.80

#执业（助理）医师 12910 12747 1.28

注册护士 10632 10389 2.34

2021 年，全市共有村卫生室 9495 个，因部分区县统一清理

村卫生室分室，同比减少 3.26%。乡村医生、卫生员分别为 13290

人、49 人，同比分别减少 9.77%、78.70%；执业（助理）医师

4注：因数据收集、测算等原因，卫生总费用较其他数据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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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8 人，同比增长 4.12%；注册护士 142 人，同比减少 22.40%。

（见表 13）

表 13 村卫生室卫生资源

单位：个、人、%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机构数 9495 9815 -3.26
乡村医生 13290 14729 -9.77
卫生员 49 230 -78.70
执业（助理）医师 4398 4224 4.12
注册护士 142 183 -22.40

（二）农村医疗服务

2021 年，乡镇卫生院总诊疗人次 2242.80 万人次、出院人数

169.33 万人，同比增长 10.31%、2.46%。病床使用率 73.75%，

较上年增加 1.13 个百分点；出院者平均住院 6.84 日、医师日均

担负诊疗 6.95 人次、医师日均担负住院 2.51 床日，较上年分别

增加 0.03 床日、0.57 人次、0.05 床日。（见表 14）

表 14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情况

指标 2021 年 2020年 同比±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2242.80 2033.21 209.59

出院人数（万人） 169.33 165.27 4.07

病床使用率（%） 73.75 72.62 1.13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6.84 6.81 0.03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 人次） 6.95 6.38 0.57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床日） 2.51 2.46 0.05

2021 年，村卫生室总诊疗量 2683.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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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每村卫生室平均年诊疗量 2826.67人次，同比增长 3.52%。

（见表 15）

表 15 村卫生室医疗服务情况

单位：万人次、人次、%

指标 2021年 2020 年 同比±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2683.92 2679.98 0.15

每村卫生室诊疗人次数（人次） 2826.67 2730.49 3.52

（三）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2021 年，全市共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8 个，较上年增

加 17 个。编制床位 11683 张、实有床位 12012 张、卫生人员数

15877 人，同比分别增长 6.81%、7.01%、10.87%。（见表 16）

表 1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资源

单位：个、张、人、%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机构数 238 221 7.69
编制床位数 11683 10938 6.81
实有床位数 12012 11225 7.01
卫生人员数 15877 14321 10.87
#卫生技术人员 13410 12008 11.68
#执业（助理）医师 5004 4598 8.83
注册护士 5709 4955 15.22

（四）社区医疗服务

2021 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总诊疗人次 1208.55 万人次、出

院人数 35.34 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24.66%、14.79%。病床使用

率 64.82%，同比增加 4.58 个百分点。出院者平均住院 7.8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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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9.68 人次、医师日均担负住院 1.54 床日，同

比分别增加 0.27 日、1.24 人次、0.13 床日。（见表 17）

表 1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情况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1208.55 969.45 239.10

出院人数（万人） 35.34 30.78 4.55

病床使用率（%） 64.82 60.24 4.58

出院者平均住院日（日） 7.80 7.53 0.27

医师日均担负诊疗人次（人次） 9.68 8.44 1.24

医师日均担负住院床日（床日） 1.54 1.41 0.13

五、中医药服务

（一）中医卫生资源

2021 年，全市中医类别机构 3378 个，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

总数的 15.81%，同比增长 0.51%。其中，中医类医院 188 个，

占全市中医类别机构数的 5.57%。（见表 18）

2021 年，全市中医类医院编制床位数 30564 张、实有床位

表 18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

单位：个、%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总计 3378 3361 0.51

中医类医院 188 191 -1.57

中医类门诊部 94 90 4.44

中医类诊所 3096 308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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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76 张、卫生人员 34697 人，同比分别增长 0.09%、3.06%、

0.83%。（见表 19）

表 19 中医类医院卫生资源

单位：个、张、人、%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机构数 188 191 -1.57
编制床位数 30564 30537 0.09
实有床位数 37276 36169 3.06
卫生人员数 34697 34410 0.83
#卫生技术人员 29144 28804 1.18
#执业（助理）医师 9933 9761 1.76
注册护士 14269 14310 -0.29

2021 年，全市中医药人员 24032 人，同比增长 4.61%。按机

构类型分，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中医类诊所中医药人员

数分别为 5423人、302人、4036人，同比分别增长 4.83%、-1.63%、

3.14%。按专业类别分，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见习中医师、

中药师分别为 20680 人、371 人、2975 人，同比分别增长 4.44%、

4.51%、5.82%。（见表 20）

表 20 中医药人员数

单位：人、%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总计 24032 22972 4.61
按机构类型分

#中医类医院 5423 5173 4.83
中医类门诊部 302 307 -1.63
中医类诊所 4036 3913 3.14

按从事专业类别分

#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 20680 1980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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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中医师 371 355 4.51
中药师 2981 2817 5.82

注：本表数据未统计国家级师带徒指导老师、重庆市名中医、区县级名中医。

（二）中医医疗服务

2021 年，全市中医类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 3645.9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6.97%，其中中医类医院 1605.9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01%。全市中医类医疗机构出院人数 140.39 万人，同比增长

10.08%，其中中医类医院 107.22 万人，同比增长 9.85%。（见

表 21）

六、疾病预防与公共卫生

2021 年，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194.6736/10 万，报

告死亡率 4.6390/10 万。报告发病率居前 5 位的病种依次为肺结

核、梅毒、肝炎、艾滋病、淋病；报告死亡率最高的病种为艾滋

表 21 中医医疗服务量

单位：万人次、万人、%

机构类别

门急诊人次 出院人数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总计 3645.93 3116.94 16.97 140.39 127.54 10.08

中医类医院 1605.90 1408.55 14.01 107.22 97.61 9.85

综合（专科）医院 265.95 237.05 12.19 13.79 12.00 14.92

卫生院 318.83 255.91 24.59 16.34 15.42 5.9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5.79 94.28 44.03 2.83 2.43 16.46

中医门诊部 60.68 48.65 24.73 / / /

中医诊所 1212.76 1042.85 16.29 / / /

其他 31.69 22.69 39.67 0.11 0.09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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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其次为肺结核。（见表 22）

表 22 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及死亡率

单位：1/10 万

疾病种类
报告发病率 报告死亡率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总计 194.6736 202.0700 4.6390 4.0425
肺结核 61.7112 66.6898 0.2184 0.3265
梅毒 53.1070 56.2396 - 0.0064
肝炎 46.2436 44.717 0.0281 0.0224
艾滋病 11.9891 11.4681 4.3863 3.668
痢疾 7.8523 9.7333 -
淋病 10.2826 8.9908 -
百日咳 1.2042 0.9858 -
登革热 - 0.0192 -
猩红热 1.6004 0.7394
伤寒+副伤寒 0.2621 0.224
麻疹 0.0718 0.0832
布病 0.2184 0.1664
疟疾 0.0156 0.0288
乙脑 0.0156 0.0128
狂犬病 0.0062 — 0.0062
出血热 0.0062 0.0352

流脑 - 0.0064

钩体病 0.025 0.048

白喉 - 0.0032

传染性非典 - —
霍乱 - —
脊灰 - —
人感染 H7N9 禽流感 - —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 —
鼠疫 - —
炭疽 - —
新生儿破伤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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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 -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0.0624 1.8788 - 0.0192

七、卫生监督

2021 年全市被监督单位 91473 户，全年日常性卫生监督

134954户次，监督覆盖率 99.36%；双随机监督 10904户，监督完

成率 100.00%，任务完成率 99.94%，任务完结率 100.00%。全市

依法查处案件 7486件，同比增长 25.10%；罚款 2640.5 万元，同

比增长 55.32%。查处无证行医案件 314件，移送司法机关 13件。

八、妇幼卫生

2021 年，婴儿死亡率 2.42‰，新生儿死亡率 1.30‰，同比

均有下降（见图 5）。孕产妇死亡率 9.79/10 万，住院分娩率达

99.96%，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3.35%，同比均有上升。（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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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妇幼卫生情况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孕产妇死亡率（1/10 万） 9.79 9.52 0.27

婴儿死亡率（‰） 2.42 2.92 -0.50

新生儿死亡率（‰） 1.30 1.69 -0.39

住院分娩率(%) 99.96 99.94 0.02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3.35 92.29 1.06

九、精神卫生

2021 年，全市精神疾病专业医疗机构 40 个。编制床位 9728

张、实有床位 19850 张，同比分别增长 8.37%、9.12%。卫生技

术人员 4401 人，同比增长 5.24%，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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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册护士 2709 人，同比分别增长 3.92%、6.57%。全市精神

疾病专业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120.01 万人次、出院人数 6.24 万

人，同比分别增长 3.61%、20.71%。（见表 24）

表 24 精神卫生情况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机构数（个） 40 39 2.56

编制床位数（张） 9728 8977 8.37

实有床位数（张） 19850 18191 9.12

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4401 4182 5.24

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1166 1122 3.92

注册护士数（人） 2709 2542 6.57

总诊疗人次数（万人次） 120.01 115.82 3.61

出院人数（万人） 6.24 5.17 20.71

十、无偿献血及采供血

2021 年，全市参加无偿献血 37.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40%。

采集血液总量 60.17 万单位、采集全血 56.33 万单位，同比分别

增长 9.66%、8.73%。按照血液招募方式统计，个人捐献血液 24.41

万人次、团体捐献血液 13.32 万人次，分别占采集血液总人次的

64.70%、35.30%。全年为临床医疗供血 122.14 万单位，同比增

长 17.63%。（见表 25）

表 25 采供血数据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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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人数（万人次） 37.73 35.13 7.40

采集血液总量（万单位） 60.17 54.87 9.66

采集全血（万单位） 56.33 51.81 8.73

个人捐献（万人次） 24.41 24.70 -1.17

团体捐献（万人次） 13.32 10.43 27.71

为临床医疗供血（万单位） 122.14 103.84 17.63

十一、人口与计划生育

2021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 3212.43 万人，较上年增加 3.50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 6.49‰，同比下降 0.98 个千分点；人口

死亡率 8.04‰，同比增加 0.34 个千分点；自然增长率-1.55‰，

同比下降 1.32 个千分点。全市出生人口性别比 107.94（以女性

为 100），较上年增加 1.74。（见表 26）

表 26 常住人口主要指标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常住人口数（万人） 3212.43 3208.93 3.50
出生率（‰） 6.49 7.47 -0.98
死亡率（‰） 8.04 7.70 0.34
自然增长率（‰） -1.55 -0.23 -1.32
出生人口性别比（女=100） 107.94 106.20 1.74
城镇化率（%） 70.32 69.46 0.86

城镇人口数（万人） 2259.13 2226.41 32.72
农村人口数（万人） 953.30 979.01 -25.71

市外外出人口数（万人） 412.56 417.65 -5.09
外来人口数（万人） 222.77 219.36 3.41
人口年龄构成

0－14 岁（%） 15.91 16.90 -0.99
15－64 岁（%） 67.00 68.14 -1.14
65 岁及以上（%） 17.08 14.96 2.12

注：数据来源于市统计局 2021 年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性别比来源于重庆市人口家庭信息系统（FIS）
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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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末，全市户籍人口 3404.59 万人，较上年增加 11.53

万人。全市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自然增长率较上年分别下

降 2.61、0.50、2.10 个千分点。符合政策生育率 98.59%，全市出

生人口性别比 108.27，较上年增加 2.34。（见表 27）

表 27 户籍人口主要指标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年末总人口（万人） 3404.59 3393.06 11.53
出生率（‰） 6.14 8.75 -2.61
死亡率（‰） 6.85 7.35 -0.50
自然增长率（‰） -0.70 1.40 -2.10
总抚养比（%） 46.19 46.09 0.10
符合政策生育率（%） 98.59 96.97 1.62
出生人口性别比（女=100） 108.27 105.93 2.34
家庭户规模（人/户） 2.37 2.39 -0.02
流出人口（万人） 918.37 600.04 318.33

流出市外人口（万人） 384.56 372.32 12.24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人口家庭信息系统（FIS）监测数据。

2021 年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7.99 万人，发放金额 7.17

亿元，发放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290.22 万份。（见表 28）

表 28 计划生育主要指标

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

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发放对象（万人） 65.07 64.23 0.84

发放金额（亿元） 7.95 7.82 0.13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发放对象（万人） 7.99 7.59 0.40

发放金额（亿元） 7.17 6.78 0.39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发放量（万份） 290.22 348.78 -58.56

注：数据来源于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2021 年度人口统计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