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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出生人口956万 二孩占近四成
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5%

10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发布了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简称《公报》）。

2022年总诊疗人次84.2亿
与上年基本持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84.2亿，
与上年基本持平。居民到医疗卫
生机构就诊平均每人每年6次。
《公报》显示，我国政府投入不断
增加，医疗卫生资源提质扩容，卫
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健康中国
建设稳步推进。

《公报》显示，我国医疗卫生
资源总量继续增加。到2022年
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1032918个，比上年增加1983个。
全国共设置13个类别的国家医
学中心和儿童类别的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975.0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数由2021年的6.70张增加
到2022年的6.92张。全国卫生人
员总数1441.1万人，比上年增加
42.5万人（增长3.0%）。每千人口
执业（助理）医师3.15人，每千人
口注册护士3.71人。

2022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
步推算为84846.7亿元，其中政府
卫生支出占28.2%；社会卫生支
出占4 4 . 8 %；个人卫生支出
22914.5亿元，占27.0%。人均卫
生总费用6010.0元，卫生总费用
占GDP的比重为7.0%。

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
总诊疗人次84.2亿，与上年基本
持平。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
次24686万，与上年相比基本持
平，居民年住院率为17.5%。

2022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342.7元，次均住院费用10860.6
元，日均住院费用1186.5元。其
中，医院次均门诊药费130.3元，
占次均门诊费用的38.0%，比上

年（37.5%）增加0.5个百分点；医
院次均住院药费2640.5元，占次
均住院费用的24 .3%，比上年
（25.1%）下降0.8个百分点。

各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
次均门诊费用上涨3.1%，次均住
院费用下降了4.0%。

2022年末全国共有
县级医院17555所

在基层卫生服务方面，2022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到2022年末，全国共有
县级（含县级市）医院17555所，
乡镇卫生院3.4万个，村卫生室
58.8万个，全国县级（含县级市）
医院诊疗人次13.5亿，乡镇卫生
院诊疗人次12.1亿，村卫生室诊
疗人次12.8亿。设立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36448个，全国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诊疗人次6.9亿，社
区卫生服务站诊疗人次1.4亿。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方
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从2021年的79元
提高至2022年的84元。2022年
内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受健康
管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
12708.3万。2022年，全国中医
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2.3
亿，比上年增加0.2亿人次。

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
二孩占比近四成

在人口发展和妇幼健康方
面，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出
生人口956万人。

2022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
比为38.9%，三孩及以上占比为
1 5 . 0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1。2022年全国托育服务机
构总数7.57万家，提供的托位数
362.4万个，全国千人口托位数

2.57个。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
助“两项制度”共投入资金278.0
亿元，比上年增加37.5亿元。

在妇幼健康方面，2022年孕
产妇产前检查率97.9%，产后访
视率96.5%。与上年比较，产前
检查率和产后访视率均有提高。
2022年住院分娩率为99.94%，基
本实现全部住院分娩。

据全国妇幼健康监测，2022
年，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6.8
‰，婴儿死亡率4.9‰，全国孕产
妇死亡率为15.7/10万，均有不同
程度下降。

2022年全国共为816.2万名
计划怀孕夫妇提供免费检查，目
标人群覆盖率平均达91.8%。筛
查出的风险人群全部获得针对性
的咨询指导和治疗转诊等服务，
落实了孕前预防措施，有效降低
了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

据央视新闻

时隔八年，“国家队”再次出
手增持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10月11日晚间，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
发布公告，宣布获得控股股东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中央汇金”）增持。
其中，中国银行获中央汇金

增持约2489万股，农业银行获
中央汇金增持约3727万股，工
商银行获中央汇金增持约2761
万股，建设银行获中央汇金增持
约1838万股。

按此计算，汇金公司增持四
大行合计超1亿股。

资本市场也给予积极反馈。
截至10月12日A股午间收盘，中
国银行股价上涨1.86%，农业银
行股价上涨0.27%，工商银行和
建设银行股价分别上涨1.91%、
2.05%。

近5亿元注资

中央汇金这次集体增持，对
工农中建的持股比例均提高了
0.1%。

金额方面，以10月11日收
盘价测算，中央汇金增持工商银
行（4.72元/股）、农业银行（3.65

元/股）、中国银行（3.77元/股）、
建设银行（6.34元/股）的股份，
分别花费1.30亿元、1.36亿元、
0.94亿元和1.17亿元，合计约
4.77亿元。

中央汇金表示，拟在未来6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
以自身名义继续在二级市场增
持国有四大行股份。

大额以及未来可见的持续
注资，令市场信心都提振至外
盘。四大行公告发布当晚，富时
中国A50指数期货一度直线拉
升，涨幅一度扩大至1.7%。美股
热门中概股普涨，哔哩哔哩、网
易涨超2%，富途控股、蔚来、腾
讯音乐、理想汽车、爱奇艺涨超
1%。

中央汇金官网显示，该公司
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金
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
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
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
行出资人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
产保值增值。

截至2023年6月30日，中央
汇金公司直接持有19家金融机
构股权。除上述四大商业银行
之外，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种
类丰富，不仅有国家开发银行等

政策性银行，还有中国光大集
团、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
也包括中信建投等券商，以及中
国银河资产等资产管理公司。

利于修复市场信心

截至10月11日收盘，Wind
银行指数今年以来累计涨3.8%。
但银行股估值表现并不如人意，
A股42家上市银行中有41家银
行市净率小于1，破净率达97%。
有业内人士解释称，银行股拥有
高分红、高股息、低估值特点，而
且A股上市银行估值相比境外
银行股整体偏低。

“中央汇金此时的增持，对
于A股市场意义重大。”前海开
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
媒体表示，一方面，当前银行股
估值普遍偏低，中央汇金持续不
断地“真金白银”投入，有助于银
行股估值修复。

历史上，中央汇金于2008
年9月、2009年10月、2011年10
月、2012年 10月、2013年 6月、
2015年8月共六轮增持中、农、
工、建四大行，当时，银行股价均
徘徊在大盘底部。

在第六轮增持中，中央汇金

出手阔绰。根据中金公司数据，
当时，中央汇金一共增持四大银
行约9.05亿股，耗资逾44亿元，
远超前几轮和此次增持。

中央汇金的增持效果也较
为明显，除了拉动银行股上涨
外，对A股市场的带动作用也很
突出。中信证券研报数据显示，
上述前5轮增持公告发布后的90
个交易日，银行指数表现分别为
+8.9%、+1.8%、+12.7%、+
35.8%、-3.4%，沪深300指数表
现 分 别 为 +16.3%、+7.6%、+
2.3%、+14.8%、-6.4%。

中信证券认为，中央汇金入
场增持，一方面显示了对四大行
经营和估值修复的信心，另一方
面对全市场有平准作用，不排除
后续增持其他金融股或市场个
股的可能性。

“银行业净息差进一步下行
的空间不大，负债端与资产端利
率跟随式下调或成为常态。”财
信证券在研报中指出，在无风险
利率下行的背景下，高分红、高
股息、低估值的银行股绝对收益
空间凸显。

“未来一段时间，银行股会
是机构重点关注的板块。”有投
资人说。据《中国新闻周刊》

中央汇金公司增持四大行股份
合计超1亿股 对A股市场带动作用突出

两部门出手整治
虚假认证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开展虚假认证专项
整治行动的通知，联合部署开展
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行动，集
中整治虚假认证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认
证机构买证卖证、虚假认证，未
经批准开展认证活动，伪造冒用
认证证书和检验检测报告的违
法行为，坚决遏制虚假认证势
头；集中清理网络交易平台出现
的“当天出证”“直出证书”“不送
样检测”“确保通过”等涉嫌虚假
认证、虚假宣传信息，规范认证
活动网络营销。依法关停相关
虚假网站和非法网站，从源头治
理虚假认证交易；狠抓主体责任
落实，督促认证机构、网络交易
平台对照法律法规开展自查自
纠，不断规范认证行为。

2名电诈集团头目
被公开通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公安机关12日公开通缉2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头目。

经侦查发现，陈岩板（又名
鲍岩板）、肖岩块（又名何春田）
系缅北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集团重要头目，长期组织开设诈
骗窝点，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诈骗数额
巨大、性质极其恶劣。现已查
明，陈岩板、肖岩块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充分，浙江省杭州
市公安局、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
决定对其进行公开悬赏通缉。

公安机关敦促犯罪嫌疑人
陈岩板、肖岩块认清形势，悬崖
勒马，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
处理。同时，希望社会各界和广
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协助抓捕
犯罪嫌疑人。对提供有效线索
和协助抓捕的有功人员，公安机
关将给予1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奖励。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
础性作用 推进诉源治理的意
见》，要求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
作用，深入推进诉源治理，从源
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统计显示，2022年人民法
院 一 审 受 理 民 事 行 政 案 件
1610.6万件，诉前调解未进入立
案程序的纠纷895万件。

此次出台的意见，对矛盾纠
纷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鼓励社
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依法设立行
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已经
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
织的，要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
下，全面加强规范化建设，确保
中立性、公正性，防止商业化、行
政化。进一步加强医疗、道路交
通、劳动争议、物业等领域人民
调解工作，积极向消费、旅游、金
融、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拓展。

加强新业态领域矛盾纠纷化解，
切实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在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化
解方面，意见要求依托现有的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整合人民调解、
律师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
行政调解等力量，设立市、县两级

“一站式”非诉讼纠纷化解中心
（或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统筹律
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法律援
助、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资源，联

动仲裁、行政复议等非诉讼纠纷
化解方式，合力化解市、县域范围
内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意见还明确，加强基层矛盾
纠纷化解，完善覆盖县乡村组的
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加大对婚
姻家事、邻里、房屋宅基地、山林
土地等基层常见多发的矛盾纠
纷调解力度，坚持抓早抓小、应
调尽调、法理情相结合，防止因
调解不及时、不到位引发“民转
刑”“刑转命”等恶性案件。

两部门发文从源头减少诉讼增量

鼓励社团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