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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急救中心（重症医学中心） 是向100万人口以上区域提供高水平院前院内急救服务的医疗机

构，并承担相应的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和科研任务，是国家高层次的医疗机构；是省内或全国

急救医疗、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技术中心。

    根据卫生部最新发布的《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截至2013年我国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中急救中心（站）总数为312个，较2012年增加17个。当中城市地区急救中心（站）总

数为207个，较2012年增加7个；农村地区急救中心（站）总数为105个，较2012年增加10个

。2008-2013年我国急救中心（站）数量增长趋势图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

鉴2014》2013年我国急救中心（站）城乡分布格局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

鉴2014》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

数据等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

计局及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

价格数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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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年鉴2014》2011-2013年我国急救中心（站）资产负债统计表（万元）     年份   总资产（万

元）   负债（万元）   净资产（万元）       合计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2011年   371260   72283

  296475   25973   345287       2012年   387094   66873   320221   22736   364358       2013年   403761   7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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