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医疗旅游行业分析报告 

1、跨境医疗旅行行业产业链 

（1）双向流动的医疗旅行行业 

由于全球医疗资源的严重不均衡性，跨境医疗逐渐由贵族化向平民化发展，

也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以上人群追求健康的一种时尚。目前来说，跨境医疗旅行

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居民，去价格低廉且服务水平高的发展

中国家寻求医疗服务；另一类是以中国和中东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

去医疗水平先进的发达国家寻求医疗服务。 

 

发达国家综合医疗条件、医保覆盖水平上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

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其在局部领域上已经有部分项目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

的医疗水平。而其价格的低廉也吸引发达国家人群向特殊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流动，

以获取所需的服务。以美国为例，为了获得廉价的医疗服务，仅2007年就有近75

万人到境外参加了医疗旅行，2010年这一数字增加至600万人，而到2017年这一

数字将剧增至1575万人。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受到发达国家成熟的

抗衰老技术、体检技术和肿瘤治疗水平的吸引，流向发达国家。 



 

（2）跨境医疗旅行产业链发展成熟 

由于跨境医疗旅行涉及众多行业，包括医疗、交通、住宿、保健、翻译以及

其他服务等。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刺激作用，因此众多国家均把医疗旅

行作为重要推广行业。全球至少有28个国家在推动旅行医疗的发展。印度工商业

联合会(ASSOCHAM)预测，印度旅行医疗收入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据世界旅

游组织统计，旅游业每增加1个直接从业人员，可以间接为社会提供5个就业岗位。

而医疗旅行关联产业更多，带动效应更大，不仅能创造大量直接就业机会，还能

增加巨大的间接就业量。根据印度工业联盟和麦肯锡公司的分析预测，医疗旅行

产业可以为印度带来超过4000万个就业岗位。在泰国，旅行医疗是国家的重要产

业，2010年泰国接待的旅行医疗患者达200万人次，为泰国带来800亿泰铢的收入。

2008年韩国首尔市政府全面推动“整容旅游配套”宣传项目，以独具优势的美容

行业吸引大量外国游客。 

 



随着各国不断的大力发展跨境医疗旅行行业，其服务范围和质量均有极大的

提高。跨境医疗旅行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其发展也越来越专业

和多样化。 

 

2、全球跨境医疗旅行市场概况 

斯坦福研究所研究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医疗旅行产业的规模约为4386亿

美元，2014年度全球医疗健康旅游产业规模约为4780亿美元，约占全球旅游产业

经济总体规模的14%。估计这一数字在2017年将达到6785亿美元，四年复合增长

率约12%。全球医疗旅行族的数量已从2006年的2000万人次迅猛增长至2014年的

4000多万人次。全球医疗旅行增速是旅游业增速的两倍，预计2017年全球医疗旅

行的收入将占世界旅游总收入的16%。 

 

随着目前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以及交通、通讯急速的快速发展，



目前跨境医疗的发展越发的迅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跨境医疗旅行已然成为一

种非常普遍的生活方式。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步了解到跨境医疗旅行

的便捷和经济，也逐步的接受这一相对新潮的消费模式。 

鉴于医疗旅行对于国民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很多国家均大力的发展跨境医

疗旅行行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独具的特色和优势。 

 

随着全球医疗旅行资源的加速流通，跨境医疗旅行将惠及更多人群。而专业

化、规范化、规模化将成为跨境医疗旅行行业的发展方向。新的互联网、移动新

技术将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跨境医疗旅行行业中。 

3、我国跨境医疗旅行市场的发展概况 

由于跨境医疗旅行行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输入型的引

导，即引导境外消费者进入境内消费，目前主要包括中医药养生保健资源和生态

旅游等；另外一种是输出型，即引导境内消费者去境外进行消费，包括抗衰老、

体检以及肿瘤治疗等。 



 

由于国际认证是旅游者判断医疗机构资质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国际上对医疗

机构认证的标准主要是 JCAHO(the Joint Commission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以及 JCI(the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前者是美国国内实施

医疗机构认证的专业组织，而后者则是 JCAHO 的分支机构，主要用于美国境外

医疗机构资质认证。在美国境外，要想获得 JCI 认证，医疗机构不仅要在医疗服

务及医疗管理方面做到高质量，还要付出高达几百万美元甚至于上千万美元的认

证费用，而且一次认证的有效期仅有3年。因此，总体来说目前我国输入型的跨

境医疗旅行尚不发达，处于起步阶段。以下为目前经过国际医疗认证的医疗机构

的情况表： 

 



而输出型的跨境医疗旅行一直以来是国内跨境医疗旅行的主要方式，境外医

生精湛的医术、更高的服务质量、规范的治疗过程和更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是国人跨境医疗的主要原因。境外医院除了技术发达外，医生职业资格管理严格，

责任感强，患者可以得到专业的治疗。高质量的欧美医疗服务和极具特色的中南

亚旅游国家医疗项目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 

《2015年跨境医疗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国内高收入人群中知

道“患重病可以去出国治疗”的人只有3%，2014年这个数字达到40%左右。据海

外医疗服务机构数据显示，2015年9月以来中国消费者赴境外进行医疗旅行数量

比年初增加了三倍。从规模上看，我国仅在2010-2015年，医疗旅行市场规模就由

139亿美元增长至565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跨境医疗旅行收入。 

 



（三）影响行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1、行业发展的有利因素 

（1）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2005-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0493元增至31195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11.51%。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预示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提

高。 

 

同时伴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跨境医疗旅行不再仅仅属于极少数高端人群的

特权。越来越多的人群有能力、有意愿的接受跨境医疗旅行服务。而交通的更加

便捷，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也使得跨境医疗旅行的成本在下降，使得原来只有绝

对高收入群体才能享受的跨境医疗旅行服务，向相对高收入群体蔓延。部分大众

化的跨境医疗旅行服务，如温泉、日光浴、氧吧等服务，普通收入的人群也有能

力去享受。 

（2）区域医疗差异将持续存在 

目前世界医疗价格，资源和服务存在着很大差距。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高

水平的服务质量极大吸引了国内的富裕人群和中产阶级，影响着医疗旅行产业的

流动方向。虽然中国医疗水平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在部分高精尖的分类上与

其他国家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仍不能满足日益

增长的医疗需求。目前国内优秀的医疗资源极度稀缺，专业的专家门诊挂号难，

等待时间长，治疗费用昂贵。而作为医疗旅行亮点中的健康性资源，比如说洁净

的空气、具有疗效的温泉和幽静的森林等，也面临的过度开发，或是严重开发不

足的问题。服务和意识跟不上目前消费者的意识，也导致了中高端人群对于境外

更加规范、更加优质的医疗旅行资源的向往。 



 

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各国对于医疗旅行行业的侧重发展点不同，部分国家或

地区拥有完全领先的健康医疗技术。使具有特殊需求的人群专程前往该地区获取

所需要的服务。以瑞士为例，瑞士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器官精华素治疗”临床

治疗资格的国家，以“抗衰老科学研究的世界权威”而闻名遐迩的瑞士医疗旅行，

已有70多年的历史，吸引众多医疗旅行者前往。包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等在内的

众多知名人士，均参与过类似的治疗。这一独特的治疗方式，其他地区是无法复

制的，只能在当地进行。与此相类似，由于医疗水平的不平衡，美国与中国在肿

瘤治疗水平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以国际上通用的肿瘤五年存活率上看，美国的存

活率遥遥领先于中国，其治疗方法，新药物也一直处于世界上最高水平。对于有

条件的消费者来说，去美国进行肿瘤治疗，不失为一种极好的选择。 

 

（3）新技术的应用提升沟通效率 

目前，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各国各地区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一个地区到达另外一个地区的方式和途径越来越多，

时间越来越短，客观上使得跨境医疗旅行的时间成本大幅度缩小。而现代通讯技



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医疗资源更加容易被

获取和知晓，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作为细分市场的跨境医疗旅行行业也逐

步涌现出很多专职的网络平台和服务机构，也使得越来越多消费者了解如何更加

便捷的接受跨境医疗旅行服务。 

 

2、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1）法律法规尚待进一步完善 

与医疗旅行强国相比，中国的医疗旅行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个行业的发

展缺乏规范，发展医疗旅行的地区主要集中经济较发达，中高端人群较多地区，

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海南等。目前，中国大陆境内尚未建立完善的医疗

旅行服务体系，以输出型的跨境医疗旅行为主。 

从国际医疗旅行业的发展过程上看，要实现医疗旅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建

立健全行业管理体制，实现相关资源的有效整合。医疗旅行作为综合性产业项目，

覆盖面广，其发展需要政府部门、卫生部门、旅游部门等相关方的强力支持和密

切配合。政府层面出台扶持医疗旅行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医疗旅行的宏观发展

战略以及规划，整合医疗、养生、保健、旅游等相关资源，卫生部门和旅游部门

密切配合制定医疗旅行信息化标准和规范、建立基于网络的医疗旅行宣传推广平

台、形成资源共享的一体化网络，才能真正促进医疗旅行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目前，我国对于医疗旅行行业尚未作出细分的法律和行业规范，目前快速的

跨境医疗旅行发展与法律与行业规范的落后呈现出突出的矛盾。 



 

（2）行业恶性竞争，鱼龙混杂 

因跨境医疗旅行利润相对传统境外旅行高出很多，目前国内涌现出大量的中

介机构或是服务机构从事跨境医疗旅行服务。但是其提供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部分中介机构没有配备专业的医学翻译，而非专业的翻译对于检查结果、病情和

治疗方法等方面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会导致纠纷或是对消费者维权造成隐

患。部分机构甚至出现提供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欺骗消费者等恶性服务事件，

严重的影响了行业形象。这对从事正规经营的跨境医疗旅行服务机构造成了一定

的冲击，消费者很难从众多的服务机构中，分辨出哪些是优质的机构哪些是劣质

的机构。在行业缺乏专业认证和行业协会规范的情况下，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的经济学效应，专业正规机构将面临非专业、非正规机构的挤出效应。 

（3）跨境医疗旅行服务价格仍然过高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人均收入仍相对较低，

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说，仍然无法享受高端跨境医疗旅行服务，尤其是侵入性手术

治疗和医疗诊断项目。由于绝对高收入和相对高收入人群占我国总人口比重仍然

较低，限制了消费人群数量，即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比境内更可靠更廉价的

医疗服务，普通人群也仍然没有能力消费。而我国医疗保险目前的制度仍然不支

持跨境医疗旅行消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人群的消费。 

（4）跨境医疗旅行服务旅行人才相对稀缺 

由于医疗旅行服务是专业性非常高的行业，涉及旅游、酒店、医学、翻译等

多个专业，对于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通常要求从业人员熟悉目的地整体行业状

况，与合作机构有非常好的了解和沟通，通晓多门外语，要掌握丰富的医疗专业



知识，甚至需要一定的陪护知识并做相应的心理辅导。而掌握以上技能需要非常

高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验，国内机构具备以上条件的从业人员非常稀缺，影响行

业的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