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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我国大健康产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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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和更多的健康需求是我国经济发

展的巨大动力之一，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积极应对老龄化。大健康产业与一般

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兼具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运作发展需要市场、政府两相结合。
有效推动我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深化组织改革、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加强医疗技

术创新、加强相关资金支持、集聚健康专业人才、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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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more health needs of the elderly brought about by
the ag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tremendous driving force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
velopment of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problem． The fundamen-
tal difference between big health industry and general industry is that it has both market and public attrib-
utes．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ed the combination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To effectively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ig health industry， we need to deepen organizational reform， improve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trengthen medic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trengthen relevant financial support，
ga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cultivate a new healthy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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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任何时期的人口发展战略都必须给予重

点关注。过去，经济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特征，这是因为我国劳动力的受教

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教育为主。如今，中国老年人口绝对数和比例快速增长的主因是



人类寿命延长和人口出生率降低。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 1． 5 亿人，且未来老年人口数和比例还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人口老龄化将

是未来世界恒久的状态，中国和世界都亟需面对。因此，人口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处理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生产效率，在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中国都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也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老年人的需求将成为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之

一，要把人口老龄化视为发展机会，而不是一味强调老年人是抚养负担。首先，老年人

口和人口老龄化需要被正确看待。老年人口的划分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经济

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围绕人口来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相反。同

时，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升级及人民健康的需求增长将为我们提供经济转型升级的窗

口，二者均为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源泉。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离不开产业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大健康产业寄予厚望，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发展健康产业的愿景和具体的发展规划。中国大健康产

业发展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而不是负担。

一、如何认识大健康产业

健康产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健康产业是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

业相对应的，主要是指预防、治疗和康复等向患者提供服务的部门的总和。广义的健

康产业除包含狭义的内容外，还包括对非患者人群提供保健产品和服务活动的经济领

域。但这一定义局限于产业活动和市场行为，难以满足全社会的健康需求。同时，相

关研究只是就事论事，没有展开，内容也是零敲碎打，难成体系，更谈不上已形成系统

的“大健康产业理论”框架体系。此外，虽然理论探讨较为广泛，但统一的标准在实践

层面却没有形成。

产业活动是大健康产业的内核，大健康产业既包括健康产业也包括服务行业，通

过市场运作获取收益是其本质属性。大健康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息息相关，涵

盖整个第一、二、三产业。同时，大健康产业活动要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需要充分

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也正因此，大健康

产业兼具市场和公益两种属性，内容广泛，既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和以市场机制发挥

主导作用的产业，如，健康、养老等; 也有诸如公共健康、医疗卫生和福利等以公共服务

为导向、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事业。同时，半公益性也是大健康产业的特点。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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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只有将市场和政府两者相结合，才能持续发展。因此，大健康产业通过产业融合

发展满足社会健康需求，它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为基础，支撑是健康产品制造业，将健康

服务业作为核心。主要包括健康食品业、保健品业、健身业、健康信息服务业、健康保

险业、健康产品批发零售业、医药制造业、养老养生服务业等产业活动类别，此外，提供

基本健康服务等公益事业内容也包含其中。推动大健康产业实现大发展必须做好产

业创新和融合。

二、如何测算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第六篇“发展健康产业”所提出的“优化多元办

医格局、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促进医药产业发展”等具

体要求，以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行业目录和《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3) 提出的健康服务业分类，大健康产业涉及 16 个行业，33

个大类，83 个中类，172 个小类。考虑数据可获得性，从需求侧测算可得，从 2012—

2016 年，我国大健康产业占 GDP 的比重逐年升高。2016 年“生态 + 大健康”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为 9． 76%，其增加值的规模为 72 590． 7 亿元。其中居民医疗保健消费占

比为 2． 30%，老年人非医疗保健消费占比为 2． 99%，社会卫生支出占比为 2． 57%。由

此可见，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

三、如何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可从组织改革、体系完善、技术

创新、资金投入、人才培养、新业态培育等六个方面来加快推动大健康产业发展。

( 一) 深化组织改革

一是要强化组织实施，构建大健康产业领导机制。系统谋划，全面施策，审议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重大政策、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安排，指导部门、地方开展工作，做到

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二是完善两种体系，分别为产业核算和考核评价。逐

步建立遵循统计规律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指标体系; 加强对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运行

监测和统计分析; 制定大健康产业指导目录，作为鼓励和优先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

依据。三是完善大健康数据区域发展协同工作机制。实现跨部门、跨机构、跨行业的

密切配合，加强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公共卫生、疾病防控、计划生育等信息

系统数据的交换，建立可实现集成共享、业务协同和综合管理统一归口的健康医疗数

据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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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完善健康保障体系

一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综合能力。鼓励各地完善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医疗保

障水平。二是加强健康管理体系建设。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资本共建共享专业健康

管理机构，加快建设健康信息平台; 基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建立全民健康数

据管理系统。三是不断完善医疗保障政策。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 积

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不同的健康保险产品以满足不同人群的

需要; 适时建立政府、社会、个人多方筹资的商业保险购买方式。

( 三) 加强医疗技术创新

一是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加强对中药新药、专利药品、新型制剂、高端医

疗器械等的研发力度和创新能力的建设，推动治疗重大疾病的专利到期后药物的仿制

上市。二是强化医药制造技术的升级。大力发展生物药、优质中药、化学药新品种、新

型辅料包材、高性能医疗器械、制药设备六大领域，加快医疗器械转型升级，推动重大

药物产业化，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用材料、医学诊疗设备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

影响力，提高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率。三是建全医药标准体系。要健全质量标准体

系，提升质量监控技术，实施绿色和智能化改造升级，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质量标准全

面与国际接轨。

( 四) 加强对大健康产业的资金投入

一是加大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大健康产业发展; 支持建立中医药产业引

导基金、特色农业产业基金、医养结合产业基金等专项基金; 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

资金加大投入。二是加强税收激励。引导大健康产业综合体、产业园等重大项目的建

立建成，在项目归属、税收分成方面进行政策探索，实现利益共享、互利共赢; 鼓励企业

引进先进设备，加快技术改造。三是强化金融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严控金融风险，制

订金融机构支持大健康产业发展的考核办法和激励机制; 探索拓宽大健康产业贷款抵

押担保范围。

( 五) 集聚健康专业人才

一是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加大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在人才的落户、住房、医疗、

社保、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支持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的

政策倾斜。二是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全力培养应用型高素质医疗健康方面的人才，并

加快建设中医药健康服务、卫生应急管理、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复合人才队伍; 鼓励校企

合作，支持院校建设大健康产业特色学院和研究机构，开设相关专业和相关课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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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顶级医师专家交流。鼓励医师多点执业; 创新医务人员提供服务的模式，鼓励

国医大师、国医名师等中医药专家设立大师馆、名医馆、工作室、研究站等。

( 六) 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

一方面，要加强技术创新平台以及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健康医疗人工智

能设备，进一步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健康产业相结合，形成

“互联网 + 大健康”的产业模式。依托药品互联网第三方交易平台，建设和完善药品

交易专业电商平台。支持引入具有药品直接销售资质的 B2B、B2C 医药类互联网公

司，积极引导国内知名医药类电子商务公司之间开展合作。另一方面，注重发展新经

济和新业态，如大数据、大健康等。一是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构建远程医疗应

用体系; 开放共享、深度挖掘和广泛应用基于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医疗健康大数

据。二是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支持企业建立创新研

发中心和基地。三是把大健康产业做成创新产业，使技术不断创新、产品不断创新、管

理不断创新、服务不断创新。并从业态融合的视角来发展大健康产业，通过业态融合

来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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