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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及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大健康产业被政府部门、产业界和媒体高度重

视，近几年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整理了健康产业的概念、研究现状，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归纳

概括了目前健康产业的五个发展模式，包括健康科技化模式、中医养生保健模式、健康旅游疗休养模式、

医养结合模式、健康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展望健康产业的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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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arrival of aging society,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dustries and media, and 
has also been a hot topic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 health industry, five development modes of current health industry are 
summarized, including the mode of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ode of health care in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ode of health tourism and recuperation, the mode of combin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and the mode of health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looking to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health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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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产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将健康产业称为世

界“第五波财富”。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我国在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康中国”战略，表明国家对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

平显著提升，公众健康消费意愿的提升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医药健康、食品安全和养老等社会性问题

被普遍关注，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各地政府和产业界也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发展健

康产业。 

2. 健康产业的基本概念 

国内关于健康产业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部分学者认为大健康产业是相关产业的统称。汤炎非

认为凡是直接影响健康，能直接改善、促进或保障健康的产业，或与健康紧密联系的服务及相关制造等

产业均属于健康产业[1]。鲍勇认为，大健康产业是指与维持、修复、促进健康等相关的有规模的产品生

产、人才培养、服务提供和信息传播等相关产业的统称[2]。赵莹[3]、郑亚庆[4]等学者的观点和鲍勇基本

一致。梁冰华等认为健康产业是以人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围绕健康产品和服务延伸形成的相关产业[5]。 
其他观点认为健康产业是相关活动的总和。王子会等认为，大健康产业是指维护、修复、促进健康

的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及信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6]。宋恺等将健康产业定义为机构或个人提供健康产品

或健康服务的经济活动集合[7]。王俊认为大健康产业是通过健康关联产业融合满足社会健康生活的全产

业链活动[8]。《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定义如下：以医疗卫生和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为基础，以维

护、改善和促进人民群众健康为目的，为社会公众提供与健康直接或密切相关的产品(货物和服务)的生产

活动集合[9]。 

3. 健康产业研究现状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前健康人仅占人群总数的 5%，确诊患有各种疾病的占 20%，亚健康人约占

75%。大健康产业是世界各国的“朝阳产业”，具有极大的市场潜力，其中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走在前列。

比较来看，大健康产业规模在美国经济的占比达到 19%，日本为 13%，整个发达国家超过 10%，而我国

目前仅为 6.3%，产业尚处开发初期[10]。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价值 16 万亿之多。 
近年来，四川省的健康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攀枝花市利用自身的自然资源条件，将阳光康养服务

与养老服务充分结合，建设社区日间照料中心；都江堰市逐步完善健康服务体系；广元市把康养产业纳

入新兴服务业范畴。温江率先提出“医学、医药、医疗”融合发展理念，确立了在三医——医学、医药、

医疗融合基础上引入两养——养生、养心产业，打造健康产业高地的产业定位[11]。浙江目前基本建立了

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体系，形成万亿朝阳产业[12]。宜春市的大

健康产业集健康旅游、健康管理、健康食品、医疗医药服务、养生养老于一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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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属于新兴产业，王昊等认为其发展需要不断强化人才队伍和素质建设[14]。钟鑫等也认为高

级专业人才是推动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现阶段健康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发达的一线城市

以及沿海地区，其相应专业人才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15]。就全国而言，大健康产业相关人才供给尚有

较大缺口，关于西藏[16]、广西[17]、河北[18]、泰州市[19]、杭州[20]、宜春市[13]的健康产业发展文献

中都有提到此问题。 

4. 健康产业的发展模式 

(一) 健康科技化模式 
新一代技术未来会成为大健康产业重要的动力，为战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包括云计算、物联网、

移动互联网等。 
彭玉凌等认为“互联网+”逐渐进入健康产业领域，养老信息系统的建设，线上线下的医疗服务等都

是健康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许多社会资本也倾向于智慧健康产业，这让健康产业向科技化方向发

展，科技创新也在提高健康产业的专业化水平[21]。李炳亮在河北省大健康研究报告中提到，河北省正在

构建“互联网 + 医疗”平台，建设统一、开放、共享的河北健康云，整合全省健康医疗资源，实现信息

互通和资源共享[22]。 
陶晓敏认为大健康产业与“互联网+”结合，将互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管理技术与大

健康深度融合，快速发展为新技术革命驱动下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互联网 + 保健食品、互联

网 + 健康管理、互联网 + 健康设备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内极具潜力的市场，

为大健康产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23]。迪安医疗大数据重点企业研究院重点开展医疗大数据采集、分析

和共享平台的建设，致力于诊断技术与方法、诊疗新模式与医疗健康大数据的研究分析[24]。 
丘彩霞等认为将网络与传统的健康产业相结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和健康产业管理平台的建立，结合

区域医疗信息平台，促进健康产业信息的共享，为我国健康产业和健康产业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内在动力[25]。大健康产业的升维离不开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改造与全程布局。对于

医疗等健康服务机构而言，一方面。通过流量入口和集成数据可以发现更多需求，进而创造出丰富的健

康消费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极大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增加医疗机构的诊断精准度[10]。 
(二) 中医养生保健模式 
中医药作为中国独特的一种医药卫生资源，在“治未病”、养老、康复等方面作用突出，在提高人

们的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在重大的疫情防治以及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医疗和救治作用。在这次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深度介

入到诊疗的全过程当中，成为我国成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6]。 
目前众多学者针对不同省份地区提出中医药有关建议举措。马琨提出贵州应加快完善中医医疗服务

网络，开展治未病、康复等多元化服务，推进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建设，

加快提升中医医疗服务能力[27]。王晶晶等基于 SWOT 分析方法，对安徽省健康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描

述，提出充分利用中医药特色资源优势，加强人才、政策、资金等要素保障，以促进全省健康产业良性

发展[28]。 
刘柳等鼓励中医药与养老、旅游、养生等产业紧密结合，以业态拓展挖掘安徽省中医药健康产业发

展潜力。比如积极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的健康需求；建设安徽省健康旅

游示范基地，开发中医药特色旅游产品；大力支持中医养生保健基地建设，打造健康管理新模式[29]。而

云南省中医药资源充足，根据此优势，已经基本形成以天然药物(中药民族药)为重点的中药材种植加工、

药品及保健品研发生产，以及医疗养生服务、商贸流通等构成的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体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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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健康旅游疗休养模式 
作为成都市的休闲乐园和生态大公园，成都都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以建设都市生态休闲旅游区为产业定位，突出“农业 + 创新”、“农业 + 旅游”、“农业 + 康
养”等发展模式，致力于发展文创旅游、都市农业、医养健康三大产业[31]。 

目前四川在产业融合方面已建成体育文化旅游、少数民族医药生态旅游、中医健康养生旅游以及中

药资源科考旅游四大板块，以西昌市和攀枝花市为试验点，围绕西攀高速向外辐射发展，形成阳光健康

产业带和康养旅游区。广元市是全国第一个启动建设“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工作的城市，逐步推进

西部康养产业发展[32]。河北省建设了 20 多处休闲旅游基地、30 多个旅游精品项目、10 多个产业集聚园

区，初步形成了规模化的健康产业发展链[18]。宋微等认为吉林省可以探索医药健康＋旅游新业态，建立

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将中医药、地域特色医药和吉林省独特的地形地貌相结合，成立健康旅游服务中心

和网上平台[33]。黄炎梅等针对广西健康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挖掘少数民族独特资源，打造广西本土健

康旅游精品；加快建设特色健康旅游基地；依托各市特色资源，打造健康旅游之乡[34]。 
钟鑫等提出在四川省县域蕴藏着许多养生文化，可以将养生文化与人文旅游资源相结合，如在彭山

县将彭祖长寿文化与彭山县的风景区结合，打造世界性的彭祖长寿文化体验与养生旅游景区。四川省各

地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可以在各个县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将养生与工业相结合，如在旺苍县、剑阁

县、青川县发展天麻、灵芝、山葵、金银花、杜仲、五味子等地道药材的生产制造，大力发展中医药养

生产品[15]。 
(四) 医养结合模式 
我国医养存在矛盾，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的养老院只提供养老服务，而医院只提供医疗服务，“医

养分离”使得养老院里的老人要奔波于家庭、养老院和医院之间。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结合医疗服务

和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 
欧阳雪梅认为，医养结合是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相结合，在提供传统养老模式所包含的养老服务的

基础上，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医疗和康复服务，是新时代保障老年人健康、幸福权利的重要措施，能够

提高老年人健康管理水平。医养服务的内涵广泛，包括生活照护、健康服务、康复保健、医疗服务、临

终关怀等领域。截至 2019 年，全国共有近 4000 家医养结合机构，100 余万张床位[35]。应焕红提出要发

展护理型养老机构，引导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合作共建[12]。陆崇芳认为必须做到医养结合，实现医疗卫

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有序共享，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和覆盖面广的养老服务网络[36]。肖坤认为应加快推进

专业护养等机构建设，加快提升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能力[37]。 
(五) 健康管理模式 
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调查认为，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自身行为占比最大，为 60%。因此，具备

科学素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关键，也是健康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38]。 
杨迎春等通过分析健康管理的现状及趋势，提出了以社区、医院和第三方健康管理公司与社会医疗

保险机构为依托的健康管理发展模式[39]。张秀菊认为健康管理以预防和控制疾病发生与发展，提高生命

质量为目的，为人们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河北省健康管理产业正在迅速发展，主要提供健康管理(慢病

控制)、健康体检、健康咨询、亚健康干预、保健医生、健康养生等多元化服务。具有代表性的是以岭健

康城和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40]。黄奕祥在分析健康管理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基础上，提出

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健康管理学科和服务体系[41]。 

5. 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健康产业是集医疗卫生、养生养老、健康保险、营养保健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能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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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费者多方面的需求，并且健康产业是一种可持续绿色发展的产业。我国的健康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

大力发展健康产业，有利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而且

是进一步促进就业、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42]。 
目前我国学者对健康产业的研究更注重对健康产业体系的整体研究，涉及省级、市级、区县多个层

面，对健康产业内在发展机理研究不多。综合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产业与其他产业紧密结合，

延伸出多种健康产业新模式，养老和中医是其中的重点。 
正如钟南山院士所言，大健康的核心是从治疗转向预防，从“治病”为中心转向“治未病”为中心。

我国大健康产业起步较晚，但健康需求旺盛，居民保健意识逐渐提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可以

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将优势资源与健康领域融合发展，取得创新优势，比如将武术与健身相结合，将中

医食补与保健品相结合等。其次，健康服务业与信息科技业、旅游业、建筑业、制造业、美容业等传统

产业融合发展，催生“医疗 + 人工智能”、“医疗 + 养生 + 旅游”等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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