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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

（小组讨论二）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下午举行了“大健康产业专题研讨会”，本场会议由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主持。其中，“小

组讨论二”环节主要围绕“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主题展开讨

论。参与发言的嘉宾有8位，分别为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葛兰素史克

公司首席执行官魏爱玛，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于旭波，雅培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罗赋德，泰康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美敦力董事长、首

席执行官杰夫•马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祁祥和达能首席执行

官盛睿安。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大健康产业已经逐步成为

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顺应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结合

中国银行实际，刘金提出三点思考：一是在市场需求方面，伴随中国

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日益提升，老龄化加剧，居民

健康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二是在产业发展方面，中国大健康产业已经

从仿制、跟随走向源头创新，从进口走向国产，从国内走向国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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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发展趋势也更加突出。三是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积极推进健康

“丝绸之路”建设，发起和参与了9个国际和区域卫生合作机制，越

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伙伴参与到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当中。

大健康产业周期长、资金投入大、风险相对高，需要金融机构不

断地探索新模式和新方法。刘金建议：一要结合不同产业的特点和需

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二要加快大健康产业场景建设，探

索场景金融新的空间；三要依托科技赋能，培育金融服务大健康产业

的新质生产力；四要深化全球金融合作，助力全球大健康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

魏爱玛就预防性治疗、成人免疫、合作关系以及监管协调在实现

健康老龄化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展开讨论。她谈到三点：首

先是全球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其次是慢性疾病，如癌症、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其他的呼吸系统疾病正在影响人类健康；最后

是传染疾病不断传播，传染性疾病造成了全球六分之一的死亡，这些

给全球卫生体系、卫生支出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压力。

魏爱玛认为，一些疾病本身是可以预防的。首先，疫苗是用于预

防和减轻疾病、支持健康老龄化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通过投资成

人免疫接种、扩大接种范围和提高成人接种率，可以减轻疾病负担，

提高健康水平。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有助于建设更加幸福的社会。

其次，合作伙伴关系是推动疾病预防和推进医疗保健创新的重要工具，

可以让创新成果更好地造福人民。再次，监管协调对于加速全球创新

非常重要，它既可以吸引国外投资，提供更好、更高的医疗服务，又

可以在使患者受益的同时推动经济增长。

于旭波结合会议主题主要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大健康产业迎来巨

大的发展机遇。在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技术升级等因素

驱动下，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匹配和迭代提升共同推动大健康产业加速

发展。二是大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亟待新质生产力。针对人口结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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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谱变化，大健康产业发展应该关注提高医疗服务供给的精准性、

加强医疗领域科技创新和加强未病阶段的健康干预。三是银发经济真

正变成了朝阳产业。通用技术集团将发挥丰富的医疗资源优势，一方

面，积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另一方面，以信息化数字化赋能银发经济发展，推动银发经

济与数字化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实

践，打造智慧生活、智慧康复和智慧养老新业态。

罗赋德表示，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各国关于资源的分配将会受

到严峻挑战。对于健康行业来说，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以应

对未来形势。雅培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创新者，扎根中国已30多年，公

司的核心愿景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医疗保健系统，使预防大于治疗。

未来，雅培公司将继续致力于通过更好的医疗保健系统帮助人们过上

幸福的生活，助力促进中国的大健康产业发展。

陈东升认为，人类的科技进步都是围绕着人在展开的，工业革命

从蒸汽机到电器，是帮助人的体力延伸；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是人的脑力的延伸。此外，还有一项重要

的延伸，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的延伸，即长寿。

基于泰康保险在健康养老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实践，陈东升谈到

“长寿经济”。他说中国已进入新寿险的时代，即保险服务，就是医

养康宁服务再加投资，形成支付、服务、资产三端协同。这一商业创

新模式正在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对待生命的态度。

杰夫•马萨表示，科技在未来促进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将扮演

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正在不断提升健康方面的意识和要求，很多人

为自己制定了新的身体管理计划，例如糖尿病的管理、慢性疾病的管

理，还包括手术和医疗器械方面的管理。

杰夫•马萨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城市化，以及基本医疗

保险广覆盖等因素，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健市场，且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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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下一代医疗保健技术和解决方案的重要来源地。

孙祁祥分别从长、宽、高三个维度谈了她对大健康概念的理解：

大健康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关乎国民身心健康的全要素集合，它

包括长、宽、高三个维度。长的维度是指一个人从胚胎发育到出生，

直至死亡的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所遇到的所有健康问题。宽的维度，

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方面看，它事关国民个人的健康需

求和健康消费；从供给方看，它是指健康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例如

医疗产业、医药产业、保健品产业、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和健康养老产

业。高的维度是指包括政府、专业医疗机构、家庭及个人在内的宏观、

中观、微观组织共同组成的较为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

关于大健康产业发展，孙祁祥提出四点思考：一是深刻理解大健

康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战

略问题，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二是明确大健康产业的服务对象。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健康产业需要围绕“生得优、病得少、老

得慢、活得长、走得安”的目标设计产品，提供服务保障。三是充分

发挥商业健康保险的作用。安全保障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

各个方面，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是健康产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四是加

强监管，维护和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消费权益。实现大健康产业的有序

健康发展，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消费权益，需要有效的监管制度。

盛睿安表示，希望为中国老年人口的饮食结构变得更好做贡献，

为中国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并且愿与中

国共同合作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未来达能将把营养嵌入大健康的

发展当中，运用营养的力量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李卓；审稿：崔克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王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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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媒体联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郭丝露 18666028168/64255855-8014

史雅帆 13810361966/64255855-8223

夏 天 18801375838/64255855-8086

施婉菁 18801090391/64255855-8090

邱凯娴 18301078627/64255855-8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