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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作为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新兴产业，大健康产业是指维护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的产品

生产、服务提供及信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包括医疗服务、医药保健产品、营养保健产品、

医疗保健器械、休闲保健服务、健康咨询管理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

2019年中国健康产业规模为4.9万亿元，2021年将达到12.9万亿元，未来五年（2017-2021年）年

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7.26%。中国健康产业规模预测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大健康行业市场运营态势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大健康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大健康规模及消费需求

，然后对中国大健康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大健康面临的机遇及发

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大健康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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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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大健康行业地位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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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大健康行业环境分析健康中国相关政策及事件     相关事件   内容       2008 年   2008 年，为

积极应对我国主要健康问题和挑战，推动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科学总结建国60 



年来我国卫生改革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卫生部启动了&ldquo;健康中国2020&rdquo;战略研

究。       2012 年   2012 年卫计委发布《&ldquo;健康中国2020&rdquo;战略研究报告》，提出

的&ldquo;健康中国2020&rdquo;总目标是：改善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提高国民健康生活质量，

减少不同地区健康状况差异，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报告明确指出未来

将推出七大医疗体系重大专项，确定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发展优先领域。七大专项主要包括基

层医疗体系建设、心理疾病防治体系建设、基于网络体系的全民电子健康系统建设、慢性病

及重大疾病的预防，以及大力发展民族健康产业等，资金总规模将达4000 亿左右。报告表示

，未来要加大健康投入，大力发展健康产业以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卫生服务需求。

其中健康投入方面要在2020 年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卫生费用占GDP 比重到2015 年将从目前

的5%提升0.5 个百分点，到2020 年将进一步达到6.5%-7%。       2015 年3 月5 日   2015 年3 月5 日

，李克强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ldquo;健康是群众的基本需求，要不断提高医疗卫生

水平，打造健康中国。&rdquo;       2015 年9 月10 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全面启动和部署《健康中

国建设规划（2016-2020 年）》编制工作。根据卫计委启动《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   

年）》编制工作部署会，&ldquo;健康中国&rdquo;将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高度出发，

突出强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实施&ldquo;健康中国&rdquo;战略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通

过综合性的政策举措，实现健康发展目标。       2016 年3 月5 日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ldquo;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 岁。&rdquo;       2016 年3 月8 日   李斌答记

者问时，明确将在六个方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一是提供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

强重大疾病的防治。二是健全优质、高效、整合型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制度,

努力为居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三是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完善药品供应保障

机制。四是要建设健康的社会环境，从大健康、大卫生的角度共同治理环境污染、食品安全

等。五是发展健康产业。六是要培育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       2016 

年3 月17 日   &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第六十章提到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推广全民健身，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其中包括：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全民

医疗保障体系、加强重大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及生育服务、完

善医疗服务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与发展、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及保障食品药品安全。 

同时，健康中国行动计划包含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幼健康保障、出生缺陷防治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智慧医疗、全民健身以及食药安全。      

2016 年5 月23 日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第69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时说：&ldquo;中国政府

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并将其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rdquo;       2016 年8 

月11 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印发《中医药发展&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旨在推进中



医药振兴发展，更好地为建设健康中国服务。 《规划》提出发展目标，到2020 年，实现人人

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发展迈上新台阶，标准

化、信息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2016 年8 月19-20 日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

开，习近平总书记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李克强总理会上也提出要

把健康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引导和支持健康产业与养老、旅游、互联网

、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的融合，制定有利于健康产业发展的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把

健康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

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       2016 年10 月25 日   &ldquo;健康中

国2030&rdquo;纲要发布，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等六大任务出发对未来15 年的健康

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中医药、家庭医生及分级诊疗、康复与养老、药品器械的创新及供应

保障、&ldquo;互联网+医疗&rdquo;以及ICL、医疗影像等新兴业态成为关注重点，医疗健康

产业迎来全面利好。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在2020 年将超8 万亿，2030 年达16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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