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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健康产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后，就很难再将健康视作简单的卫生问题和

投入问题，因为其涉及新兴产业、经济转型，实质上是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 

 

  8 月 19 日至 20 日，被卫生系统视作“建国来第二次高规格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了重要讲话，中

央政治局七位常委悉数出席。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健康中国”战略以来，“健康”被推上了重要位置。此次会议，

一方面为“人民健康线路图”的制定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也将健康与国家改革发展全局联

系起来。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告诉 21 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这次大会既讲到存量改革，又提及增量发展。在健康领域，二者缺一不可。 

 

  存量改革新顺位 

 

  王虎峰表示，针对存量的改革指向的是医疗格局和就医秩序、公立医院改革等。 

 

  在这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要将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人民健康”代替“治病”成为卫生工作中心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在此之前，卫生工

作者们呼吁最多的，还是由“预防”代替“治疗”。“人民健康”成为卫生工作中心，意味着

健康将融入所有政策。在王虎峰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在王虎峰看来，将“改革”视为动力，是在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改革绝非一朝一夕，

而是持久且不断深化的。 

 

  “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改过一轮后，改革就结束了”，王虎峰说，“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针对改革的具体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

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 5

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尽管分级诊疗是 2016 年医改的重磅内容，但作为医改内容序列的“排头兵”，尚属首次。 

 

  事实上，此次大会针对下一阶段医改工作的部署调整不仅体现在顺位上，还体现在各项

制度的发力重点上。 

 



  针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王虎峰表示，过去的医改政策文件对此已有非常详尽的布置，

改革的路径和内容已经明确，此次会议做了强调和重申。 

 

  在全国基本医保覆盖率已超过 95%的前提下，全民医保制度的重心已从提高参保率转向

充分发挥医保作用。王虎峰告诉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一步，医保将改革支付方式、充

分发挥激励和约束机制上面发力。 

 

  此外，破除“以药养医”作为过去几年公立医院改革的头等大事，已取得初步成效。目

前，所有的县级公立医院均已取消 15%的药品加成，城市公立医院也将于 2017 年全面实现

药品零差率销售。王虎峰表示，接下来药品方面的改革，将贯穿生产、采购、使用的全过程，

而非仅偏重某一个环节。 

 

  就综合监管制度，王虎峰表示，将“健康”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以后，意味着原来由一个

部门主要负责的健康问题，现在需要更多部门参与、配合。在监管上，需要多部门磨合、协

调、衔接。 

 

  完善健康产业的政策供给 

 

  此次会议将健康产业视作未来的重要产业。 

 

  习近平在讲话的开篇就指出：“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王虎峰表示，将发展健康产业作为重点，是在新的视野和框架内思考卫生健康工作。 

 

  事实上，“健康产业”的高频出镜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后，

在此之前多使用“健康服务业”这一表述。 

 

  相比“健康服务业”，“健康产业”涵盖的内容显然更广。李克强要求，要引导和支持健

康产业加快发展，尤其要促进健康产业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的五大融合。 

 

  发展健康产业，意味着不再把健康仅当作一项投入，健康还有很多产出。 

 

  除了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王虎峰表示，发展健康产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会起到重

要推动作用，对产业升级、结构调速换挡有积极影响。 

 

  各地实践是对这种影响的有力证明。以矿产资源型城市娄底为例，在“三去、一降、一

补”的背景下，娄底市政府已将发展重心转向健康产业，计划将娄底打造成集医疗、养老、

旅游、文化于一体的健康城市。 

 

  王虎峰表示，认识到健康产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后，就不应再将健康视作简单

的卫生问题和投入问题，因为其涉及新兴产业、经济转型，实质上是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 

 



  但引导和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健康产业新业态的前提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王虎峰表示，由于健康涉及人的生命，因此准入门槛和质量标准很高，但消除体制机制

障碍绝非仅仅是破除这些限制，而是要满足健康产业发展所需的更大的政策供给。 

 

  新增的政策供给包括对已有但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的内容做修改和调整，对过去没有涉

及到的内容做及时补充。补充的重点将是引导健康产业发展的规划以及质量和监管标准等，

此外，还相应给予优先发展顺序和必要的财政税收等扶持政策。 

 

“只有明确了这些政策，社会资本才知道该怎么进入，向哪里投入”，王虎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