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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微观点财经微观点

记者 陈文文

今年 27 岁、在宁波一家外贸
公司工作的胡慧，6 年前在上大学
的时候开始尝试使用保健品，现
在月均支出约600元。

“这笔开销看起来比较多，但
如果现在花钱增强健康，还是要
比以后住院的费用要便宜。”胡慧
告诉记者。

被比尔·盖茨喻为“未来能超
越信息产业的重点产业”的健康
产 业 ，正 在 迎 来 它 的“ 黄 金 时
代”。去年 9 月，中国政府出台了
第一个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的指导性文件，首次界定了我国
健康服务业的内涵和外延，并提
出了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
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
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总规
模达到8万亿人民币以上。

其实，早在政府出台指导意
见之前，嗅觉灵敏的资本，早已密
集地进入了健康产业的领域。

今年以来，资本市场众多VC/
PE 都在投资业务上做减法，砍去
诸多投资部门，但医疗健康部门
却保留了不少。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
将健康产业称为继 IT产业之后的
全球“财富第五波”。据世界银行
有关专家测算，在过去的50年里，
世界经济增长的大约 8%至 10%
要归功于人群健康。在一些发达
国家和地区，健康服务业已经成
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例如美国卫生服务支出占其
国内生产总值 17%以上，加拿大、
日本等国家的健康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也超过 10%，而在中
国，目前这一比重只有约5.4%。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正
在打响。巨大的健康产业“蛋糕”
竞相成为各路资本分食的对象。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次，浙江赢在
了起跑线上。

浙江有发展健康服务业得天
独厚的优势。在医疗服务上，浙
江有较为完善的三级诊疗体系与
相对较多的非公医疗机构。温州
是全国首个社会资本办医综合改
革试点城市，社会资本办医已迈
出实质性步伐。健康管理上，杭
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国内
首个健康管理学院，拥有“服务国

家特殊需求的博士人才培养项
目”。医药器械上，浙江省医药制
造业的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药
品销售总额位居全国第四。健康
食品上，胡庆余堂、立钻、正大青
春宝等龙头企业已经具备较强的
品牌影响力。

有专家估计，浙江的健康服务业
及其支撑产业可望年均增长15%以
上，到2015年可达5000亿元，2017
年6500亿元，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
总产出6000亿元，全产业链达到1万
亿元，形成万亿元的朝阳产业。

“在浙江，发展健康服务业，一
是社会缺口大，二是符合经济转型
的需求。”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
浙江老龄化的速度远远高于全国
的水平。2013 年末，浙江省 60 岁
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
18%以上，此外，浙江人均 GDP 已
突破1万美元，“钱袋子”鼓起来后
对个性化健康服务和管理的需求
也越来越大。此外，政府越来越爱

打“健康牌”，今年 5 月，浙江省政
府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混
合所有制医疗机构、推进医师多点
执业、重点或紧缺专业医技人员自
由执业试点⋯⋯努力将各方面的
积极性调动起来。

浙江的“新动作”是要打造几
类健康产业集群。一类是依托现
有的产业园区集聚发展健康产
业，例如杭州未来科技城，已经集
聚了100多家生物医药类企业，周
边医院、健康保险以及产业投资
基金公司也即将入驻，将成为一
个健康产业高地。第二类是依托
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健康旅游
区，例如淳安，集“医、养、康、游、
业”为一体的国际化生命健康综
合体已初具雏形。第三类是依托
优质医疗资源集聚区发展健康产
业，如杭州高新区，未来将形成产
值超1000亿元的智慧医疗产业集
群。第四类是依托海洋旅游打造

医疗旅游先行区，如舟山，医疗服
务、海洋生物医药、养老等健康相
关产业已具备一定基础，目前正
在和韩国接洽，打造医疗旅游先
行区。第五类，是依托中医药大
省打造一批中医药健康基地。如
磐安是中药材大县，正在规划建
设中医药健康服务园区，园区内
既有中医院，也有中药材展销、保
健、养老院等配套产业。

“总体来说，浙江在分享健康
服务业这块蛋糕的过程中，市县
的积极性都很高，但也有一些新
问题。”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
健康产业属于新生事物，全省尚
未建立完善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产品与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
统 一 的 、与 国 际 接 轨 的 标 准 体
系。体制上也有一些问题，如健
康服务领域中医疗、养老行业大
量属于非营利性机构，用地可否
抵押，赢利可否适当分红，这些都
困扰着投资者。

健康服务业健康服务业，，万亿盛宴开启万亿盛宴开启
新常态下新发展>新空间②

■ 样本

股份制民营医院：温州
康宁医院

创建于 1998 年的康宁，
是一家“大专科、小综合”股
份制民营医院。近 3 年，康
宁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民营医院成功发展之路。

目前康宁是国内规模最
大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连锁机
构之一。2013 年 5 月引进德
福资本、鼎辉资本、获得 2 亿
元人民币注资，至 2014 年，
已投资开设的连锁医院分布
青田、苍南、平阳、永嘉、乐清
和临海，下一步北京、深圳、
南昌、成都和杭州等五家分
院将陆续开业。

健康综合体：杭州千岛
湖健康城

杭州千岛湖健康城是集
“医、养、康、游、业”为一体的
国际化生命健康综合体。拥
有健康居住社区、度假养老
公寓、千岛湖国际医院、健康
体检康复疗养中心、医学研
究院、健康教育专区、科技健
康产业园等一系列的健康相
关产业链。

引入民资开办医护培训
学校、老年养生学院。在未
来，千岛湖除了发展森林旅
游、乡村休闲游等，还将积极
培育康体健身、休闲运动、养
生保健等服务业态。

学院式养老机构：浙江
绿城颐乐学院

这是杭州师范大学为绿
城设计的学习型养老机构。
绿城首次尝试并实现老年人
从睁眼开始的“颐、乐、学、
为”的全方位生活需求。

学院式养老，以学校的组
织方式，构成园区内老年人的
日常生活形态。同时开展适
合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学
习、活动。重新认识、理解和
解读老年人的精神需求。

绿城的“学院式养老”分
为三种类型：一是居家式，指
老年人散居在自己家中，每日
以“走读”的形式参加到颐乐
学院的学习活动中；二是集中
式，类似于“寄宿制老年大
学”，老年人集中居住在“宿
舍”中，参加颐乐学院的日常
学习活动；三是混合式，结合

“走读”和“寄宿”两种方式。

记者 陈文文

“追求最高的健康水准是每
个人的基本权利。”——这行简洁
有力的文字，以联合国通用的六
种语言,镌刻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大楼的外墙上。

慢性病的侵袭、亚健康状态
的蔓延、老龄化的加速、养生理念
的培育、家庭收入的增加⋯⋯这
些都使得百姓对一个涵盖内容广
泛的大健康产业的社会需求日益
增加。可是，与美国、日本，甚至
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大
健康产业与之存在着很大差距。
那么，浙江健康产业现状如何？
发展瓶颈何在？后续发力要靠什
么？本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卫生部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家委员
会委员，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郭
清。

记者：健康管理，您本身有
“切肤感受”吗？

郭清：现在人们到了医院习
惯点“三素一汤”，分别是抗生
素、维生素、激素和盐水汤。“以
药养医、以药补医”的现状是医
疗机构药物不合理使用的根本
原因。医生当然能帮你暂时缓
解症状，却不能帮你长久保持健
康。医生只能帮助你找到病因，

指点你如何才能摆脱疾病的困
扰，最终完成治疗过程得靠你自
己。

我曾经是一名十二指肠球部
溃疡患者，常常在半夜中疼醒，非
常痛苦。但我坚持没有住院治
疗。这一次的经历，让我用了很
长一段时间反思自己的疾病以及
疾病和健康的关系。其实很多疾
病受精神因素的影响很大，工作、
学 习 压 力 大 、精 神 紧 张 就 会 发
作。有些病单靠吃药是治不好
的。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就会
知道，这个病只能靠自己管理健
康和养生调理才能奏效，要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而
不是单纯依赖医生。

记者：怎么来看发展健康服
务业的意义？

郭清：2003 年，“非典”暴发，
迫使国人重新思考健康的重要
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公众
健康。面对当时严重匮乏的医
疗资源，我认识到随着医学模式
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我国正
面临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急
性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国内有
近 3 亿慢性病人和 2 亿老年人，
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以
疾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显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与

日俱增的慢性病面前显
得捉襟见肘。只有通过
保障和促进健康，未病先
防，实现“重心下沉，关口
前移”，才是破解之道。

治疗并不是终极手段，预
防更重要。以前很少有人有建
立”健康档案”的观点，现在慢慢
多了起来。国家在不断地强化
大家重视健康管理，去年 9 月，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
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今年 9 月，
健康管理产学研联盟也即将成
立。接下来国家会不断地推出
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因
为一是国内有庞大的需求，二是
符合世界潮流，三是经济转型的
一个突破口。有这三层意义在，
未来健康产业发展的空间会很
大。

记者：现在健康服务业发展
是个什么状况？制约瓶颈在哪？

郭清：中国的健康服务业是
起 步 比 较 晚 的 。 以 前 有 人 说 ，

“前半生拿命换钱，后半生拿钱
换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
在前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有时
是以牺牲健康代价来换得经济
成果的。现在条件好起来了，健
康的需求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
但是规划、产业、人才等等，都没

跟上。
浙江省的健康管理师有 200

万的缺口，而全国真正拿到证书
上岗的我估计只有几万人，浙江
大概只有几千人。一个产业要可
持续发展，人才是重要支撑。杭
州师范大学建起了国内首个健康
管理学院，国内首个治未病健康
管理博士项目。在全国，唯一拥
有本硕博三级学科的只有我们一
家。我们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
但光靠我们一家，辐射力还远远
不够。

现在很多地方都对造“健康
城”有很大的兴趣，但首先应是规
划先行，否则重复建设又造成了
资源浪费。你也注意到了，健康
服务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国家

“自上而下”来推动，顶层设计好
了，交由各地去做，说明国家已经
有了这个意识。

健康产业上升空间巨大
■ 专家说

取消农业
税之后，我国
农民负担大为
减轻。但这并
不意味着农民

负担就没有了。近年来在一些地方
农民负担有“隐性”反弹的态势。比
如有的将过去向农民的乱收费乱摊
派转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级组
织，有的发展村级公益事业超过农
民承受能力，举债搞建设，还有的巧
立名目、变换方式向农民乱收费。
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在于继
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消除造成农
民负担问题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让
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照到农村。

警惕农民负担反弹

2014 年
被看作是大数
据分析应用的
落地年，各个

行业都开始尝试使用大数据技术。
但大数据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它引领未来技术变革，对企业甚至国
家来说意味着无穷潜力和机遇。另
一方面，大数据也带来安全风险和有
关侵犯隐私的烦恼。近年来频繁上
演的信息泄露事件为人们敲响安全
警钟：大数据时代首先需要为数据筑
好安全围栏。要从法律体系、组织管
理、产业方向、技术应用等多个层面
构建协同联动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筑好大数据安全围栏

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可以接受，
但不能过度。历史证据表明，财富
的过度集中对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没
有好处。税收很重要，但它只是可
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的机制和政策
之一，教育和技能投资是关键政
策。要有公平的财政制度，为全民
优质教育体系、良好的公共服务和
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节制21世纪的资本

8 月 份 ，
我国工业、投
资、消费增速
继续回落，既

符合淡季经济运行特点，一定程度
上也是市场自主调整的结果。虽然
增速回落，但当前我国就业、物价形
势总体稳定，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
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格局未变。
首先是工业结构继续改善，高技术
产业、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好于传
统产业。其次是服务业投资势头不
减，增速快于制造业。第三是投资
结构持续优化，民间投资占比继续
提高，经济活力有所增强。

稳中有进格局未变

未来若干
年，中国增长
的动力引擎必
须从“规模红
利”向“效率红

利”转换。一方面，要以大力提高资
本配置效率为中心，完善投资、金融
体制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强经
济增长韧性，进而重塑各产业的国
际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
必须进一步优化全球生产力布局，
构建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
链、金融供应链、人才供应链等，积
极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

红利从规模转向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