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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大健康产业是指与维持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相关的一系列健康产品生产经营、服务提

供和信息传播等产业的统称。产业范畴上包括药品、医疗器械、中药材、医用材料、保健食

品、保健产品（健康用品）、健康器械等在内的健康制造业，以及包含医疗服务、健康管理

、健康养老、调理康复、科学健身、营养保健、健康检测、健康咨询、健康信息、健康保险

、健康理财等在内的健康服务业。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

促进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高

度，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五大战略任务之一，发

展健康产业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当前，人们对提高生命质量、保障健康安全、

争取健康长寿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呈现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发展趋势，大健康

产业进入&ldquo;全民需求时代&rdquo;。  

近两年来，国家政策对大健康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各类政策持续驱动了大健康产业的

快速发展。2022年3月22日，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工作

要点》，进一步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有关工作落实落地。2022年5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ldquo;十四五&rdquo;国民健康规划》提出，到2025年，卫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健全，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应对能力显著提升，中医药

独特优势进一步发挥，健康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人均预期寿命在2020年基础上继续提高1

岁左右，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例提高。2022年8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ldquo;十四

五&rdquo;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到2025年，卫生健康人员总量达到1600万人，每千人口

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3.20人（其中中医类别0.62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3.80人、

每千人口药师（士）数达到0.54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3.93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

数增长到120万人。公立医院医护比逐步达到1：2左右，执业助理医师占医师的比例降低

到15%以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卫生技术人员占到75%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后，国家政策会大力支持医药研究、保健养生品的开发、医疗防护。整个

医疗体制估计会开启改革大潮，医患关系、医患矛盾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国家会加速健康产

业的发展，我国大健康产业必将迎来井喷式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大健康市场深度分析与投资战略咨询报告》共八章。首

先介绍了国际大健康产业政策，接着对我国重点大健康产业政策及其细分领域政策进行了梳

理，最后对全国各区域的大健康产业政策进行了分析。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当下大健康产业政



策有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大健康产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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