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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专家参加“大变革·新机遇——2018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

坛”并致辞 

10 月 30 日，“大变革·新机遇——2018 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在北京

举行，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进行了

开幕演讲。 

 



“小孩出生后的第一需要就是健康，而且一个人无论收入高低，健康都是其

最基本的需要；另一方面，健康又是人的终极需要，无论金钱还是权势，与健康

相比都是第二位的，健康具有超越其他需要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健康，金钱权势

有何意义？”金碚认为大健康产业因此而既是满足人类底线需要，也是满足人类

终极需要的产业。大健康产业既要满足人类最基本需要，又要追求满足人的终极

需要，那么，从这一意义上说，其他所有产业就都只是“中间”产业。这是大健

康产业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独特性质，因此也必然有其区别于其他产业的

独特运行机制。 

金碚指出，目前发展大健康产业特别要关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让最底层

的人群都能享受到健康产业发展的好处，这是全世界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这个

问题从社会机制上来讲，就体现在社保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越来越多的人在想

办法实现覆盖所有人健康需要的机制。对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件非

常困难和艰巨的事情， 

第二，大健康产业面临的是人类对健康无限的需要，如何把需要变成需求，

使之成为空间广阔的现实产业？所谓需求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如何调动更

多资源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消费需求。创造基于无限需要的有效需求，才

可以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创新空间。 

金碚谈到，为了让更多老年人过上健康的晚年生活，需要投入大量的科技力

量，调动各方资源来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这是一个巨大挑战，也为大健康产业

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前景。 

“不得不说，大健康行业特别需要高度的创新精神，大健康产业依赖于最前

沿的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资源的投入，如何把科技突破应用到产业发展，为解决



更多人的健康问题做出努力，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西方现代

医学从还原论的角度，从生命科学的逻辑去突破；中医也需要创新，中医发展创

新的底层逻辑和西医不同，它是另外一套思维方式，如何实现重大创新，更值得

我们为此做出艰苦努力。”金碚说，总而言之，大健康产业发展空间是无限的，但

又具有一系列经济特性和社会特性，不仅涉及人类科学进步最底层的创新路径，

而且面临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所以，大健康产业发展不仅需

要科技创新的支撑，而且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持，需要全方位的创新，这是一个非

常值得社会各界热情投入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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