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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江苏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 2016年0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8年8月2日-3日，以“健康现代化与健康

中国”为主题的第十六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在北

京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心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现代化研究分会主

办，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和天津《理

论与现代化》杂志社合办。来自全国50多家

单位的4位院士和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王陇德院士等8位专家做特邀报告。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2016年3月，受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委

托，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综合平行研究。本研究由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

员主持，中心全员参与讨论，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了一个总

报告和四个专题报告，共计10万余字。

9月16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

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下称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59

位，是健康初等发达国家。根据报告，中国健康现代化至少应包

括健康生活现代化、健康服务现代化、健康环境现代化和健康治

理现代化。报告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

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重点实施

“健康高铁工程”。“‘健康高铁工程’是高速运行的、信息时

代的、整合型国民健康体系的一个‘形象化说法’。”何传启表

示，像中国铁路系统从工业时代的“普通铁路”升级为信息时代

的“高速铁路”一样，中国卫生系统也需要转型升级，从工业时

代分立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医疗保险系统，向信息时代整合型分工

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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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卫生管理和疾病控制专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控制技术和策

略专家组成员、UNAIDS亚太地区艾滋病控制和发展领导论坛指导委员、卫生部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国家卫计委“健康中国2030战略研究组”

首席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王陇德院士从健康中国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扼要介绍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重点阐述了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法和建议。他指出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总体上遵循健康优先、政府主导、科学发展、公平公正四项基本原则；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路径”和“实现

什么样的根本目的”作为健康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主题；将目标实现分为2020和2030两个重要阶段。针对当前

健康中国建设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是明确责任、立法保障，希望把健康入法，用法律予以保

障；其次要提高全民健康素养，防控健康危险因素，狠抓关键危险因素；再次要组建工作体系，开展学科合

作、组建宣教体系。他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一定能推动健康

中国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

员；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研究所所长。

田雪原研究员从历史视角阐述了健康养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现实出发分析了健康养生在全

生命周期、现代化全面发展战略和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移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认识，将“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落到实处，建议（1）深入研究，澄清目前健康养生的是是非非；（2）摆正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位置，承

接战略重点转移重任；（3）要切实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推进健康养生现代化前行；（4）深化卫生体育等部门

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健康养生的社会环境；（5）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推进现代化健康养生产业。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

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未来研

究会副理事长等。他在新兴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方面，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政

策和现代化战略与理论研究，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宋健院士、路

甬祥院士和德国、英国、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得到实际应

用，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等用作教学材料。

何传启研究员系统介绍了世界健康现代化的历史与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健康现代化的路线图，

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简称“健

康高铁”战略，重点实施“中国健康高铁工程”，实现从工业时代分立的医疗卫生体系向信息时代的整合型分

工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的转型升级，实现健康体系、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治理的现代化，建

成一个人人享有健康服务、家家拥有健康保险、健康生活和健康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健康环境和健康质量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健康长寿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军事

医学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

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首届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博士后

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

等职。

秦伯益院士以个人过去86年的生命历程为案例，与大家一同分享了健康长寿的个人经验，重点阐释了心态

与健康的重要关系。他坚持心态平衡、顺其自然的中国传统养生理念，认为焦虑本身就不利于个体健康。其

次，因地制宜、均衡衰老。他认为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锻炼方式才是最好的；要做到健康长寿无疾而终，必

须要做到“均衡衰老”，建议每年的身体检查必不可少。再次，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很美好，不同的年龄段应该

有不同的活法。最后，他就心态问题与与会来宾进行探讨，建议坦然自处、体现本真、活出自我、素面朝天、

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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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国家卫计委“健康中国2030战略研究组”

首席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王陇德院士从健康中国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扼要介绍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重点阐述了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法和建议。他指出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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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Email: smeditor@mail.las.ac.cn

Email: smeditor@mail.las.ac.cn

●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江苏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 2016年0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8年8月2日-3日，以“健康现代化与健康

中国”为主题的第十六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在北

京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心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现代化研究分会主

办，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和天津《理

论与现代化》杂志社合办。来自全国50多家

单位的4位院士和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王陇德院士等8位专家做特邀报告。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2016年3月，受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委

托，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综合平行研究。本研究由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

员主持，中心全员参与讨论，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了一个总

报告和四个专题报告，共计10万余字。

9月16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

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下称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59

位，是健康初等发达国家。根据报告，中国健康现代化至少应包

括健康生活现代化、健康服务现代化、健康环境现代化和健康治

理现代化。报告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

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重点实施

“健康高铁工程”。“‘健康高铁工程’是高速运行的、信息时

代的、整合型国民健康体系的一个‘形象化说法’。”何传启表

示，像中国铁路系统从工业时代的“普通铁路”升级为信息时代

的“高速铁路”一样，中国卫生系统也需要转型升级，从工业时

代分立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医疗保险系统，向信息时代整合型分工

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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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卫生管理和疾病控制专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控制技术和策

略专家组成员、UNAIDS亚太地区艾滋病控制和发展领导论坛指导委员、卫生部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国家卫计委“健康中国2030战略研究组”

首席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王陇德院士从健康中国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扼要介绍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重点阐述了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法和建议。他指出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总体上遵循健康优先、政府主导、科学发展、公平公正四项基本原则；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路径”和“实现

什么样的根本目的”作为健康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主题；将目标实现分为2020和2030两个重要阶段。针对当前

健康中国建设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是明确责任、立法保障，希望把健康入法，用法律予以保

障；其次要提高全民健康素养，防控健康危险因素，狠抓关键危险因素；再次要组建工作体系，开展学科合

作、组建宣教体系。他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一定能推动健康

中国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

员；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研究所所长。

田雪原研究员从历史视角阐述了健康养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现实出发分析了健康养生在全

生命周期、现代化全面发展战略和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移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认识，将“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落到实处，建议（1）深入研究，澄清目前健康养生的是是非非；（2）摆正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位置，承

接战略重点转移重任；（3）要切实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推进健康养生现代化前行；（4）深化卫生体育等部门

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健康养生的社会环境；（5）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推进现代化健康养生产业。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

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未来研

究会副理事长等。他在新兴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方面，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政

策和现代化战略与理论研究，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宋健院士、路

甬祥院士和德国、英国、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得到实际应

用，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等用作教学材料。

何传启研究员系统介绍了世界健康现代化的历史与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健康现代化的路线图，

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简称“健

康高铁”战略，重点实施“中国健康高铁工程”，实现从工业时代分立的医疗卫生体系向信息时代的整合型分

工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的转型升级，实现健康体系、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治理的现代化，建

成一个人人享有健康服务、家家拥有健康保险、健康生活和健康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健康环境和健康质量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健康长寿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军事

医学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

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首届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博士后

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

等职。

秦伯益院士以个人过去86年的生命历程为案例，与大家一同分享了健康长寿的个人经验，重点阐释了心态

与健康的重要关系。他坚持心态平衡、顺其自然的中国传统养生理念，认为焦虑本身就不利于个体健康。其

次，因地制宜、均衡衰老。他认为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锻炼方式才是最好的；要做到健康长寿无疾而终，必

须要做到“均衡衰老”，建议每年的身体检查必不可少。再次，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很美好，不同的年龄段应该

有不同的活法。最后，他就心态问题与与会来宾进行探讨，建议坦然自处、体现本真、活出自我、素面朝天、

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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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考察江苏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 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 2016年08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2018年8月2日-3日，以“健康现代化与健康

中国”为主题的第十六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在北

京举行。

本次论坛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心和中国未来研究会现代化研究分会主

办，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复

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和天津《理

论与现代化》杂志社合办。来自全国50多家

单位的4位院士和1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王陇德院士等8位专家做特邀报告。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2016年3月，受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与信息司委

托，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组织开展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综合平行研究。本研究由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

员主持，中心全员参与讨论，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了一个总

报告和四个专题报告，共计10万余字。

9月16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

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下称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59

位，是健康初等发达国家。根据报告，中国健康现代化至少应包

括健康生活现代化、健康服务现代化、健康环境现代化和健康治

理现代化。报告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

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重点实施

“健康高铁工程”。“‘健康高铁工程’是高速运行的、信息时

代的、整合型国民健康体系的一个‘形象化说法’。”何传启表

示，像中国铁路系统从工业时代的“普通铁路”升级为信息时代

的“高速铁路”一样，中国卫生系统也需要转型升级，从工业时

代分立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医疗保险系统，向信息时代整合型分工

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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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卫生管理和疾病控制专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控制技术和策

略专家组成员、UNAIDS亚太地区艾滋病控制和发展领导论坛指导委员、卫生部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组”首席专家、国家卫计委“健康中国2030战略研究组”

首席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王陇德院士从健康中国建设的国际、国内背景出发，扼要介绍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

重点阐述了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方法和建议。他指出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总体上遵循健康优先、政府主导、科学发展、公平公正四项基本原则；以“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路径”和“实现

什么样的根本目的”作为健康发展战略的两个核心主题；将目标实现分为2020和2030两个重要阶段。针对当前

健康中国建设中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是明确责任、立法保障，希望把健康入法，用法律予以保

障；其次要提高全民健康素养，防控健康危险因素，狠抓关键危险因素；再次要组建工作体系，开展学科合

作、组建宣教体系。他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一定能推动健康

中国建设目标早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学家，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

员；兼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成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研究所所长。

田雪原研究员从历史视角阐述了健康养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现实出发分析了健康养生在全

生命周期、现代化全面发展战略和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移这三个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认识，将“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落到实处，建议（1）深入研究，澄清目前健康养生的是是非非；（2）摆正在人口发展战略中的位置，承

接战略重点转移重任；（3）要切实纳入国家战略层面，推进健康养生现代化前行；（4）深化卫生体育等部门

体制改革，创造有利于健康养生的社会环境；（5）按市场规律办事，大力推进现代化健康养生产业。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中

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未来研

究会副理事长等。他在新兴交叉领域工程技术创新管理方面，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政

策和现代化战略与理论研究，并作出创造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宋健院士、路

甬祥院士和德国、英国、美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得到实际应

用，并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等用作教学材料。

何传启研究员系统介绍了世界健康现代化的历史与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健康现代化的路线图，

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简称“健

康高铁”战略，重点实施“中国健康高铁工程”，实现从工业时代分立的医疗卫生体系向信息时代的整合型分

工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的转型升级，实现健康体系、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治理的现代化，建

成一个人人享有健康服务、家家拥有健康保险、健康生活和健康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健康环境和健康质量

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健康长寿社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药理学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军事

医学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会

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总后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规划首届专家顾问组成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博士后

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

等职。

秦伯益院士以个人过去86年的生命历程为案例，与大家一同分享了健康长寿的个人经验，重点阐释了心态

与健康的重要关系。他坚持心态平衡、顺其自然的中国传统养生理念，认为焦虑本身就不利于个体健康。其

次，因地制宜、均衡衰老。他认为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锻炼方式才是最好的；要做到健康长寿无疾而终，必

须要做到“均衡衰老”，建议每年的身体检查必不可少。再次，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很美好，不同的年龄段应该

有不同的活法。最后，他就心态问题与与会来宾进行探讨，建议坦然自处、体现本真、活出自我、素面朝天、

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