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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形成与价值

李宏韬，谢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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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自党的十八大后初步阐发，历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十九大，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丰富成熟。这一重要论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

关于人民健康思想的重要指导，以及治国理政实践的持续展开和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放眼当下，习近平

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能够为人民所向往的健康生活提供系统方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注入不竭动力，为

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推进提供思想智慧，进一步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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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

续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及其阐发

的对人民健康的关注与同情思想，紧紧围绕新时代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在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局

势的科学研判中形成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并积极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

一、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发展脉络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自党的十八大后

初步阐发，历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在

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丰富成熟。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初

步阐发。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前提是正

确认识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和向往。2012 年，习

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提

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1］。这个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以人民为中

心价值取向的遵循，并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更高要求为坚定使命。对于人民健康在治国

理政中的地位与作用，习近平有过多次论述: “人

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

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 “没有

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3］99。习近平从全面小

康的高度来诠释全民健康的重要意义，社会实践的

发展多次证明人民健康问题并不只是简单的社会问

题或经济问题，更与国家持续健康发展的治国理政

息息相关。同时，习近平认识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指标或者增长速度的达成，其真

正的意义在于发展成果能够实现全民共享，使更多

的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

要论述基本成型。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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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目

标，并对我国人民健康保障体制现存不足进行了审

视，对未来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增进人民福

祉作出了科学规划。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目

标的提出，既是将健康视为可持续发展中不可忽视

的一环，也强有力地表达了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国

家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切实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决心和恒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之后，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在治国理政

实践中不断发展。2016 年 7 月，会见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习近平将建设覆盖全体国民的

更高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

相联，指出其是“我们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

分”［3］。同年 8 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

平再次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4］，

并明确表示健康中国建设的加快推进，能够为两个

百年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打好稳固的健康基础。同年 10 月 25 日，中央发布

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从国家层面对包

括健康生活、服务、环境、产业等健康卫生领域制

定了中长期规划，这既是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

论述基本成型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执政为民的有力表达。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

逐渐成熟完善。2017 年 10 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从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

民健康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为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创造了新机遇。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健

康中国重要论述更是放眼全球，深刻认识到中国与

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2019 年 6 月，习近

平致信祝贺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开幕，

提出要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卫生健康事业的快速发

展，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5］。这一论述说明健

康并不只限于医疗卫生领域，更是一个国家在发展

方式、治理能力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的投射。在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2020 年 3 月向法国

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时，习近平首次提出构建 “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理念丰富了关于健康中

国重要论述。“中方愿同法方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

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6］，这表明中国政府不只关注本国人民的健

康保障，也始终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奉献力

量。2021年 5月，习近平在全球健康峰会上进一步

指出，“面对传染病大流行，我们要秉持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理念”［7］，主张友善合作，而不是使用

各种手段推卸自己应付的责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积极倡导构建，是习近平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在科学把握和有效应对世界大变

局的基础上，对最新形势作出的正确研判，充分彰

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与战略清醒。

二、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生成背景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

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

来的条件下创造。”［8］思想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不例

外，有其独特的理论渊源与深刻的实践基础。科学

理解和掌握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一方面

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历

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思想为其提供的重要指导作

用，另一方面也要从具体情境出发，精准把握特定

历史条件下对人民健康的认识实践。

( 一)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理论

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健康的思想为习

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提供了理论依据。关注

人类健康、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于

劳苦大众们的恶劣工作环境有多处描述，如缝纫女

工们“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

器”［9］497，并指出尽管她们的劳动时长比起旧社会制

度稍短一些，但面临的劳动环境和强度仍对她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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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

到资产阶级积累的全部资本，无一不是通过对劳动

者的健康和寿命进行剥削而得。更现实地是，尽管

大多数人们都在同情身心俱疲的劳动者，都为资本

的过度剥削而感到愤怒，但资本却不以为然， “既

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 ( 我们的利润) ，我

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9］277对此，马克思、恩格斯

提出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让国家提供给他们健康安全的工作、充足的物质生

活、充分的人身自由。列宁也清楚地认识无产阶级

所遭遇的有损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他指出

穷苦大众们尽管凭借日积月累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财

富，但可悲的是他们真正拥有的财富却微不足道，

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更无情的是，这些劳

动者在过度的劳动中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最终

却只能在破烂不堪的容身之处里 “忍饥挨饿”［10］。

此外，列宁也提到了女工在劳作中的问题，指出她

们为了能够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比得上男工，

不被资本抛弃，只能努力干着更高强度的活，对于

自己和子女的健康“完全不顾”［11］。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健康

的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进行了深刻揭示，擎

画了一幅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充分体现了 “一切

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

书记对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相

关论述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 “一切为了人民”的

生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思想为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提供了重要指导。毛

泽东密切关注卫生健康问题，认为做好卫生工作不

仅对生产、工作、学习等方面有利，同时能够增强

人民身心素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12］。1952

年，毛泽东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倡积极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邓小平将卫生健康事业作为现

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推动了 1981年“五讲

四美”①活动的开展，将讲卫生作为 “五讲”核心内

容之一。伴随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面临的卫生健

康问题与挑战也有所变化，需要适时进行方针调整。

1996年，江泽民主持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充

分肯定了我国卫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多年

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进一步明确了 “以农

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教育，

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13］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指导方针。进

入 21世纪，胡锦涛对于人民健康和卫生事业更为注

重，提出要努力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

切实为老百姓提供 “安全、有效、方 便、价

廉”［14］581的公共卫生服务，并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

提出要“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

重”［14］644等。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于人民健康的思想与

时俱进，牢牢把握住时代发展趋势并及时进行完善，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宝贵理论成果。习近

平正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相关论述的传承

与吸收中提出了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

( 二)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实践

基础

治国理政实践的持续展开和创新探索呼唤包括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在内的理论创新成果

的提出。理论与实践表明，健康不只是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

理迈上新台阶的要求体现。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因此，如何提高

每个人的健康水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是必须重视的问题。随着治国理政实践的不断深入，

要求相应的理论和政策能够不断突破、有所创造。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习近平关于健

康中国重要论述提供了方向指引。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取得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我

国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具体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民对医疗服务提出更高

要求。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

中老年人口基数的不断增长，相应地对医疗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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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且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

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青年人

作息不规律、压力过大、经常熬夜，这些行为导致

各类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占到“总疾病负担的 70%以上”［16］，已成为我

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基于此，人民希

望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基层层面; 第二，

人民对生活环境提出更高要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

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生产

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等都有了大幅提高，但我国

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不断加剧、

沙漠化面积逐渐扩大、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这些

都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破坏，无法满

足人民提出的更好生活环境的要求; 第三，人民对

健康保健和养生提出更高要求。现如今，中医的

“治未病”理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一理

念提倡的是未病先防，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质量有

了更高的追求，进而对健康保健和养生提出了更高

要求。面对人民对健康生活的新要求，习近平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勇于担当新时代党

的历史使命，科学地将我国具体国情与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现状进行结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入探索，

形成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这既是新时代治国理

政的最新战略部署，也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使命健康基础的有效稳固。

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实践的需要。随着治国理政

实践的持续展开和深入探索，我国面临着新的问题

和矛盾，尤其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急

需相关理论创新成果的提出，以推动我国更高更快

更好地发展，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

幸福。

三、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是对我国卫生健

康治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我国现今所处的

最新发展形势的科学反应，更是未来进一步推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效动力。这一重要

论述为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向往提供了系统方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健康动力，同时也

为推进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了思想智慧。

( 一) 为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向往提供了系统

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界定: “健康乃是一种在

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

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17］可见，健康并不只是医

疗卫生问题，它既与国家对于医疗服务和疾病防控

的资源投入、分配有关，也与国家对于贫困人群、

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方案有关。

基于对健康内涵的正确认识以及为人民群众创

造美好生活的伟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

出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其中，健康中国战略的

提出，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了人民健康事业的发

展，充分显现了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重视。同时，这

一战略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美

好生活的首要前提是健康，健康是创造美好生活的

必要基础。近年来，在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

述指导下，我国加快推进了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

并科学按照《“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部署展

开，取得了较好成绩。截至 2020 年末，“全国医疗

卫生机构总数达 10 229 22 个，比上年增加 15 377

个; 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 1 347. 5 万人，比上年增

加 54. 7万人 ( 增长 4. 2%) ; 全国县级 ( 含县级市)

医院诊疗人次达 11. 6亿人次，比上年减少 1. 2 亿人

次; 入院人数 8 064. 9万人，比上年减少 1 070. 1 万

人; 病床使用率 71. 6%，比上年下降 9. 1 个百分

点”［18］。可见，我国无论是公共卫生服务能力还是

居民总体健康水平相较之前都有了明显提高。但同

时也要看到，目前的水平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还有一定距离，并且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

展，人民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健康中国战略既是

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

( 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健康动力

国民健康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密切。习近

平指出: “经济要发展，健康要上去，人民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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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不开健康。”［19］实践证明，

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健康水平普遍底下，医疗保障体

系不够完善，那么一旦人民患病、疾病蔓延，就会

给人民生活、社会生产、国家治理带来巨大的破坏，

进而阻缓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健康水平的提

高，能够保障乃至提高劳动力的工作年限以及工作

效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的时代背景下，

及时将过去依赖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健康红利，最大

程度地减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

要。与此同时，对健康的投资也能够进一步完善卫

生健康保障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民

众大病不敢医、没钱医的现实问题，摆脱因病致贫

的现实困境，进而解决民众对于健康的后顾之忧，

有利于增加社会投资、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社会就业。

总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不仅

仅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更包含着社会保障、人民健

康、卫生条件等方面的全面进步。而健康对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着关键的推力作用，它不仅

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充分体

现中华民族昌盛蓬勃以及国家富强安康的重要标志。

因此，健康中国战略的接续推进，能够有效推动国

家进一步加大对卫生健康事业的资源投入，为新形

势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添活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健康动力。

( 三) 为推进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思想智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遍及

全球的挑战和危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独自应

对，更无法真正封闭自己，阻隔与世界的联系。蔓

延世界各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

治理存在的短板与弊端，表明了人类是一个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包含着政治、经济、环境、卫生、

健康等各要素。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倡议更显其高度和智慧，这一

倡议紧跟世界大势，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

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也意味着其关于健康中国重

要论述实现了新跨越。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

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

考验”［20］。放眼世界，当前多数国家还深受疫情蔓

延态势困扰，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而国内疫情防控

却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最大程度降低了对经济发

展的不利影响，这是对健康中国治理策略正确性的

有力证明。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

论述，对于推进全球抗疫、推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

健康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结语

基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的执政信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实践探索中，习近平提出了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述。

这一重要论述的理论与实践能够为人民所向往的健

康生活提供系统方案，为中国人民实现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真正转变稳固健康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实现注入不竭动力。同时，作为正走向世界

舞台中心的有担当的大国，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重

要论述使中国更加坚定做全球健康治理的引领者和

贡献者，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推进提供思想智慧，

进一步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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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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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and Value of Xi Jinping’s
Discourse on Healthy China

LI Hongtao，XIE Fei
( School of Marxism，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major discourse on healthy China was first elucidated a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has been matured and enriched through the Fifth Plenum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key statement comes from the important guidance of

people’s health thought provided by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s

well as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nd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in the new era．

Looking ahead，Xi’s state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y China could provide a systematic plan for the healthy

life that people aspire to，and inject an inexhaustible impetu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Chinese dream． It will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wisdom for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health

community．

Key words: Xi Jinping; healthy China; development process; background; contemporary value

( 责任编辑: 练秀明)

6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1年第 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