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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成

一组 《发达国家老人如何养

老》 的图片专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国

人的新思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国家发展程度的不同，各国施

行的养老措施也不尽相同，但最终

目的都是努力让老年人享受幸福的

晚年生活。“幸福”是这一组照片

的关键词。

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警醒：当

我们谈及健康产业时，重心应该放在

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本身。而不是单

纯、刻意地去追求所谓产业规模的提

升与扩张。

追求理想，顺便赚钱。这是企业

家冯仑对成功路径的解析。其实，这

也应该是符合养老产业发展的逻辑

思路。当我们的产品或者服务足以满

足人们的需求时，产业的发展自然就

不是问题了。

实际上，在上述提及的图片专题

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居家养老的

芬兰老人，每周一到周五，日托机构

用专用出租车把老人接到娱乐中心，

为他们提供早餐、午餐和咖啡。老人

们可以在一起做手工、健身、玩游戏、

聊天和散步。

深刻洞悉和领悟健康人群的生

活需求是健康产业这门大生意的首

要前提。针对这些需求，研制和开发

相应的产品或者服务，提供适合、适

用的解决方案，这恰恰符合德鲁克关

于企业本质的定义：创造顾客。

按照德鲁克的思路，企业存在的

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是顾客决定了企

业是什么，决定了企业利润。尽可能

为顾客提供超值的服务———只有你

首先为顾客创造价值，顾客才为你创

造利润，利润其实是副产品。

伴随着大健康产业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一系列相应的产业促进工

作在各地、各个层面铺陈开来。包括，

一些健康联盟、协会也纷纷成立、运

行，推动健康产业大发展的浪潮全面

展开。在健康产业的热潮下，许多地

方与企业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投资

计划，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等现象开

始显现。

业内专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

峻，并建议尽快制订《国家健康产业

发展中长期规划》以加强统一的行业

管理，并构建科学的健康产业体系和

产业布局结构，使健康产业成为拉动

内需的新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重要方向。

一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入户调

查的研究发现：从2007年中国开始推

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到2008年

之后，居民家庭消费年平均增幅高达

11%。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关于

中国城镇医保制度促进消费、扩大内

需的最显著影响。

毫无疑问，这其中最核心的依

旧是对消费需求高度重视。减少过

度的商业味道，消除过分的功利色

彩，增加必需的人文关怀，让健康

产业真正成为幸福工程、民生工程，

这是符合健康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唯

一路径。我们需要产业规模的增长，

但更希望是一种健康、负责，有质

量的增长。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大健

康产业被认为是信息产业之后的新

一轮财富浪潮，但是必须明确的是，

健康于人类而言，是一个永恒的主

题。无论经历多少次财富浪潮，健康

产业只要自身是“健康”的，真正地

“以人文本”，就永远不会被财富“后

浪”拍死在沙滩上。

【健康产业升级之论道】

健康产业是生意，更关乎生活

10月13日，恰逢“世界保健日”完美邂逅中国传统节日重阳
节，由《中国企业报》主办，中国老龄产业协会、全国医药技术市

场协会、《国家财经》杂志、《中国食品》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幸福

中国”健康养老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同时，中国首份“中

国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百强”榜单的入围名单也相继出炉（入围

名单见中国企业网相关专题）。

“幸福中国”是《中国企业报》继2012年底率先开启“美丽中
国”系列活动后的又一创新，其将聚焦百姓幸福，促进中国健康

服务业的发展。作为“幸福中国”系列活动中的一大亮点———“中

国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百强”榜单受到各相关行业以及主管部

门、相关协会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全国大健康领域内的众多企业

参与了活动。“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的评选范围涉及体检机构、

养老地产、社区、医院（综合、特色医院）、养老、健身、养生机构、

药品、保健品、健身器材用品、医疗器械、健康保险产品险种、健

康食品饮料等十大领域及相关行业，每个领域候选单位20家，候
选单位名单由专家推荐、单位自荐相结合产生。该榜单由清华大

学经管学院提供学术支持，除传统的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等指标

外，还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等因素纳入评选标准。

在“幸福中国”健康养老服务系列活动的第二阶段，还会对

入围名单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选，评选过程采取

网络公开投票、召开专家评审会、背对背打分、网络评选公示、领

导评定等方式，最终产生“中国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百强”榜单，

届时，获奖单位将成为我国大健康领域最前沿的代表。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加快、亚健康状态日益普遍的背景下，健

康服务产业将逐渐成为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新支撑。中国正经历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未来健康服务产业也将迎来巨大的

增长空间。相比之下，中国的健康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

中国健康产业的年收益仅为55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5%。但
随着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不断释放，我国健康服务产业发展

具备巨大的增长潜力。据权威部门测算，到2020年，中国健康服
务业的总规模将超过8万亿元。在这样的背景下，率先在国内推
出“中国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百强”榜单，并适时召开“幸福中国

健康（养老）服务论坛”，对促进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也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保健日”、中国的养老事

业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

“幸福中国”健康养老服务系列活动启幕

本报记者 周净张博

【健康产业升级之动态】

王利博制图

2013年11月21日，由国台办、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六
届京台产业合作大会（京台科技论坛）暨2013年北京台湾名品博
览会将再次于北京和台湾的几个城市间重磅上演。据悉，作为本

届论坛的重要创新内容，由北京市台办、《中国企业报》、北京台

胞投资贸易总公司等单位，联合台湾中华两岸跨业联盟总会、台

湾海峡两岸医事交流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首届京台智慧养

老论坛”及参访交流活动，将于11月27日在台北、高雄等地举办。
届时将邀请两岸养老业主管领导，养老行业协会、公会，企业集

团，知名媒体等权威人士、嘉宾、朋友，围绕“抓机遇、创新路、享

共赢”主题，就两岸智慧养老业的战略合作、发展路径、业务拓

展、资源整合等议题，率先交流探讨，并推动建立长效的两岸智

慧养老产业合作机制。

“首届京台智慧养老论坛”，由政府台湾事务主管部门、中央

级媒体、对台经贸专业机构、台湾有关公协会等联合筹备，是一

个创新，具备专业、高端、权威的特点，其“智慧养老”概念可谓先

声夺人，涵盖了两个即将迎来巨大发展的社会领域，即“智慧城

市建设”和“健康服务业”。而这个领域在国内才刚刚起步，社会

需求和拓展空间巨大，可借鉴经验非常少，“首届京台智慧养老

论坛”顺势而生，希望给有识之士提供直接与台湾养老业界交流

甚至合作的机会，从而获得至关重要的先发优势。

有关专家介绍，台湾地区人口老龄化发生较早，而且老龄人

口比重较高。台湾自1993年9月进入了高龄化社会，2008年年底，
全台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2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0.43%。据有关
部门预测，到2025年，台湾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以上。也正
因如此，如何使老年人维持尊严和有保障的生活，很早就成为台

湾整个社会包括老人本身、家庭、民间组织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

点。在养老产业发展方面，台湾起步较早，将全球发达地区的养

老产业经验成功本土化后，又为顺应市场发展创造出众多实用

且独具特色的新思路，台湾多层级连续照护体系堪称典范。

据悉，论坛期间，台湾若干知名社会机构、大型企业集团高层

人士将参与互动，两岸业内人士将就智慧养老的合作之路、居家

式照顾等多层级养老服务模式、养生文化村建设理念与运营模

式、医养结合运营模式、老人再学习的生活方式与环境分析、体验

式养老养生典型解析、两岸政策性养老地产投资趋势与契机、两

岸养老地产的异同及商业机会、两岸智慧养老带来的多产业关联

发展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与合作探讨，旨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促进两岸新型养老事业的共同发展。 （下转T04版）

“首届京台智慧养老论坛”
蓄势待发

立足官方权威平台两岸聚焦朝阳产业

本报记者 张博

“健康服务业社会贡献百强”
入围名单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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