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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两会·市长访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
提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健康产
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然
而，这一产业正面临很多亟待解
决的问题，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
计。”3月15日，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池州市市长雍成瀚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发挥优势，将大健康
作为主导产业

雍成瀚表示，健康产业覆盖
一二三产业，具有综合性强、产业
链长、发展潜力大等显著特点，是
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发达
国家的健康产业生产总值占GDP
比重一般都超过15%，而我国仅
为5%左右。据《2016—2021年中
国大健康产业市场运行暨产业发
展趋势研究报告》预计，2017年中
国健康产业规模为 4.9 万亿元，
2021年将达到12.9万亿元，未来
五年（2017—2021年）年均复合增
长率约为27.26%，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一些地方从实现产业
转型战略突围、培育壮大发展新动
能的高度，纷纷将健康产业确立为
本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加
以培育发展，池州市在此方面也进
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池

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具备“生
态资源富集地、养生要素汇聚地、
佛教文化至高地、新安医学传承
地、绿色运动首创地”的独特优势。

为此，池州将大健康产业作
为主导产业之一，从编制规划、出
台政策、布局项目等方面加以扶
持，2017年全市大健康产业总产
值60.2亿元，产业增加值33.8亿
元、占GDP比重5.17%。

科学布局，打造健康
产业升级版

“对于健康产业，也要科学布
局，按高质量发展要求有序推
进。”雍成瀚说，在具体工作中，池

州市发挥特色，挂“图”作战。
一是科学绘制“发展蓝图”。

聘请国内顶尖团队编制大健康产
业发展规划，组建大健康产业发
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定《关于促
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意见》，聚力
打造“首选地、四中心”，力争2025
年大健康产业产值达500亿元、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15%，吸纳25
万人就业。

二是守护传承“生态底图”。
在中央环保督查之前，池州市在
全市系统性开展铁腕治矿、重拳
治砂、从严治岸、科技治超、精准
治污、全面治脏“六治行动”，绿色
发展的社会共识进一步强化。

三是精准布局“项目地图”。
综合分析市域资源禀赋和基础条
件，“定坐标、定内容”谋划67个大
健康项目，总投资372.8亿元，已
建成亿元以上项目22个。

四是拓展延伸“产业版图”。
提倡“养生”、“治未病”思路，围绕
健康食品、康体养生、医疗服务等
方面，着力培育以人为中心的全
新服务体系和产业、业态。

健康产业需要国家
进行顶层设计

“但同时，与多数地区一样，
池州在发展大健康产业过程中，
也遇到一些共性困难和问题，迫

切需要国家层面支持。”雍成瀚
说。

一是健康产业顶层设计仍滞
后于发展需要。主要是顶层设
计对健康产业的定义过窄，侧重
于中端治疗层面。国务院 2013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健康产业
的政策支持局限于以医疗医药
为基础的生命健康服务业，而以
前端预防和后端康养为重点的
大健康产业缺乏支持措施。国
家 2016 年出台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虽然明确提出
并且拓展了健康产业概念，但仍
未涉及生态养生、文化养心（禅
修瑜伽）、健康颐养、健康食品等
业态，而这些业态均属于前端预
防和后端康养的重要范畴。同
时，由于对大健康产业的理解仍
处于地方层面和学术层面，缺乏
国家明确的内涵外延界定，导致
在布局产业发展、制定发展目
标、规范统计分析等方面存在无
序性和随意性。

二是健康产业发展政策仍需
加强。由于健康产业覆盖面广、
涉及部门和领域多，大健康产业
发展往往涉及多业态融合，现行
的健康产业支持政策过于原则，
支持措施过于笼统，令地方难以
操作执行，导致社会资本“观望的
多、真干的少”、“布局的多、投入

的少”，发展难度较大。

建议修订促进健康
服务业发展若干意见

为加快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服务，雍成瀚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
落实《“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建议修订《关于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促
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科学界定大健康产业内涵，提出
我国发展大健康产业的战略布
局。

二是加强技术指导。合理划
分大健康产业领域，研究建立大
健康产业指标统计体系，通过量
化指标的方式鼓励和引导各地发
展大健康产业，推动各地因地制
宜有序错位发展。

三是加强要素保障。建议国
家在大健康产业发展资金、用地、
人才和平台建设等保障方面提出
指导性政策意见。

四是开展国家试点。选择有
基础、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开展大
健康产业改革创新示范区试点，
探索构建前端养生、中端治疗、后
端康养的全周期产业体系，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

全国人大代表、池州市市长雍成瀚：

健康产业急需国家顶层设计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张骅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自贡市
副市长陈张铭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在新时
代，要通过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和
文化振兴工程建设，并纳入外交
渠道，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去”，成为点亮和传播中国“文化
自信”的重要使者。

《中国企业报》：以彩灯、龚扇、

剪纸等为代表的自贡“大小三绝”

久负盛名，其中自贡灯会更是自贡

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请简单介

绍一下，自贡灯会经历了怎样的发

展历程？取得了哪些成绩？

陈张铭：自贡灯会起源于唐
宋，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从1964年至今，
已在自贡本地举办了七届迎春灯
会和24届国际恐龙灯会，年接待
游客超过200万人次。改革开放
以来，自贡灯会逐步走向全国、走
向世界。1988年，自贡灯会首次
出川赴京展出引起轰动，邓小平
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观灯
并给予了高度评价。1989年，自
贡灯会第一次走出国门出展新加
坡，开启了海外展出的序幕。30
年来，自贡灯会的足迹遍及世界
五大洲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先后
在国内500多个大中城市、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展出，共吸引4亿多中
外游客观灯，深受海内外观众喜
爱，被誉为“天下第一灯”。

目前，自贡灯会已被中宣部确
定为“感知中国”系列活动之一，同
时也是文化部命名的“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和国家旅游局向海外
推出的大型民俗旅游项目。

《中国企业报》：自贡灯会作

为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工程之

一，在国内及国外做了哪些工

作？效果如何？

陈张铭：2017年，自贡彩灯调
整灯会举办模式，与华侨城集团
合作举办了自贡国际恐龙灯会，
并在北京、上海等12个城市同步
举办主题灯展，共同演绎中国彩

灯风采，为全国人民送上精彩的
文化盛宴。去年7月，在德国汉堡
G20峰会期间，自贡灯会更是一亮
倾城，在海外掀起了自贡灯会的
热潮，并相继在伦敦、休斯敦等42
个城市展出54场次，成为众多欧
美国家大城市举办节庆活动的常
备元素，也成为中国对外文化交
流的有效载体，建立了中国握手
世界的民间友好渠道。

此前，自贡彩灯已正式启动
了“环球灯会”行动计划。未来5
年，将在国外100个城市举办100
场展出，使自贡灯会成为名符其
实的“环球灯会”。新时代的自贡
灯会，已站在了中国文化“走出
去”这一国家文化战略的前沿，成
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使者。

《中国企业报》：如此看来，自

贡灯会在弘扬和发展过程中，已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你认为目前

还存在什么问题？有何不足？

陈张铭：虽然我们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自贡灯会在“走出
去”的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和
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
面：一是缺乏标准引领。彩灯属
于特殊行业，但在国家行业分类
中没有设置灯会类别；没有专门
的发展规划和产品质量标准，导
致彩灯企业在税收、购买海外保
险、商检、结汇等方面标准不一。

同时对彩灯人才也缺乏等级评定
标准。

二是缺乏外展平台。虽然国
家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组
织开展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但
多数对外文化经贸活动都没有把
灯会纳入其中。

三是缺乏龙头带动。彩灯企
业规模普遍较小，还没有全产业
链龙头企业，多数企业创新能力
不强，彩灯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特
征明显。

四是缺乏政策支持。在税收
政策方面，彩灯行业属于劳动密
集型行业，被划为建安行业征税，
税率达11%，且无法享受税收抵
扣政策。在彩灯出口贸易中，“彩
灯灯组”没有单独的海关税则号，
目前按13%的税率实施退税，退
税率较低。在社会保障政策方
面，按照国外的政策，工人必须购
买意外工伤保险，彩灯企业只能
购买商业保险，增加了用工成本。

《中国企业报》：为了更好推

动彩灯行业发展，增加彩灯文化

“走出去”的底气，你认为从国家

层面，应给与哪些政策支持，以推

动彩灯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陈张铭：这次全国两会期间，
我与全国人大代表何树平、符宇
航、贺光玉一起提出建议，希望国
家从五个方面支持彩灯产业发
展，推动彩灯这一优秀传统文化

“走出去”。
一是将彩灯纳入国家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彩灯行业分类，研
究制订行业标准，将彩灯产业明
确到相应产业发展基金支持范
围，出台支持政策。

二是将自贡灯会列为中国传
统节日振兴工程重点项目。文化
部引导相关部委加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力度，
制定和完善资金、项目、金融支持
等政策。

三是将彩灯纳入国家重点对
外文化交流项目。在各类文化交
流活动中，将自贡灯会纳入对外
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支持有条
件的领军企业在国外设立分公司
或投资建设彩灯主题公园，为彩
灯走向世界搭建起广阔的平台。

四是组建中国彩灯商会、协
会。民政部等部门积极推动，设
立中国彩灯商会、协会，促进彩灯
行业抱团发展、信息共享、资源整
合、优势互补。

五是调整明确有关税、险政
策。国家税务总局将彩灯明确为
文化产业，享受6%的文化产业税
率；同时，在相关产品出口方面，
增设“彩灯灯组”税则子目，并将
退税率由13%调整为17%。针对
彩灯行业的特点，将彩灯行业纳
入临时性工伤保险政策范围，降
低企业用工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副市长陈张铭：

自贡彩灯应纳入国家产业发展规划
本报记者 何芳

实习记者 秦云龙

雍成瀚

陈张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