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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即《健康中国

2030》之后又一医药行业重大利好政策出台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国务院出台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长期利好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2019 年 7 月 15 号，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的出台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大背景下，
提出“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
主方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意见。 

从此次“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国家政策引导更加倾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通过提高健康意识、健康生活、健康运动、健康理念等方式进行
疾病预防的事前干预。于此同时，“意见”也提出了针对重大疾病的防
控和治疗，包含了心脑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糖尿病、传染病等我国
主要的疾病类型。“意见”的提出包含了我国健康产业从预防、到管理、
再到治疗的全产业发展规划，是即《健康中国 2030》之后，又一推进
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政策。 

 “意见”着重于健康、着重于疾病预防、着重于大病诊疗：意见的三个
核心任务是突出强调了健康、疾病预防与大病管理这三个核心放心。健
康包含了健康意识、健康饮食、健康运行，健康心理等多项指标；疾病
预防包括了妇幼保健、中小学儿童保健、职业职工保健、和老年保健等
四大人群保健；最后大病诊疗突出强调了我国重要慢性疾病，包括了心
脑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糖尿病、传染病等五大主要病症。 

 “意见”利好医药行业长期发展，重点关注疾病预防、大/慢病治疗、
检验诊断等相关标的：  

相关标的 所属行业 政策相关领域 

美年健康 体检行业 疾病预防 

智飞生物 疫苗行业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康泰生物 疫苗行业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恒瑞医药 肿瘤治疗 大病诊疗 

乐普医疗 心脑血管 大病诊疗 

三诺生物 糖尿病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鱼跃医疗 糖尿病、高血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我武生物 脱敏治疗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迈瑞医疗 影像检查、IVD检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安图生物 IVD检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爱尔眼科 眼科医疗服务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欧普康视 近视眼诊疗 疾病预防 

 

 风险提示：医药行业政策风险；医保招标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增速受
宏观经济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医疗事件风险；新药研发和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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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务院出台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长期利好医疗健康产业

的发展 

2019 年 7 月 15 号，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意见”的出台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

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大背景下，提出“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意见。 

表 1：“意见”明确了三个主要任务，共 15 条意见 

三大任务 十五个项目 相关具体内容 2022年和 2030年达成的目标 

（一）全方位

干预健康影

响因素 

1.实施健康

知识普及行

动 

面向家庭和个人普及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紧急救援、及时就医、合理用药等维

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建立并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和资源库，构建健康科普知识

发布和传播机制。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进与教育的激励约束。

鼓励各级电台电视台和其他媒体开办优质健康科普节目。 

到 2022年和 203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分别不低于 22%和 30%。 

 

2.实施合理

膳食行动 

针对一般人群、特定人群和家庭，聚焦食堂、餐厅等场所，加强营养和膳食指导。

鼓励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研究完善盐、油、糖包装标准。修订预包装

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推进食品营养标准体系建设。 

到 2022年和 2030年，成人肥胖增长率

持续减缓，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分

别低于 7%和 5%。 

 

3.实施全民

健身行动 

为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的运动健身方案或运动指导服务。努力打造百姓身边健身

组织和“15分钟健身圈”。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推动形成体医

结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 

到 2022年和 2030年，城乡居民达到《国

民体质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

分别不少于 90.86%和 92.17%，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及以上和

40%及以上。 

 

4.实施控烟

行动 

推动个人和家庭充分了解吸烟和二手烟暴露的严重危害，研究利用税收、价格调

节等综合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到 2022年和 2030年，全面无烟法规保

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 

 

5.实施心理

健康促进行

动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治疗、危机干预等方式，引导公众科学缓解压力，正

确认识和应对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健全社会心理服务网络，加强心理

健康人才培养。 

到 2022年和 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

养水平提升到 20%和 30%，心理相关疾

病发生的上升趋势减缓。 

 

6.实施健康

环境促进行

动 

向公众、家庭、单位（企业）普及环境与健康相关的防护和应对知识。推进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推进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建立环境与健康的调查、监

测和风险评估制度。 

到 2022年和 2030年，居民饮用水水质

达标情况明显改善，并持续改善。 

（二）维护全

生命周期健

康 

7.实施妇幼

健康促进行

动 

针对婚前、孕前、孕期、儿童等阶段特点，积极引导家庭科学孕育和养育健康新

生命，健全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和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促进生殖健康，推进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 

到 2022年和 2030年，婴儿死亡率分别

控制在 7.5‰及以下和 5‰及以下，孕

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18/10万及以

下和 12/10万及以下。 

 

8.实施中小

学健康促进

行动 

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引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

习惯，锻炼健康体魄，预防近视、肥胖等疾病。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对学校

的绩效考核，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以多种方式对学生健康知识进行考试考查，将

体育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到 2022年和 2030年，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分别达到 50%及以上

和 60%及以上，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

视率力争每年降低 0.5个百分点以上，

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9.实施职业

健康保护行

针对不同职业人群，倡导健康工作方式，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

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危害。完善职业病防治法规标准体系。鼓励用人单位开展职工

到 2022年和 2030年，接尘工龄不足 5

年的劳动者新发尘肺病报告例数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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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健康管理。加强尘肺病等职业病救治保障。 度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实现明显下降，并

持续下降。 

 

10.实施老

年健康促进

行动 

面向老年人普及膳食营养、体育锻炼、定期体检、健康管理、心理健康以及合理

用药等知识。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完善居家和社区养老政策，推进医养结合，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实现健康老龄化。 

到 2022年和 2030年，65至 74岁老年

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降，65岁及以上

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三）防控重

大疾病 

11.实施心

脑血管疾病

防治行动 

引导居民学习掌握心肺复苏等自救互救知识技能，对高危人群和患者开展生活方

式指导。全面落实 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加强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

常的规范管理。 

到 2022年和 2030年，心脑血管疾病死

亡率分别下降到 209.7/10万及以下和

190.7/10万及以下。 

 

12.实施癌

症防治行动 

倡导积极预防癌症，推进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推广应用常见癌症诊疗规范。提升

中西部地区及基层癌症诊疗能力。加快临床急需药物审评审批。 

到 2022年和 2030年，总体癌症 5年生

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和 46.6%。 

 

13.实施慢

性呼吸系统

疾病防治行

动 

引导重点人群早期发现疾病，控制危险因素，预防疾病发生发展。探索高危人群

首诊测量肺功能、40岁及以上人群体检检测肺功能。加强慢阻肺患者健康管理，

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功能检查能力。 

到 2022年和 2030年，70岁及以下人

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下降到

9/10万及以下和 8.1/10万及以下。 

 

14.实施糖

尿病防治行

动 

提示居民关注血糖水平，引导糖尿病前期人群科学降低发病风险，指导糖尿病患

者加强健康管理，延迟或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加强对糖尿病患者和高危人群

的健康管理，促进基层糖尿病及并发症筛查标准化和诊疗规范化。 

到 2022年和 2030年，糖尿病患者规范

管理率分别达到 60%及以上和 70%及以

上。 

 

15.实施传

染病及地方

病防控行动 

引导居民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讲究个人卫生，预防疾病。倡导高危人群在流感流

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加强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控，

努力控制和降低传染病流行水平。强化寄生虫病、饮水型燃煤型氟砷中毒、大骨

节病、氟骨症等地方病防治，控制和消除重点地方病。 

到 2022年和 2030年，以乡（镇、街道）

为单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保持在 90%以上。 

数据来源：国务院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从此次“意见”的具体内容来看，国家政策引导更加倾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

提高健康意识、健康生活、健康运动、健康理念等方式进行疾病预防的事前干预。于此

同时，“意见”也提出了针对重大疾病的防控和治疗，包含了心脑血管、癌症、呼吸系

统、糖尿病、传染病等我国主要的疾病类型。“意见”的提出包含了我国健康产业从预

防、到管理、再到治疗的全产业发展规划，是即《健康中国 2030》之后，又一推进我国

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政策。 

2.   “意见”着重于健康、着重于疾病预防、着重于大病诊疗 

意见的三个核心任务是突出强调了健康、疾病预防与大病管理这三个核心放心。健

康包含了健康意识、健康饮食、健康运行，健康心理等多项指标；疾病预防包括了妇幼

保健、中小学儿童保健、职业职工保健、和老年保健等四大人群保健；最后大病诊疗突

出强调了我国重要慢性疾病，包括了心脑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糖尿病、传染病等五

大主要病症。 

2.1.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健康是医疗保健产业长期成长的基础 

“意见”提出“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的理念，包含了健康意识、健康饮食、

健康运行，健康心理，健康环境等方面，是一次我国全面的健康理念升级。众所周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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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经逐步过渡到老年化社会，而老年化社会更需要对全社会对健康理念的培养，不只

是老人，而是包含每一个群体。只有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才能提高我国居民的而生活

质量，才能更好地缓解老年化社会带来的压力。同时，健康意识的提高将是推动我国医

疗保健产业快速发展的源动力，是我国社会对更好医疗服务、医疗器械、医疗药品、等

全面的需求的提升。 

2.2.   “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疾病预防是医疗保健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中，意见提出了包括妇幼、中小学儿童、职业职工、和

老年群体等四大人群的健康保健关键指标和达成目的，这其中主要是针对各个年龄段不

同人群疾病预防。在疾病预防上，除了第一任务健康理念的全面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

常规的检验、检测、体测等预防环节，只有针对居民健康信息的有效采集才能做到疾病

的预防，才能做到针对性的解决潜在患病风险。因此我们认为在疾病预防应用的医疗服

务方式、诊疗技术和治疗产品将是未来医疗保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2.3.   “防控重大疾病”——大病诊疗是医疗保健产业研发投入的核心领域 

心脑血管、癌症、呼吸系统、糖尿病、传染病等大病的诊疗是此次“意见”提出重

点诊治的核心病症。这五大病症是我国最常见、对居民健康影响最深远、对社会造成的

压力最大、以及医保支出最多的病症，同时也是我国医疗产业近年来持续加大投入研发

的主要领域。此次“意见”再次明确对这些重大疾病的重视，也是鼓励在相关诊疗领域

的投资，纲领性引领医疗保健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 

3.   “意见”利好医药行业长期发展，重点关注疾病预防、大/慢

病治疗、检验诊断等相关标的 

此次“意见”的出台显著利好医药行业的长期发展。根据“意见”提出的具体内容，

我们认为主要利好疾病预防、大/慢病治疗、检验诊断等相关标的。 

表 2：“意见”利好相关医药标的 

相关标的 所属行业 政策相关领域 

美年健康 体检行业 疾病预防 

智飞生物 疫苗行业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康泰生物 疫苗行业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恒瑞医药 肿瘤治疗 大病诊疗 

乐普医疗 心脑血管 大病诊疗 

三诺生物 糖尿病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鱼跃医疗 糖尿病、高血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我武生物 脱敏治疗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迈瑞医疗 影像检查、IVD检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安图生物 IVD检测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爱尔眼科 眼科医疗服务 疾病预防、大病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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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医药行业政策风险；医保招标不及预期的风险；行业增速受宏观经济影响所带来的

风险；医疗事件风险；新药研发和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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