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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规划科技支撑需求与挑战
王汝宽　田　玲　代　涛　池　慧　张黎黎　郑　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　要】通过总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我国存在的复杂健康问题，结合当前医学科技发展趋势；分析
了“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规划科技支撑的３项需求，即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需要医学模式观念转换，提高重大疾
病与伤害防治水平需要高新适宜技术结合，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医学技术创新；同时，提出健康观念局限、基础

研究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脱节、高新与适宜技术开发应用不足、诸多健康与医学难题有待深入研究是健康

战略科技支撑面临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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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国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

１．１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全世界６５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由１９５０年的５１％
上升到１９７５年的５６％，２０００年的６８％，预计２０２５
年时上升到９７％。养老问题将成为２１世纪全球共
同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应引起广泛的重视，最大限度地解决好

人口老龄化这一世纪难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也很迅速，截至 ２００８年
底，中国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１５９８９亿，约
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２％，今后将以年均８００万人的规
模递增。［１］从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５０年间，我国老年
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同期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高

出４１个百分点，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年均增长速度将比
世界高出２１％，届时，中国经历人口老龄化高速期。

６

 基金项目：卫生部立项健康中国２０２０战略规划科技支撑与领域前沿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王汝宽，男（１９４１年），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学、医学、生命科学战略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ａｒｋ００６６８８＠１２６．ｃｏｍ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９年７月第２卷第７期

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国家应该有计划的逐步

建立起完备的老年社会健康服务保障体系。

１２青少年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青少年是相对健康的人群，其死亡率、患病率在

各年龄群体中相对最低，因此健康问题常常被忽略；

然而，伴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伤害已取代躯体疾病，

成为发达国家和一些“社会转型期”国家青少年的首

位死因；青少年健康问题与其行为密切相关，如吸

烟、酗酒、药物滥用、自杀、暴力和不安全性行为等；

在西欧、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通常有３／４的青少
年死亡与健康危险行为有关。

在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青少年的生

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

些新的健康危险行为，青少年饮酒行为发生率持续

上升，酒精消费量、饮用频率则呈成倍上升趋势；青

少年女性非意愿妊娠，少女怀孕已成为公共卫生面

临的重大问题；青少年肥胖发生提前，数量增多等。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具有个体多重性和群体聚集性

特征，其发生、发展与青春期特殊的身心发育特征密

切相关，可给青少年的健康、身心完好状况乃至成年

期健康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

１．３妇女儿童面临新的健康问题
母亲、新生儿以及儿童健康问题已成国际组织

关注的焦点，联合国将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高母婴

健康水平作为“千年发展目标”的优先领域，孕产妇

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也作为衡量母亲安全和儿童健

康的重要效果指标。我国在妇幼保健服务方面已经

取得了显著进步，孕产妇死亡率从１９９０年的８８９／１０
万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４２／１０万；５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１‰下降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８５‰。［２］

但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我国孕产妇和儿童死亡
率下降趋缓，当前我国正面临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

人口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

推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妇女儿

童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均出现了变化，引发了一

些新的健康问题。如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儿童营

养不良与肥胖问题并存；环境有害因素变化加重儿

童致病的可能性；育龄妇女、孕妇和乳母健康状况对

婴幼儿和儿童健康的影响等。

１．４亚健康人数众多
亚健康是指人体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边缘状

态，无器质性病变，但有功能性改变，它与脑疲劳有

密切的关系．也称“疲劳综合症”。世界卫生组织研
究表明，目前已有５０％ ～７０％的人不同程度有过或
正处亚健康状态。中国保健科技学会 ２００２年调查
结果称，对全国１６个省市人群抽样调查发现，我国
亚健康人群的比例达７０％，亚健康率在经济发达、竞
争激烈省市比重更高，已经为人群健康的潜在隐患。

２医学科技发展趋势

２．１生物医学酝酿新的突破
生命科学正在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带头学科，

医学科学是生命科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生命科学

具有复杂性、系统性，生命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系统论

与还原论相结合，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其研究

的过程必将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其研究结果更会

促进和提高人类对自身和整个世界的认识。

当代医学新理论与新技术不断出现，基因组的

研究已经从单纯碱基测序、单基因、单蛋白质的研究

进入到在基因组和更高水平上的对多基因、多蛋白

质，甚至全部基因和全部蛋白质的系统研究。从静

态的基因序列研究进入动态的基因功能研究。在基

因组和蛋白质组研究继续升温的同时，转录组学

（ＲＮＡ组学）的研究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２．２生物医学呈现系统整合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学科

交叉是知识、技术、方法的集成，已经成为当代科学

发展的时代特征。２０世纪科学发展历史表明，生物
医学的发展不能仅依靠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还必须

依靠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信息科学家和工程

科学家等不同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多学科的交叉

必定能够促进生物医学技术的创新，并将对生命科

学的基础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命科学、生物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是一种新

的研究模式。一些国际著名大学近年来都投巨资成

立了跨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

中心（所），在斯坦福大学，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

棣文教授领导成立了“生物学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ＢｉｏＸＣｅｎｔｅｒ）”。国内，北京大学也率先成立了“生
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ＢｉｏｍｅｄＸＣｅｎｔｅｒ）。科学
发展态势表明，系统整合已经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成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２．３转化医学成为热点领域
转化医学成为专门化的研究系统。国内外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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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医学为主题的研讨会、峰会越来越多，美国、英国、

德国、新加坡等国家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基地和基金

相继建立，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首次在华开展了

针对中国基因的转化医学研究，为研发新药建立基

地。［３４］转化医学呈现出专门化、中心化和基地化

趋势。

转化医学研究呈现以多学科交叉、合作和融合

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模式。多学科综合研究所得信息

来源不同，层面层次不同，含意不同，决定了必然采

用系统生物学分析思维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以提

示某一靶点、节点、信号通路、代谢途径、网络调控组

织与特定的生物学功能及其动态变化的关系。基于

以机制、模拟和验证为依据的系统综合分析能够在

不同层次上为医疗和健康提供切实有用的策略、途

径和方法。

２．４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
环境危害日益加重，环境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不

断深入，有关环境中有害因素对生殖、发育、身心健

康影响的研究十分活跃，包括对有害因素的监测、干

预、预测、预防与控制的研究，着重探讨其动态变化、

发展趋势、暴露水平，以及剂量—效应关系的规律，

生态状况、气候天气、极端条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也

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环境医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

各国的重视。

２．５生殖医学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之一
世界人口与健康科技发展的趋势已在大量微观

研究的基础上，进入从系统水平来认识生命和疾病

发生发展过程及规律的新阶段。在胚胎发育基因调

控的时空程序、早期胚胎发育的过程和规律及干预

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正在不断

深入。在生育的科学调节、单基因遗传病（包括先天

缺陷）及某些多基因病的控制，以及不孕症治疗方面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２．６中医药研究发展前景广阔
中医药学是自然与人文科学高度融合的学科，

其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发展

具有借鉴作用，同时又提出了新的重大科技问题。

与现代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形成多学科综合研究，不

仅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同时也给现代科学的

交叉融合和复杂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中医药作为有效防治疾病的手段，对疾病的认

知方法和治疗理念，顺应了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

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了二十一世纪医学

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展示出了

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３健康战略科技支撑需求分析

３．１提高全民健康素质需要医学模式与观念转换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全民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健

康问题极具挑战。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不仅需要卫

生部门努力，而且需要与健康相关部门的协调，还需

要全社会的参与。因此，必须适应医学模式的进一

步转变，树立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观念［５］，并在创

新观念的指导下，开展科技创新与医学教育普及。

３．２提高重大疾病和伤害防治水平需要高新适宜技
术相结合

伤病是影响全民健康的主要因素，随着医学科

技的迅速发展，有效诊疗技术创新发展、推广应用，

必将极大预防与控制疾病和伤害的发生发展。重大

疾病和伤害防治整体水平的提高需要高新技术创新

与适宜技术推广相结合，分层次、分地区进行；需要

合理、安全用药，加强药物质量控制，保证用药安全；

需要发挥中医药在疑难病症诊治中的作用。

３．３提高人口质量需要医学技术创新
人口质量提高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人

口质量的提高，需要控制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目

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４％ ～６％，即每年有大约
８０万～１２０万缺陷儿出生），需要对个体发生、发育、
生长进行监测，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应用预防、控制、

早诊和干预技术。

４健康战略科技支撑的主要挑战

４．１健康观念的局限，导致研究领域的局限
以往，对健康的理解常常局限于人自身的机能

状态、疾病状况及引起疾病的直接因素等方面，导致

研究视野狭窄、研究领域局限，缺乏对健康与环境、

社会关系的广泛研究，对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的研究

不够深入。随着健康观念的不断延伸和扩大，需要

扩大医学科技研究和应用范畴。

４．２基础研究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存在脱节
目前，我国医学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存在不平衡

和脱节的现象，基础、预防、临床、药物等研究相对自

成体系，相互之间缺乏足够的转化整合。基础研究

已经取得的不少成果和进展，没有充分地转化和应

８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２００９年７月第２卷第７期

用到临床、预防和药物研究等领域中去，对医疗卫生

事业的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４．３高新与适宜技术开发、应用、推广不足
医疗卫生整体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开发和应

用高新技术，更需要开发、推广、应用适宜技术。目

前，我国不仅对高新技术的开发力度不足，对外依赖

性很大，对适宜技术的开发更显不足，造成我国部分

高端医疗卫生机构技术水平较高，而全国整体水平

却较差的不均衡局面。

４．４健康与疾病的诸多医学难题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我们不仅对健康与环境和社会多种因素

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对现有不少疾病，尤其是重

大疾病、新发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和流行转归规律

等方面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影响了对这些疾病的

诊断、治疗和预防水平的提高，对未来疾病的预测、

病原体演化的监测缺乏必要的科学手段，对大量亚

健康状态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干预措施，对药物质量

的控制和安全用药缺乏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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