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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带给家庭和社会沉重的负

担，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的现代医学服务模式的

转变，科学、新兴的健康管理服务业已逐渐被理解

和接受，并发挥出积极作用。通过广泛开展健康管

理服务，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取得良好

收获。健康管理是以现代健康概念（生理、心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新的医学模式（生理—心理—社

会）以及中医治未病为指导，通过采用现代医学和

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个体或群

体整体健康状况及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进行全面检

测、评估、有效干预与连续跟踪服务的医学行为及过

程［1］。健康管理服务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完善、科

学、周密的服务程序，其基本内涵包括全面的健康检

测数据，科学的健康评估能力，有效的健康干预手段，

完整的网络支持平台及医疗协作机构的支撑等。随

着国际先进健康管理服务模式的引进，具有我国特色

的健康管理服务业也在探索之中成长。

态 势 分 析 法（strengths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s，SWOT）也被称为优劣势分析法，其将企业的

内部分析［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strength）和竞争劣

势（weakness）］与产业竞争环境的外部分析［外部环

境的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结合起来，形

成了自己结构化的平衡系统分析体系，将企业的战

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用系统的

思想将这些似乎独立的因素相互匹配进行综合分

析，使得企业战略规划更加科学全面。本文试用战

略管理的SWOT分析法对健康管理服务业的发展进

行分析，提出发展策略，促进健康管理服务业的科

学发展。

一、SWOT分析

健康管理服务业作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优势

与问题共存、机遇与挑战同在，只有综合分析内部

条件和外部环境，扬长避短，才能使朝阳产业更加

显现出生机和活力。

（一）优势

现代健康管理的出现可以追溯到 1929年的美

国，美国洛杉矶水利局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康维

护组织。1973年美国通过了《健康维护法案》。美

国专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得出结论，健康管理服务

中存在着这样一个 90%和 10%法则：即 90%的个人

和企业借助健康管理，医疗费用降到原来的 10%，

而未得到健康管理的10%个人和企业，医疗费用比

原来上升90%［2］。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研

究发现，50%的肿瘤是由不健康、不正确的生活方式

引起的，80%的糖尿病和中风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个

人，70%的冠心病也是人为的不健康习惯造成的。

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干预疾病危险因素，改变生活

方式是有效减少这些亚健康人群向疾病人群转变

的非常重要的途径。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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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取决于医疗条件，10%取决于社会因素，7%
取决于环境因素，15%取决于遗传因素，60%取决于

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因素在健康需求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旨在以矫正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健康管

理应该是改善和维护健康的最佳方式。在医疗卫

生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科学组建和全面发

展具有我国特色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体系，是降低

慢性病发病率、节约卫生资源、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一条捷径。

（二）劣势

承接古人养生学的渊源，汇入西方现代医学理

念的精粹，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在我国正逐渐兴起。

我国第一家健康管理注册公司于2001年问世，近20
年来，健康管理服务产业艰难曲折发展。21世纪社

会经济的发展，“以人为本”服务理念的共识，促使

健康产业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发展，注重健康管理内

涵和服务的产业也取得一定进展，健康管理服务模

式和技术得到尝试和实践，健康管理的学术研究和

交流氛围空前高涨，权威的建康管理专业学术组织

——中华医学会健康学会成立并发挥积极作用。

但当前的态势下，健康管理服务业自身发展存在着

明显的不足，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管理日益增

长的需求。在健康管理服务业内部，没有形成适应

我国国情的健康管理的理论体系、组织框架和服务

模式，健康管理技术水平、服务模式落后，健康体

检、健康评估分析、健康素质和健康管理内容还缺

乏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与国际水平均存在较大差

距，相应的健康管理技术和健康管理产品研发明显

不足，健康管理服务人才的培养还没得到足够重

视，健康信息数据管理没有统一和规范。这些因素

都制约着健康管理服务业的科学发展。

（三）机会

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急剧变化的人口

结构及现代生活方式，使得健康生活逐渐成为人们

的第一需求。国人的健康意识也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健康的需求也从单一的医疗模式向健康管理、

健康保健、健康促进等方向转变。国家正在实施的

医改方案中提出，要逐步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

档案，并实施规范管理；做好常见慢性病的管理；加

快发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为健康管理服务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2014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

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爱国

卫生工作的意见》，以及2015年发布的《中医药健康

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等，都非常强调健

康管理的内容，为我国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

政策保障［3］。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将“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立足国情，将促

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为

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2016年中

共中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核心

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广泛的健康

影响因素入手，提出“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

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

五方面的战略任务，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人民的需

求、宏观的政策，这些利好消息为健康管理服务产

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四）威胁

健康管理理念的引入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同，

但广大民众的认知度还较低。社会民众的认可度

和认同度在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但还需要一个积极

宣传教育和市场培育的过程。应打破固定的疾病

治疗思维，帮助建立起正确的健康管理理念。

伴随医改政策推进，政府对健康管理的支持和引

导在部分地区有了探索和实践，但要得到广泛的认同

和重视还需进一步努力，健康管理的真正魅力还需要

不断推广和发掘。同时，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框架

下，健康管理服务还缺乏有效的政策配套支持。

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属于事后经济补偿，

其重点是合理控制疾病的治疗费用。现实生活中，

目前我国居民健康管理费用主要还是以个人支付

为主，健康管理尚未纳入健康保险中。当居民处于

“亚健康”或“高危”状况时，医疗保险就没有任何有

效的解决方案，需要居民自己花钱“买健康”［4］。得

不到健康保险的跟进和合作，健康管理很难发挥其

在疾病的早期预防与治疗方面的作用。种种现象

不容小觑，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健康管理服务业

的有序发展。

二、相关系统的发展策略研究

据统计，2000年以来，我国健康管理服务机构

（主要是体检机构）每年以 25%的速度增长，目前已

经超过上万家。除体检服务之外，以休闲、美容、保

健、运动健身与康复为主要健康管理服务内容的非

医学服务机构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目前已经超过60
万家，从业人员达 3 000万人以上［5］。在我国健康

管理服务业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将涉及健康

管理服务产业的系统粗分成三类，分别是医疗卫生

系统、专门从事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系统和健康管

理服务产业的相关配套和支撑系统。三类系统从

不同侧面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健康管理服务产

业。依据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 SWOT分析，可就各

相关系统的发展策略做进一步研究，发掘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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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与机会，充分利用发展机遇，积极应对挑战，

转变优化发展中的困境，发挥出健康管理服务业的

强大优势，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终极目标。

（一）医疗卫生系统

医疗卫生系统包括综合性医院和基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承担了护佑健康的神圣使命，有着雄

厚的技术、设备及人力资源优势。但目前，健康管

理的理念还没有深入到从业人员工作中，根深蒂固

的治病救人理念限制着健康管理服务在医疗卫生

机构的广泛推广。如何有效推进健康管理还没能

引起政府和医疗卫生系统的足够重视，配套的政策

还有待完善，其发展涉及到相应医疗机构的硬件建

设及资源配置，涉及到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等深层次问题。

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要求其必须积极投身健

康管理服务产业，建立起面向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

中心。其发展策略应该是在国家卫生政策的引导

下，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家庭医生制［6］。社区乡

镇医疗机构承担起面向民众的健康管理服务基本

职能，建立家庭医生制，构筑健康管理服务的基本

路径和模式，推进健康管理服务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服务应该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健康体检和评

估、疾病预防和慢病控制、健康教育和健康生活方

式引导、指导健康产品使用等。建立完善分级诊疗

制度，三级医院间区域联动，以大型综合医院为龙

头，纵向整合区域内的若干二级医院和社区乡镇医

院，组建联盟，建立院际间的协作和转诊网络平台

制度，让三级医疗互动网络真正发挥健康管理和健

康促进的综合实力。

（二）专门从事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系统

专门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机构，构成狭义概念

上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中坚力量。当前市场的

健康管理服务机构，从健康管理的检测和监测、评

估与指导、干预和维护三个核心环节独立开展服务

探索，均不能提供健康管理全过程的服务，不能真

正系统地解决健康问题，不能满足解决健康问题、

维护健康状况、提高健康素质、预防重大疾患的健

康管理的需求。

国际国内健康管理理念的逐渐发展，将为此类机

构带来极大的发展机遇。发展策略应该是顺应健康

管理理念，建立统一的健康管理服务流程、技术标准、

质量标准和管理标准，构建完整的服务循环。其主要

服务内容是健康检测、监测、评估、恶性疾患筛查、健

康维护与支持、疾病鉴定和就医绿色通道等。健康管

理服务的三大核心均衡发展，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有效开展系统化、多元化、科学化、个性化的健康

管理服务，以吸引人群，实现自身价值。

在这个系统中，还有一些专门机构，包括老年

养护中心、母婴中心、中医药养生中心、康复中心、

生殖健康中心、心理健康中心等。这类机构走专业

分工的道路，针对特定人群，从健康促进的一个侧

面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因为专业，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类需要，可以从某一层面解决

健康问题，是整个健康服务产业的有益补充。专业

化的细分市场为这类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发展

策略应该是做精做细，以特色谋发展，形成规模效

应和品牌效应。

（三）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相关配套和支撑机构

健康管理服务支撑机构，包括健康保险服务、

健康信息服务、健康管理产品服务、健康管理人才

培养等，作为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配套和支撑机

构，对健康管理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起到不可替代

的补充和完善作用。随着健康管理服务业的蓬勃

发展必将焕发其独特优势，同时其本身的成长壮大

也对健康管理服务业的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建

立与健康管理服务的产业联动。其发展策略应该

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适应健康管理理念的深入，创

新产品、技术，培养高技能人才，服务全产业链的发

展。当然这些相关机构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政策支

持和社会的认同。

以个性化健康服务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

业，正处在一个形成初期，一个吸纳、磨合、改造、创

新的发展阶段，一个应用和再完善的探索实践阶

段。建立健全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将健康管理

理念变成民众共识，贯穿整个生命全过程，通过健

康管理服务改善民众亚健康状态、提高民众健康素

质、降低疾病发生、降低医疗消费、把握宏观健康状

况，需要健康管理与医疗体系的有效结合，任重而

道远。21世纪是健康产业的世纪，健康管理服务业

引领的“提高国民健康素质、降低社会医疗开支”的

双重收益必将促进整个健康产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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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College of Nursing, Huai’an 223005, China

Abstract： Th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und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th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by the use of the SWOT method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ac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And the rough points of three subsystems, namely,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health ⁃specilized management
service system, and supporting system in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 The combination of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put forward to explore system with its own advantages
and opportunities,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nd optim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guid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Key words：health management services; development strategy;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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