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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新冠疫情暴发，全球95%
以上的感染病例发生在城市地
区。”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
执 行 主 任 麦 慕 娜·谢 里 夫
（Maimunah Sharif）此前给
出的数据，道出了城市在应对
流行病方面的脆弱性。

这几年，人们不仅逐步重
视自我健康问题，更对其居住城
市健康与否进行了一定思考。

我国城市的健康状况发生
了哪些改变？该从哪些方面推
进健康城市建设？2月21日，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2》发
布，从研究和政策角度提供了
参考答案。

重新理解城市健康水平

疫情后，很多人都有一个
“灵魂拷问”：人有健康问题，那
城市也有吗？我生活的城市健
康吗？

时光倒回1994年，我国引
入健康城市理念。当时，北京
和上海作为首批试点城市，开
始了我国健康城市建设的探
索；次年，海南省海口市和重庆
市也加入试点行列。之后，辽
宁省大连市、江苏省苏州市等
地纷纷进行健康城市建设，我
国健康城市逐步发展、蓬勃壮
大。历史的关键点来到了疫情
暴发后，有关健康的政策密集
出台，健康城市建设进入全面
加速阶段。

我们的健康城市建设效果
究竟如何？

事实上，一直以来，城市作
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由于
影响其发展的因素多样繁杂、
区域发展不平衡、各主体认识
和需求差异较大、细分数据难
以大范围获取等原因，一直缺
乏一套覆盖全面、公开、可横
向比较的城市健康水平评价
体系。

2020年初，由清华大学万
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清华
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组成
了“清华城市健康指数”课题
组，探索性地为改善城市健康
状况提供一套可度量、可比较、
可落地的科学标尺。

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已连续3
年发布研究报告，今年首次实
现对中国296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3年变化趋势全覆盖。

“做城市健康类的研究和
其他城市维度研究最大的不
同，在于城市健康评价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课题组专家、清
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高级研究专员李栋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
健康运作不仅仅是医疗机构、
市政设施的简单组合叠加，更
是一套通过信息串联、提供整
体和长远公共健康服务的城市
级保障系统。因此，提升城市
的健康水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
目标或结果，更多强调的是建
设的过程，以及针对性地解决
城市问题。

李栋认为，理想的城市健
康评价指标不应该是固定不变
的，而应随着目标、需求、信息
资源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合理更
新，才能发挥好对政策进行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监测评估的核
心作用。

“疫情暴露了城市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能力的不足，引发
公众对健康、社区、空间的重新
认识与思考。我们认为，人们
观念上的转变，是疫情给城市
带来的最大影响。”李栋说。

需推动城市健康
定制型差异化发展

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城市
的健康发生了哪些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近3年全
国城市健康指数呈现稳步上
升态势。大城市健康指数整
体优于中小城市，但中小城市
指数增速较快，二者差距逐渐
缩小。

将目光聚焦到中小城市，
华中、华南地区部分中小城市
健康服务水平相对落后，短板
在每千人医院床位数；西部地
区中小城市健康产业水平相对
落后。不过，中小城市组在健
康环境方面优势显著，主因在
于空气质量等指标。中小城市
里，浙江省湖州市和衢州市、山
东省威海市、安徽省黄山市、辽

宁省本溪市表现亮眼。
综合得分上，健康水平领

先城市多为东部或中心城市；
东部地区大城市平均分数第
一；东北地区大城市的3年增
速第一，达2.63%。区域格局
上，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健康
水平优势显著。

在三级指标方面，84.6%的
指标呈现增长态势，6项指标有
所下降。其中，基本医保住院费
用实际报销比、重污染天数防治
等三级指数提升明显，增幅超
10%；户外运动时长和距离、人
均体育运动设施数、社区健康设
施完整性等指标有所下降。

值得关注的是，课题组也
发现，我国健康行为整体水平
有待提高，尤其需要引导公众
养成运动习惯。此外，甲乙类
传染病发病率、重大慢性病过
早死亡率3年来数值呈现上升
态势，需要重点关注和改善。

李栋表示，提升健康城市
建设水平，需要推动“一城一
策”“因城施策”的城市健康定
制型差异化发展，需要全民共
建共享。

消费型医疗产业成热点

不容忽视的是，疫情防控
措施优化调整后，城市经济发
展和健康城市建设都对健康产
业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课题组把健康产业调整到了一
级指标，重新刻画大健康产业
链，共识别19个产业链、150个
产业、1009个细分产业，涉及
60余万企业主体、1.8万类产品
和服务。

“这么调整，一方面与地方
城市对产业关注度高有关；另
一方面，健康实际上是目标，有
了目标就相当于有了需求。现

在需求侧明确，但供给侧支撑
内容不明，这就需要相应的产
业和企业去提供生产和服务。”
李栋解释称。

课题组研究发现，大健康
产业发展整体向好、逆势上
扬。截至2020年 12月，我国
大健康产业规模接近 9 万亿
元，占GDP比重约为8.9%。

投资规模方面，2019 至
2021年大健康产业资本吸引
规模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方
面，近三年大健康产业的专利
数、新药研发数和标准制定数
总量均有所增加，科技支撑能
力不断增强。

从产业具体内容上看，高
主体数且高增速的大健康产业
集中在园林绿化、医药销售、医
疗类，如园林绿化、医药零售及
电商、健康保健、美容整形、运
动健身服务等；高主体数且低
增速的产业集中在康养、医药
制造类，如保险公司、化学制
剂、中药饮片、药用辅料等；低
主体数且高增速的产业集中在
基础医疗、医疗旅游类，例如综
合性医院、海外医疗旅游服务
等；低主体数且低增速的产业
集中在清洁生产和节能环保
类，如危险废物处理、旅游景区
信息系统、污泥处理设备、文化
票务电商等。

“我们判断，消费型医疗
产业将持续成为行业热点。”
李栋说。

分区域来看，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在新药研发数量上独占
鳌头；全国范围内，经济头部城
市新药研发能力更强，如上海
市、北京市等，但也有江苏省连
云港市、浙江省台州市等地依
托医药产业优势崭露头角。从
产业角度来看，化学制剂产业
名列各市第一，上海市高端医
疗类产业优势突出。

值得关注的是，课题组发
现，全国城市健康产业发展差
距较大。由此，课题组建议，需
要引导落后城市逐步明确适宜
的健康产业发展路径。

社区周边养老设施
短板亟待补齐

社区是城市居民健康的最
基本保障单元，城市居民在社
区尺度的生活行为方式、生产
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服务
等，对其来说都是重要的健康
影响因素。

近年来，国家对社区健康
设施全覆盖提出了若干政策要
求，重视完整社区建设，推进完
善一刻钟生活圈成为政策新
焦点。

研究发现，从近5年整体
来看，大城市、中小城市社区健
康设施完整性均呈增长态势，
大城市社区健康设施完整性比
例高于中小城市，两组差距正
在逐年减少。

值得留意的是，健康设施
建设不完整的社区占比基本稳
定在58%，无明显改进。

“在健康设施不完整的社
区中，94.7%的社区是因缺乏养
老设施所致，社区周边养老设
施不足依然是主要问题，近5
年情况没有改善，反而略有加
剧。”课题组认为，缺乏公园类
设施是社区健康设施不完整的
次要原因，但占比逐年减少。
不过，缺乏体育类设施的社区
占比5年来得到了大幅改善，
缺乏医疗类设施的社区占比稳
步下降。

课题组提醒，养老设施
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相对薄
弱，特别是社区周边养老设
施建设，应是未来重点推进
的内容。

津兴铁路预计年内开通

近日，津兴铁路全线路基工

程、箱梁架设已全部完成，正线铺

轨工程接近尾声，预计年内开通。

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

路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落

实落地的标志性工程，东起天津

西站，西至大兴机场站，全长

100.79公里，共设天津西站、胜芳

站、安次站、永清东站、固安东站、

大兴机场站6座车站。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覆盖近300座城市、60余万企业主体研究发现——

全国城市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国城市健康水平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