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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社会组织参与大健康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贺晓兵

社会组织的参与丰富了大健康服务的提供主体，提供了多元化、社会化的服务形

式，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分担政府在大健康领域的服务负

担，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多方合作的服务体系；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引导全社

会更广泛参与大健康事业，形成共同的社会共识，推动全社会关注健康、投入健康。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

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健

康中国建设要求，更好地体现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的战略

导向，需要全面准确理解健康优先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

义，紧紧扭住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奋发有为推动健康

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因此，研究探索健

康中国建设的原则、方向和运行机制，并科学有效全面

落实持续推进势在必行。

什么是大健康

“ 大 健 康 ” 是 一 个 相 对 于 传 统 医 学 概 念 的 新 兴 概

念，强调的不仅是治疗疾病，更侧重于维护和促进全面

的健康。这个概念涵盖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

康，强调预防、康复和全过程关怀。

身体健康强调身体器官的正常功能和结构，预防疾

病的发生。这涉及到良好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规律的

作息等。

心理健康强调个体心理状态的平衡和稳定，包括情

感、心理适应能力、心理韧性等。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

密切相关，相辅相成。

社 会 健 康 强 调 个 体 在 社 会 中 的 融 入 和 适 应 ， 社 会

关系的健康、社会支持的获取等。社会健康强调人际关

系、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

大 健 康 概 念 的 提 出 是 为 了 更 全 面 地 关 注 人 们 的 健

康，不仅仅关注治疗疾病，更注重预防、促进健康的全

过程。这也与传统的“治病医学”有所不同，大健康强

调的是“养生医学”，即在保持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

的基础上，更好地预防疾病的发生。这一理念在现代医

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崇。

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国民健康问题，特别是在党

的十八大以来，反复多次强调全面健康观、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大病保险制度、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和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等理念，国家领导人对有关大健康方面的

高度关切，让健康中国在实施策略方面更加具象。 

在“全面健康观”的理念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障人民基本医疗卫

生需求；他提出“健康中国”战略，倡导构建全民健康

保障体系；他关心大病保险制度的建设，提出要推进大

病保险制度建设，确保患者在面对重大疾病时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医疗救助；他强调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提倡

发扬中医药传统文化，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促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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