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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江苏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摘要：中国矿业大学江红艳等研究认为，健康产业是内含

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具有拉动内需和保障民生等重要功

能。江苏健康产业优势明显，但在规划统筹、平台建设、人才

引培、数智化变革、新业态拓展等方面面临转型困境。对此，

建议优化健康产业的顶层设计，改革柔性引才机制，推进产业

数智化蝶变，并积极寻找新旧产业融合突破点，完善政策保障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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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大健康理念，加快发展健康产业，是保障人民健康的

重要抓手。当前，健康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并

已成为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源头。截止 2021 年 9 月，江苏

健康产业相关企业共计 1.2 万家，活力旺盛但同时也面临转型困

境。针对江苏健康产业如何调整结构、拓展服务，实现全面有

序增长，中国矿业大学江红艳教授主持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大数据驱动下江苏健康产业升级的实现路径研究”分析

江苏健康产业转型痛点，并提出促进健康产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江苏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现状与面临困境 

1．规划统筹缺乏，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滞后。省级层面尚未

出台聚焦于健康产业的规划，致使各市健康产业转型定位与升

级模式高度重合，同质化产业园区极易引致非良性竞争。尽管

近期发布的《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榜单》中江苏占据 16

席，居全国首位，但头尾差距显著、多数园区体量有限的非平

衡问题依然严重。另外，数据、技术、人才等数字化共享平台

建设滞后，各园区间缺乏有效的合作交流。集聚于苏州工业园

区、南京生物医药谷等头部健康产业园的优势资源难以流动，

对省内其它弱势产业园提档升级的帮扶力度有限。 

2．复合人才短缺，转型升级人才支撑匮乏。一方面，对接

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供应不足。《南京市 2021 年度

八大产业链紧缺人才需求目录》指出，新医药与生命健康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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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需求率高达 19.45%；《苏州市 2021 年度重点产业紧缺专业人

才需求目录》将生物医药与新型医疗器械产业人才紧缺指数列

为重度 5 级。另一方面，健康产业人才地域与行业分布不均衡、

尖端人才外流、人才梯队断层等特征明显。除宁苏泰连 4 市因

已培育较多健康产业龙头企业而初具引才优势以外，其它 9 市

则陷入“育才引才留才”三难境地。 

3．“互联网+”融合不充分，产业数智化变革迟缓。江苏

卫健委公布，截止 2021 年 3 月，江苏已建成 105 家互联网医院，

居全国前列，但与健康产业领先省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同

时，互联网与体育健身等服务领域的渗透融合尚不深入，智能

匹配专业课程、虚拟教练陪伴指导、VR 互动游戏健身等智慧服

务欠缺。另外，健康产业的不同分支行业都面临数智化建设迟

缓问题。例如，健康旅游业中 AR 智能导览康养景区与 VR 全景

沉浸疗愈项目落成率不高。即使是数智化布局较早的卫生医疗

业同样面临健康档案、医疗影像云平台惠及范围有限，不同医

疗机构间难以互通互用的窘境。高新技术应用低迷、健康数据

运用不当等问题，成为阻滞江苏健康产业嬗变的堵点。 

4．健康服务新业态薄弱，新旧产业转型步调不一。以新式

健康服务需求为导向，由传统医疗健康领域向其他行业融合渗

透而形成的医养康旅、移动医疗、健康管理、医疗美容等具有

巨大的市场空间，但我省健康服务新业态的发展却呈现“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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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态势，存在供需错位。我省已出台的支持政策仅有 12 项，

且大多偏重医药制造业，对新兴健康服务业的政策引导十分匮

乏。医药业发展势头强劲，而托育养老、疗愈养生相关健康产

业链迟迟没有跟上，与“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的战略理念

不符，表明我省健康服务新业态的发展规模与速率落后于传统

医药行业，制约了健康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升级的步频。 

二、江苏健康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1．优化产业升级顶层设计，完善产业资源共享平台。一是

加强战略转型规划，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围绕我省的“十四五”

健康产业发展规划，尽快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以政策引领缓

解产业转型定位和产业园区建设的同质化问题，推动细分领域

精细化发展和产业园区差异化布局，加快形成“协同有序、优

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健康产业集群，完善健康产业结构升级

的顶层设计。二是加速发展产业资源共享平台，精准帮扶弱势

园区。通过在线平台形成健康产业园间资源实时共享，实现健

康创新要素线上流动和云端集聚。省内头部产业园应以“结对

子”形式与后进园区深度对接，锚定江苏健康产业转型蜕变过

程中暴露出的区域失衡“软肋”，秉承“园区共建、资源共享、

难题共解”原则，全力推进我省健康产业从“一枝独秀”向“百

花齐放”的升级演进，尽快迈入高速高质新阶段。 

2．深化柔性引才机制改革，增强本土人才培选力度。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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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健康行业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实施差异化人才引进计划，

招引外界人才。深化人才引进机制改革，实施柔性引才策略，

加大我省“双创计划”对健康人才的倾斜力度。围绕落户、住

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为人才需求提供“一站式办理”和“菜

单式服务”。通过“项目合作、技术顾问、流动工作站”等多样

化方式，实现人才交叉灵活配置，为健康产业优化升级引入“人

才活水”。二是厚植人才培育沃土，强化本土人才对健康产业转

型的支撑作用。加强生物医药、康复健体、智慧养老等健康行

业紧缺人才培育力度。依托江苏科教优势，支持跨地区、跨高

校、跨学科的健康人才联合培育基地建设，以“强带弱”、“老

带新”等模式助力本土健康产业人才迅速成长。对标国际顶尖

健康产业研发团队，通过院校培养、岗位进修、项目合作、技

能竞赛等举措，遴选出一支高层次、复合型的健康人才梯队。 

3．推进全领域智慧健康，赋能产业数智化蝶变。健康产业

携手互联网是破解智慧产业转型困局，谋求健康服务“共享化、

智能化、异质化”升级的新方案。一是完善健身场馆信息化建

设，丰富智慧健身服务形式。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积极培育

居家 VR 游戏健身、虚拟教练指导等新热点新模式。二是增扩

健康旅游形态供给，深化旅游数智改革。引进 VR、AR 等高新

视觉科技，优化养生休闲游项目的智能力与沉浸感，聚力打造

江苏健康生态线上旅游地图，促进健康旅游消费提档扩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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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完善“5G+智慧医疗”云平台。依托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进 5G 网络和人工智能在医疗辅助、医学

影像、疫情防治等场景的落地应用，重构医疗服务模式，逐步

激活健康产业增量空间。让数智化渗透于“健康医疗+服务”的

各个环节，在健康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实效、真正造福民众。 

4．深耕新旧产业融合升级，政策先导服务业态跃迁。一是

瞄准产业融合突破点。挖掘中医在康复疗养、保健养生领域的

融合突破口，立足各市资源禀赋，开发中药养生、天然温泉、

森林氧吧、田园康养等“游憩疗养”四合一的创新融合项目。

积极拓展健康服务新场景，着力布局全生命周期、贯彻诊治全

流程、辐射身体心理全方位的健康产业链条。二是转变传统医

药与新兴服务“相争博弈”为“合作共赢”，打好协同转型“组

合拳”,实现 1+1>2 的“聚力”效果，切实推进新旧健康产业融

合升级创新。三是建立健全新业态帮扶政策体系，加速带动健

康服务业跨界转型。详实梳理健康新业态企业帮扶需求，锚定

企业转型痛点“对症下药”。持续优化健康新业态营商环境，重

点支持培育一批敢于创新突破、勇于试点转型的“瞪羚”企业

和“独角兽”企业。适度提高惠及健康服务新业态的财政补贴

标准，发挥财政资金助推健康产业跃迁的先导性作用。 

（作者江红艳，系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孙雨

笛，系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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