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在全球经济、政治、生态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理念，即主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

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人类健康作

为人类首要的共同利益也就成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为此，在我国“健康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被提

到了重要地位，2016年8月26日通过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不仅是“健康中国的基本纲要，也是践

行“健康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行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特别邀请了健康经济学者，尝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从不同角度

对“健康中国”进行经济学探讨：第一篇基于全球变化的视角，探索全球变化的内在依据和机制机理，揭示

人类本身、人类活动与人类健康的内在联系，继而指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实现人类健康的科学路径，阐明

“健康中国”与“美丽中国”之间的内在逻辑；第二篇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探讨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

的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继而提出要重构健康经济观，以推进人类健康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第三篇基于健康经济增长的视角，探讨健康投资对健康经济增长的双重效应，即

在短期内健康投资与健康经济增长呈反向变动，但长期则会呈现协同增长，并利用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实证

检验，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健康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政策建议。通过以上经济学探讨，以期深化人类

健康的理论研究，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实施。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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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变化的实质是地球生态系统发生的新变化，不仅包括地球自然生态系统运动规律呈

现出的新特征，而且包括世界人文生态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两方面彼此融合并不断发生交互

作用。当前，这种复杂的变化呈加速趋势，并危及人类自身。文章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当代马克思

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探索全球变化的内在依据及机制、机理，揭示人类本身、人类活

动与人类健康的准确内涵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实现人类健康的科学路径，

分析“健康中国”与“美丽中国”之间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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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新理解全球变化、人类健康及其内在关系

伴随着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加大环境治理、重视全民健康的行动不断深入，如何科学

认识并正确理解“全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各国学术界和宏观政策研究

机构特别重视的问题。对于全球变化，不少学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以地球为单位的

生态系统的变化，即不仅包括地球的大气圈的变化，而且包括水圈（含冰雪圈）、岩石圈（含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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