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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上到国家政策，下到个人切身感受，“大健康”产业正以史无前例的力量影响着

方方面面。资本市场，“大健康”更是成为最新引擎动力十足。据同花顺 iFinD 统计，截至

2016年 1月 20日，以“健康”命名的基金共有 26只（各份额分开计算），其中 24只成立

于 2014和 2015两年，而 2016年扩容趋势依旧。当下，东方大健康基金正在发行中。	  

2015年 9月，国家卫计委全面启动了《健康中国建设规划（2016~2020年）》编制工

作，该战略规划将从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2015 年 10 月，政府发布的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明确了“十三五”

期间要大力“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和一些“高高在上”的战略有所不同，“健康中国”随着人口结构变迁、

消费升级等变化，其影响力显而易见。由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和阿里巴巴联合发布的大数

据商业报告指出，通过对过去 5 年淘系平台上的相关搜索和交易数据分析，报告展示出一

条消费者愈发重视健康生活的曲线图，这主要从食品、运动健身、健康家居用品三个大品类

体现。人们在线上购买这些商品，展现了吃得更健康、运动更积极、对健康更关注的趋势。	  

此前，波士顿咨询公司消费者洞察智库对 2,600 位 18 岁至 65 岁的中国中产阶级及富

裕消费者进行了调研，这些消费者来自中国的各类大中小城市。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消费

者的健康意识日益高涨，并预测中国保健消费品市场 2020年将超过 4千亿元人民币。	  

东方大健康拟任基金经理邱义鹏指出，未来的结构性机会与新一轮改革和转型密不可分。

改革与转型将为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成长空间，同时转型趋势将逐渐体现在 A 股的市值结



构变迁。预计到 2020年，医药生物、传媒、软件、环保、食品加工制造等市值占比会有较

大幅度的上升。	  

华泰证券认为，在根据改革方向和科研方向所分的投资主线中，人口与健康领域前期弹

性较大、市场辨识度较高的主线包括：家庭保健与家用医疗器械、机器人与传感器等智慧养

老设备、居家养老服务产业、康复医院等康复养老产业、民营医院、体外诊断、移动医疗等。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十三五”人口与健康方向的投资机会要重点把握上述细分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