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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建设重大任务的不断深入，体医融合已
经上升为“健康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体医融合作为全民健
身工作的桥梁和基石，已成为助推健康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新
动力。《"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中也已经有一项文件明确
指出，推动体医健康教育相互化结合，加大健康宣传和教育推
广工作力度，践行"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等融合发展"的
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理念，充分发挥科学体育健身在健康教育促
进、慢性病的医疗预防和健身康复等各个方面的功能优势和健身
特色服务功能，积极努力推动健身建设成为涵盖整个全人类健康
生命周期的科学体育健康文化服务。

1　体医融合发展的重要性
公共健康事件的频繁发生，特别是2003的非典和2020年的

新冠流行性疫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迅速爆发和持续不断的蔓
延，从一个国家到人民，对公共健康的关心焦点已经开始逐步
转移，逐渐由最关注的治疗走向更加关注疾病预防，同时也让
人意识到运动和体育在预防各种慢性疾病和治疗等方面具备了不
可替代的功能，体医两者相互融合的应用可以为身心健康带来诸
多好处。这也正是中国体医融合能够在健康中国的建设战略中能
够取得一个席位和声望的重大动力。

2　体医融合与健康促进协同发展路径
2.1创新体医融合理念
自2014 年提出“推动体育健身与医疗、文化等融合发展”

理念以来，通过政策引导，科学运动、全民健身理念普及和健
康教育知识宣传，在推动民众树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和疾病
发生全过程的“三全”健康观念方面已达成共识。政府层面还
需强调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密切配合，政策制定必须建立在对
体医融合的实际发展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加强政策法
规的监督执行情况。

2.2建立和完善体医融合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教育文化卫生医疗领域的专家代表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强调，要继续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往后
移，建立由体育和卫生健康等各个部门联合协同、全社会共享参
与的综合性专业保健医院、身心监测健康服务中心、体育俱乐部、
身心医疗组织融合等服务机构和医疗组织网络，健全从纵向走到
底、横向走到边的整个体医融合性服务制度。一是加强省市级别
的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于一体的专业体育康复医院建设。二
是建设市、县（区）国民体质监测健康服务中心及监测服务站点。
三是建立社会资本参与的体育健康俱乐部模式的全民健身指导中
心和晨晚练健身点。四是通过政府购买和社会资本引入的方式，
加强体育与医疗组织及设施设备的融合。

2.3建立和完善体医融合协作管理机制
体医融合在发展过程中，以体育和医疗系统为主要的领域，

需要进一步梳理和确立体医融合管理任务和功能、制定体医融合
服务规范和标准、加强与其他相关单位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创新
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和协调配合方式和办法、强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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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绘制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两大战略的一个长期性发展蓝图，中国要通过继续加
强民营体医健康融合和非民营医疗健康融合干预工作来有效促进中国全民体育健身与健康以及中国全体人民的深度健康融合。其中，
体医融合已成为助推健康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力。全国各地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重点推动体育和医疗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
断探寻新形势下体医两种融合方式在健康教育与研究中的具体实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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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职责任务的落实，完善和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信息、人
才、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共享，加强组织协调，扩大宣传，在联
动协作管理中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为体医融合发展提供机制保
障，确保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战略落地见效。

2.4加强和丰富体医融合人才队伍建设
复合型体医融入人才是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的战略

性资源。加强培育和管理体医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一是完善符合
体医融合实际的评价标准。制定多维度、各个级别的指标且吻合
实际运动工作要求的评估标准，注重提高在理论上指导健康运动
的实践能力所占的比例；二是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体医融合职称倾
斜政策，探索建立一套适用于各个层次、各类岗位的职称评称考
核管理体系、完善各个岗位的聘用、薪酬待遇、离开基层后的资
格流动性转评和考核确认等特殊情况下的管理方式。三是加大政
企单位体医融合人才激励力度。建立健全同企事业单位职责、工
作业绩、实践贡献等密切联系并以鼓励创新为主体所创造的收入
分配激励机制，在加大物质收入激励的同时，注重发挥精神激励
的作用，大力表彰具有创新创造精神的人员。

2.5建立和完善体医融合智能平台
体医融合的未来发展模式肯定是不断地吸收和运用互联网新

技术，打造一个智能化的平台，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在体
育和医疗等行业的科技领域中的核心作用，通过研究开发网站、
小程序、 app等监控载体，积极地开展对远程会诊和健康的监测，
身体状态、机能、素质等各项指标的监测，更好地掌握各类人群
的身心素质现状，完善了体医融合服务的信息及指导体系，提升
体医融合健康服务的水平。

3　结束语
体医融合与健康促进协同发展路径研究需要坚持“大健康”

的理念，引导和促进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健康概念，加快形成一批
涵盖全国各地、覆盖城乡、结构合理、职能齐全的五级体医融合服
务中心，支持体医融合科研创新和优化体医融合产业发展，逐步健
全对人才引进、培养和激励机制，完善了城乡居民的电子健康档案
库，鼓励了体检部门、健身机构共同合作运行、连锁经营，开展了
体医融合服务。大力培育和发展危害性疾病防治、健康体检、保险
和咨询、慢性疾病管理、运动和康复技术服务等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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