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统筹加强“十三五”期间的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的总体布局，明确主攻方

向和发展重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规划文件，科技部

会同卫生计生委、体育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中医药局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发布了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

认真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在健康领域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以提高疗效、保障健康、惠及民生为目标，着力构建体现中国特色和领

域特点的协同高效科技创新体系，显著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关键技术突破，促进

成果转化应用，提高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供给质量，为建设健康中国和科技强国，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发展健康产业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建立更加协同、高效、开放的国家卫生与健康科技

创新体系，部分重点领域的基础前沿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针对重点人群和重大疾病的防控技术获得重要突破，卫

生与健康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医疗服务供给质量明

显改善，健康保障模式转型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

步发挥，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加快健康产业发展、助

推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Ø 着力突破20-30项前沿、关键技术并转

化应用

Ø 建成覆盖100万健康人群和10个重点疾

病的大型人群队列

Ø 形成100项左右针对重大疾病和重大健

康问题的诊疗规范、技术标准、临床路

径和防控策略

Ø 研制20-30种创新药物

Ø 培育20-30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健康品牌

企业集群2020





1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催生新的科学发现

        以解决人体健康和疾病防治的关键科学问题为目标，聚焦个体发育、衰老调控、免疫、

代谢、脑科学、环境与健康、心理健康、人体微生态、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中医药等方面的

关键医学问题，加强部署基础研究，探索疾病发生与发展规律，为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提供

理论基础。

Ø个体发育基础研究

Ø衰老调控机制研究

Ø医学免疫学研究

Ø人体代谢基础研究

Ø脑认知与相关疾病研究

Ø环境与健康相关基础研究

Ø心理健康相关基础研究

Ø人体微生态研究

Ø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

Ø 中医药基础研究

Ø 运动与健康基础研究

重 点 任 务



2  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增强源头供给

       把握生物、信息、工程等科技前沿领域的发展趋势，加快引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和应用发

展，攻克一批急需突破的先进临床诊治关键技术。重点部署生命组学、基因操作、精准医学、医

学人工智能、疾病早期发现、新型检测与成像、生物治疗、微创治疗等前沿及共性技术研发，提

升我国医学前沿领域原创水平，增强创新驱动源头供给，加快前沿技术创新及临床转化。

Ø生命组学技术

Ø基因操作技术

Ø精准医学技术

Ø医学人工智能技术

Ø新型检测与成像技术

Ø疾病早期发现技术

Ø 生物治疗技术

Ø 微创/无创治疗技术

Ø 康复辅助技术

重 点 任 务



3  提升疾病防控水平−−解决实际问题

        聚焦威胁国民健康的疾病，加强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开发一批急需突破的临床诊疗关

键技术，大力推动医疗新技术转化应用于临床，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形成一批诊疗技术规范，

提高诊疗技术水平，优化疾病防控策略，显著提升重大疾病防控能力。

Ø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究

Ø重要传染病防控研究

Ø常见多发病防控研究

Ø生殖健康及出生缺陷防控研究

Ø重点寄生虫病和地方病防控研究

Ø重要疾病流行病学研究

Ø 临床医学检验标准研究

Ø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研究

重 点 任 务



4  保障重点人群健康−−提升保障水平

       围绕儿童、青少年、妇女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保障，加强常见疾病的流行规律和危险因素、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和营养、儿童疾病预防技术和健康评价工具、妇女重点疾病防治技术和保健服务

模式、老年健康评估、老年共病、伤害防治及综合防治技术、智能康复技术与产品等研究。

Ø 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Ø 妇女健康

Ø 老年健康

Ø 残障人群健康

重 点 任 务



5  开发医药健康产品−−推动产业发展

        加快临床急需药物研发，开发创新药物，强化药品质量安全保障；加强创新医疗器械

研发，推动医疗器械的品质提升，减少进口依赖，降低医疗成本；开发健康监测产品，实现

个体化健康干预和持续改进。

Ø 药物研发

Ø 医疗器械研发

Ø 康复辅具产品研发

Ø 健康监测产品研发

Ø 医药健康产品评价研究

重 点 任 务



6  发展新型服务技术−−创新服务模式

        加强整合医学研究，推动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创新，重点发展个性化健康服务、

协同医疗、智能医疗、医学应急救援等新型健康服务技术，创新疾病诊疗和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Ø 整合医学研究

Ø 个性化健康服务技术研究

Ø 协同医疗技术研究

Ø 智能医疗技术研究

Ø 医学应急救援技术研究

重 点 任 务



7  强化健康风险因素控制−−推进战略前移

          以增进健康为导向，推动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提升为中心转变，综合分析生

物、环境、心理、社会、行为等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加强健康危险因素、科学健身、环境

与健康等研究，重点开发健康促进、职业病防治、食品安全保障、生物安全保障等技术，推

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制定和优化健康管理等解决方案，提高健康水平。

Ø 生活方式等因素与健康研究

Ø 环境与健康研究

Ø 职业病防治技术研究

Ø 健康促进关键技术研究

Ø 食品药品安全保障研究

Ø 生物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Ø 科学健身研究
重 点 任 务



8  推动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健康素养

        加强公众健康知识和防病技术的科学研究和系统筛选，从源头保证科普知识的前沿性、

科学性和权威性，探索科技传播与创意文化融合发展的模式，促进新媒体技术在科技传播领域

的应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掌握健康相关知识，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Ø 科普能力建设 Ø科普资源开发 Ø科普宣传行动

重 点 任 务



9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引领创新发展

       传承创新中医药理论，构建适合中医特点的研究模式和技术体系，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

病及中医“治未病”技术与服务体系，加速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提升中医药疗效

水平和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贡献率。

Ø 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

Ø 中医药健康服务

Ø 中药资源保障与价值提升

Ø 中药研发技术和产品开发

Ø 中医药标准化

Ø 中医药国际化

Ø 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

重 点 任 务



10  加强创新基地平台建设−−提升创新能力

      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大力推进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统筹加强卫生

与健康领域研发基地和平台建设，强化医学研究领军人才及专业人才培养，整体促进各类创

新主体的协同互动、创新要素的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

Ø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Ø创新基地平台 Ø卫生与健康领域人才培养

重 点 任 务



11 促进成果转移转化−−加速成果应用

      重点开展适宜技术推广、“互联网+医疗健康”、中医“治未病”、创新医疗器械、食品

安全、科学健身等科技示范，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充分调动医研企等各界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推

广的积极性，统筹衔接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等各环节，打造信息化、专

业化的医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推广应用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与产业化。

Ø 临床评价研究与卫生技术评估

Ø 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

Ø 卫生健康适宜技术推广应用示范

Ø 互联网+医疗健康科技示范

Ø 创新医疗器械应用示范

Ø 食品安全科技示范

Ø 科学健身示范

Ø 健康科技扶贫行动

Ø 康复辅具应用示范

重 点 任 务



12   构建国际合作网络−−实现开放创新

        充分利用医学科技公益性特点，针对重大疾病、公共卫生、人口发展等全球性重大科技

问题，以开放共享的理念，结合我国科技发展的特点和优势，以联合研发、技术推广、人才培

养等方式开展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在中医药现代化等领域推动立足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大

科学工程论证与实施，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和提高合作成效等方面取得突破。

Ø 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

Ø 国际多边合作

Ø 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Ø 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重 点 任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