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逻辑

马  艳 ， 尹徐念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发，对人类健康的构成和内涵进行了重新解读，在此基础

上分析了人类健康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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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者是

有损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后者则是有益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为推进人类健康与“以人

为本”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提出要重构健康经济观，在对健康经济观的内涵、构成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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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

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

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

2012年全球约有1 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
①

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
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

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

致命疾病负担的30%。
③

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

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

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

形式。
④

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

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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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①

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

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
②

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

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③

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

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
④

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

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

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

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

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
⑤

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

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
⑥

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

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
⑦

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

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

面效应；
⑧

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

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
⑨

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

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
⑩

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

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

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

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

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

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

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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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

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

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
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

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

（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

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

层面
②

；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

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

“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

一的。

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

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

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

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

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

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

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

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

“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

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

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

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

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  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

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

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

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

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

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

性和内在逻辑。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

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

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
③

精神健康

躯体健康

环境健康

经济健康

 
图 1    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

①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加强我们的应对活动》，2016年4月。

②刘新会、牛军峰、 史江红等：《环境与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中对“自然环境”及“人工环境”的定义。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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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

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
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

入流通”②
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

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

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

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

（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

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

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

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

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

（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

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

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

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

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

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
④

（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

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

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
⑤

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

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

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

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

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

法推进。

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

健康和精神健康。

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

（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

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

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

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

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

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④王茜、罗连化：《被动加班、工时满意度与最优工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GFPS）的证据》，《劳动经济研究》2014年

第6期。

⑤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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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

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

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

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

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

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

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

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

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

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 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
①

另

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

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 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

精神

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

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

发展的致命枷锁。

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

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

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

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

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

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

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

复性行为，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

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

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

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

“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

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

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

“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

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
③

也

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

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

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

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

①刘新会、牛军峰、 史江红等：《环境与健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世界卫生组织：《精神疾患》，2016年4月。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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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

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  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

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

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

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

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

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
①

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

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

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

配”，
②

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

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

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③

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

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
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⑤

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

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⑥

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

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

互相

恶化

精神的不健康

环境的不健康

躯体的不健康

经济的不健康 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

 
图 2    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3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120页。

③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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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

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

本”的经济发展。

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

之间的良性关系。

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

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

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

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

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

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

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

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

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

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

方面得到发展”②
。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

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

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

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

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
③

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

展状态。

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

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

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
④

四、  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

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

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

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

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

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

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3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39页。

③韦建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④马艳、王宝珠：《现代政治经济学重大前沿问题的理论线索与研究思路》，《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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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

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

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

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

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

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

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

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

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

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

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

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

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

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

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

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

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

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

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

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

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

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

水平。

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

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

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

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

的保障性支出。

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

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

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

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

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

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

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

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

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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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

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

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基础健康医疗服务的全覆盖，同时通过

政府的调控政策不断缩小区域间健康服务和健康环境之间的差距；二是逐步构建健康利益补

偿的评价体系及补偿机制，分层次地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健康利益损失；三是加强对特殊群

体及弱势群体的健康扶持力度，缩小社会群体之间的健康水平差距。

第三，转变健康经济效率观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科技支撑，大力发展健康利益及其损失

的测定技术，从而为健康经济效率测算提供基础；二是对成本核算方法的变革，应逐渐将健康

补偿成本纳入核算范围，推动健康成为经济效率的一部分；三是健康GDP的构建和统计，测算

考虑健康补偿成本、健康利益损失后的经济总量情况。

第四，发展健康经济技术观的对策建议。一是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发展，包括绿色产品、绿

色制造工艺、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内容；二是注意增强劳动力主观加强型的技术进步，技术

进步应更加注重对人的能力的开发；三是提升技术进步对社会环境健康的保障和支持，政府应

通过补贴和优惠政策引导技术进步为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服务。

The Dialectical Logic between Human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 Yan, Yin Xunian
( School of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From a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nomics，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compos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human health，and analyzes the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health and

“capital-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health and

“people-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namely the forme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harmful to human health while the lat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s beneficial to human

health.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virtuous circle between human health and “people-oriented”

economic development，this paper suggests reconstructing “health economic view” and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health economic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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