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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增长是人民健康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前提条

件,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影响。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之间互相影

响的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根据指标选取、研究区域以及研究群体特

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或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会对居民健康

起到积极的正向影响,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而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或发展中国家而言,经
济增长给居民健康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与居民健康之间存在多种作用机制,健康通

过预期寿命,死亡率和生产力等途径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经济的发展也通过失业率、卫生投入、
环境污染和营养摄入等方面作用于居民健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会衍生出各种经济和健康相关

的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负担加剧、工业污染和慢性病等问题,会对经济和健康之间的作用

关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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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推

动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性。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人

民的福祉,还关乎国家整体的长远发展、社会的长

久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繁荣,具有深远的战略影

响。他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将确保公众健康放在首

要的战略位置上,同时需要积极推进爱国卫生行动

和健康中国的教育活动,以此来激励并推广健康文

明的生活习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

展,人们意识到健康发展是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健康的价

值在于居民的健康水平直接影响了经济体劳动力

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而健康个体更有能力获取知识

和技能,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换言之,良好的健

康水平是优化发展的生产潜力的前提条件。

在2001年《增长的质量》报告中,世界银行明确

指出,增长不仅要关注速度,更需要强调质量的提

高。这强调了增长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

积累,还应该注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中包

括提高健康水平。因为健康才是实现个人全面发

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在党的第十八

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建设“健康中国”这一目标,

其包括持续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控制健康危害,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吴乐英,wuleying@126.com
收稿日期:2023-10-08; 录用日期:2023-12-13; 发表日期:2024-03-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239);全球能源互联网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项目(SGGEIG00JYJS2100056);2022年度

河南省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22HYTP027);2024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科技攻关(242102321110)。



以及提升卫生行业的服务能力。推动健康中国的

建设被视为一项国家策略,其目标是全方位提高中

华民族的健康水平,并促进国民健康与经济社会的

协调发展。这个做法也肩负着主动投身于全球健

康管理以及实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

义务。这一战略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支柱。
健康作为一个和高等教育一样重要的人力资

本类型,一直被认为决定世界经济扩张及其进步的

核心因素[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总

体目标,即“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全面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国务院党组对我国全民健康

事业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而已

升[2]。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国家

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投入和民众对

健康的支出不断增加。我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

态环境正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

加速而发生着变化,导致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慢性疾病的患病率迅速上升。与此同时,不断增加

的职业病种类也加剧了慢性疾病对人们健康的威

胁。在这一背景下,了解经济发展与居民健康之间

的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健康水平的提高会促进或

抑制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居民健康水平?
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为了了解居民

健康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政府决策

者提供辅助决策支持,本文对居民健康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两者

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机制。

1 居民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长期来看,居民健康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增长

呈现一个积极的正相关(图1)。目前,学者们主要

依赖省级面板数据,借助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健

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通常以GDP和居

民收入等指标来反映,而居民健康水平的评估则使

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卫生投入、健康投资等多

个指标(表1)。此外,一些学者采用BP神经网络模

型进行权重计算,以弥补仅使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健

康水平的不足。不同健康指标的选择会导致居民

健康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特征的影响。本部分将

从健康投资、人口预期寿命、死亡率、人体测量变量

和营养摄入这几个指标来讨论它们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

图1 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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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居民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Table
 

1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residents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代理变量 文献 研究尺度 经济发展 研究方法 结论

健康投资 李本钊和范红岗[7];骆永民[11] 中国31省(区、市) GDP 计量回归模型 正向影响

贾 珊 珊 和 王 帅[9];顾 雪 兰 和 刘

诚洁[14]

中国 GDP VAR模型 短期内不会立即引起经济增

长,但长期具有正向影响

郭鑫鑫[12] 中国31省(区、市) 人均GDP 固定效应模型 不显著

王弟海等[13];张运峰和刘晓庆[15] 中国30省(区、市);

江苏省

人均GDP 计量回归模型 双重影响,取决于物质资本

的大小

预期寿命 蒋 萍 等[58];罗 凯[17];张 琼[18];

卢晴[20]

中国30省(区、市);

96个国家;中国
 

GDP;人均GDP 计量模型;协整

模型

正向影响

Casper
 

W
 

H[22] 47个国家 人 均 GDP 增

长率

固定效应模型 预期寿命于人均 GDP增长

率存在负相关关系

死亡率 羊在家等[32];Strittmatter和Sun-

de[33];Chand等[36]

12个 欧 洲 国 家;海

南省;斐济

GDP;人均GDP 回 归 模 型;

VAR模型

正向影响

王新军等[31] 中国 GDP VAR模型 短期内影响微弱甚至是负向

的,但长期具有正向影响

人体测量

变量

高文书[41];Hersch[42];Heineck[44];

Case[45];张晓云[47];Zheng等[48];

Haddad和Bouis[49]

上海;美国;德国;加

纳;巴西;中国

收 入、劳 动 者

工资

OLS;工具变量

法;Mincer方程

正向影响

营养摄入 Strauss[53];王引和尹志超[54];张车

伟[55];Croppenstedt和 Muller[56]

中国;埃塞俄比亚; 收入;工资 正向影响

Deolalikar[57] 印度南部 工资 无显著影响

1.1 健康投资

目前,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

的动力之一,而健康人力资本作为人力资本结构中

的一部分,是由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形成和增值的

物质基础,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有关健康人力资

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该

领域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成果。这些研究多以卫

生支出、医疗卫生经费支出、个人和政府的健康投

资等指标来度量健康水平。卫生支出是一个反映

国家或地区在整个社会领域内投入卫生方面的重

要指标,它在量化卫生政策执行情况方面发挥关键

作用,有助于促进居民的健康水平。众多学者将卫

生支出看作健康状况的代理变量,同时有研究将卫

生支出因素纳入分析,以研究卫生支出、居民的健

康水平与经济的增长之间的相关性[3]。研究结果通

常显示,在长期内,这三者之间的变化相对协调,而
在短期内,卫生支出和健康水平可能相互影响。研

究还指出,以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表示的健康状

况被认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4]。
从投资的主体角度看,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可以

分为公共健康投资[5]和私人健康投资[6],通常情况

下,公共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于私人健

康投资[7]。卫生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

的例证中也有所体现。以中国为例[8],研究表明,在

1978—1991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了健康状

况的显著促进,但在1992—1998年期间,健康状况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影响。另外,一些学者

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卫生支出的增加不会对经济

增长起到明显的效果[9]。
在提升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再加上对人力资本

的优化,经济发展才会得到推动[10],教育和健康作

为人力资本的两个方面,通过教育人们了解科学知

识、有效预防疾病风险以及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

惯等方面,降低了居民患病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

健康水平。此外,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受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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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的明显促进[11]。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物
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科研人力资本以及培训人

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健康人力

资本 和 迁 移 人 力 资 本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并 不

明显[12]。
目前研究结论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些学者认

为,增加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太显

著;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从长期来看,增加健康人力

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短期

内可能不会立即产生经济增长效应。尽管健康人

力资本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联系,但其正

向关系的形成取决于其对实体财富的累积效应。
一般来说,健康投入可能带来财务压力,若忽略了

这一方面,这种投入则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然

而,健康投资可能会影响到物质资本的积累,如果

健康投资过大,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13]。
顾雪兰[14]指出,在短期内,健康投资可能不会立即

显现出经济增长的效应,甚至可能挤出物质资本的

投资。然而,在长期内,健康资本的投资能够推动

健康劳动力的不断发展,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促进

经济增长。江苏省在健康投资方面除了具有促进

作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这取决于江苏

省的健康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规模[15]。此外,贾姗姗

和王帅[9]将教育经费支出和医疗卫生经费支出分别

视为知识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他们的实证

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知识人力资本和健康人

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短期

内这种作用并不明显。

1.2 人口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评估地区人口健康水平的重要指

标,以健康状况良好和发病率低来反映。然而,关
于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
根据中国1993年的农村数据,发现在工资收入方

面,健康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16]。近期的研究

揭示了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根据中

国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每延长1岁的预期寿命

与相应的GDP增长率提高1.06%~1.11%[17]。特

别是在引入初始受教育程度后,在预期中的寿命水

平和增长速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更加显

著[18],成年人寿命的提高还对一国的生育率和教育

水平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

用[19]。卢晴[20]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预期寿命之间

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推动了健康水平的提

升,而健康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显著。此外,研
究还指出,经济增长受寿命增加的影响与资本积累

密切相关。如果积累资本提高了工资收入和实际

储蓄,寿命的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它可能会

阻碍经济增长[21]。Casper[22]的研究发现,20世纪

中叶预期寿命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到了20世纪下半

叶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率较为缓慢,这表明在初

期阶段预期的寿命水平状况与人均GDP增长率之

间可能存在负相关。
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导致老年人

口在整体人口中的比例增加,进而引发了劳动力老

龄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年龄的中值从

2010年的37.6岁增加到2019年的38.9岁,其中

南欧(增加3.3岁)、东亚(增加2.6岁)、东南亚(增
加2.0岁)和南美(增加2.0岁)等地区,劳动力年龄

的增幅最为显著。2019年,劳动力年龄最高的地区

包括南欧(平均年龄43.9岁)、西欧(43.2岁)和东

亚(42.1岁)[23]。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现象已经成为

中国经济社会的新常态,这对政府的健康支出造成

了压力。研究表明政府的健康支出对经济增长有

明显的积极影响,而这种正面影响随着老龄化水平

的提高而进一步增强,健康支出的经济效益也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增加[24];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随着老

龄化趋势的加速,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可能不足以

抵消养老负担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25],而
人口老龄化也对人均GDP及其增长率造成了不利

影响,主要表现在降低储蓄率[26]。Alina等[27]基于

欧盟国家1960—2010年的数据,通过年龄分析了经

济产出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指出,寿命

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然而,随着预期

寿命的提升,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可能对经济增长

带来不利影响。
存活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的预期寿命,不

同年龄段的存活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例如,Ehrlic和Lui[28]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

迭代模型,结果显示,年轻人寿命的增加对经济增

长率有显著正面影响,而老年人寿命的提高以及人

口老龄 化 对 经 济 增 长 率 的 影 响 相 对 不 太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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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gava团队[29]探讨了健康状况在高收益国家与

低收益国家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对间隔5年

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在低收入国家,成年

存活率对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成年存活

率的波动性与其所处的最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

速度之间存在0.05%的正向联系。然而,在高收入

国家如美国、法国和瑞士中,成年存活率对经济增

长率的估计影响为负值。

1.3 死亡率

许多学者采用死亡率来评估居民的健康水平,
其中孕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不仅全面反映了

社会、教育和卫生工作的发展,同时也能反映一个

国家或地区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卫生系统的效

率[30]。以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来评估

健康水平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能影响微

弱,甚至可能出现负向影响[31]。然而,从长期来看,
健康水平的提高将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以海南省

为例,降低人口死亡率促使该地区实现了经济发

展[32]。Strittmatte等[33]研究表明欧洲国家人口死

亡率的降低对人均收入和总收入的增长产生积极

影响。Kalemli-Ozcan[34]探讨死亡率与经济增长之

间的内在联系,结果显示教育和生育两个途径在推

动经济增长方面有助于降低死亡率。
使用疾病衡量健康水平,特别是重大疾病对家

庭经济可能产生严重影响[35]。高额医疗费用和因

患病而导致的劳动力降低是导致患者家庭陷入贫

困的关键因素[36]。斐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是

世界上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占世

界死亡人数的80%以上。这些非传染性疾病通过

劳动力和资本积累渠道对对斐济的经济产出和增

长水平造成了损害,对人均产出产生了显著的不利

影响[37]。Bartel和 Taubman[38]使用美国1967和

1973年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心理疾病对个人收

入的影响,发现患有精神疾病会明显降低个人收入

水平,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15年之久。Schult与

Tans[39]研究了15~65岁的科特迪瓦和加纳男性劳

动力的健康状况如何影响他们的薪酬,他们的研究

发现,每增加一个伤残日,这两国的工资都会相应

减少10.5%~11.7%。
单一指标,如预期寿命、人口死亡率或婴幼儿

死亡率,难以全面准确地描述健康状况。张辉[40]采

用了一种综合评估方法,包括来自不同层面的36个

指标,涵盖健康状况、健康行为、环境因素以及健康

医疗卫生资源等。这种方法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价

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提高健康水

平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增长,
然而健康对地区经济增长所起到的贡献程度会受

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1.4 人体测量变量

许多研究都使用了人体的量化指数,例如身高

与体重指数(BMI),这些指数被广泛应用于评估个

体的健康程度。
一般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普遍认为更

高的身材意味着更强壮和更健康的体质,更容易帮

助他们找到工作机会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高

文书[41]运用回归分析和工具变量法对12户上海城

市居民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男性劳

动者还是女性劳动者,身高都会对他们的工资水平

产生正面影响。Hersch[42]在美国的新移民研究中

发现,较高个子的移民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而肤

色较浅的移民的平均工资比肤色较深的移民高出

17%。不仅如此,其他研究也在德国[43,44]、美国和

英国[45]、加纳以及巴西[46]等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即身高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张晓

云等[47]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

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身高溢价”现象。具体

而言,身高对个人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身高

的优势有助于劳动力进入白领职业和享有较高职

业声望的职业类别。

BMI指数,即身体质量指数,是用来评估个体

胖瘦程度和营养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多项

研究关注了 BMI指数与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Zheng等[48]使用 Mincer方程检验了北京农民工营

养摄入、BMI指数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都

对收入产生积极影响,而患病时间对收入具有负面

影响。Haddad和Bouis[49]使用1984—1985年菲律

宾的调查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农业工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早期累积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对成年后的

工资产生了负向影响。在研究身高、BMI、卡路里和

蛋白质摄入量对男女性工资的影响时,Thoma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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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uss[50]发现BMI仅对男性工资产生积极影响,
尤其是在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男性中影响更为显著。
与此不同的是,Glick和Sahn[51]则发现身高对女性

收入无关,而BMI指数的提高与男性在自营职业和

私人工作中的收入增加有关,也增加了自营职业妇

女的收入,然而家庭人均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对

收入没有显著影响。

1.5 营养摄入

Leibenstein[52]是首位将营养和健康融入经济

模型的研究者,他主张,与营养状况不佳的个体相

比,摄入更多卡路里的工作者会展现出更高的工作

效率。这是因为蛋白质、卡路里和其他维生素的摄

入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对工资和

收入等方面产生影响。
部分学者们认为,营养摄入对劳动生产率和经

济收入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Strauss[53]使用消费

水平、家庭特征以及农场特征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

营养摄入的内生问题,研究结果指出,热量摄入对

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从而为营养生产率假

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王引和尹志超[54]利用中国

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探讨了营养摄入与乡村居民

收入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乡村居民收入会随着

热量摄入的增加而提高,两者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

关系,且这种关系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即热量摄入

对男性的收入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除

了热量摄入,蛋白质的摄入也对乡村居民的收入产

生积极影响,而与之相比,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摄

入则对他们收入的影响则较为不明显。张车伟[55]

在研究中利用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发现,农村的劳

动生产率会受各种营养因素和健康因素的影响。
换句话说,当卡路里的摄取量上升1%时,农业的利

润也将随之提高0.57%。Croppenstedt和 Mull-
er[56]使用1994年埃塞俄比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工人的工资水平会受到他们的身高与身

体素质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会起到显著的正向作

用。然而,最高的回报来自于营养投资。一些其他

研究也指出,营养的摄取并没有在收益方面形成重

要的联系,例如Deolalikar[57]的研究,通过分析印度

南方乡镇的面板信息,建立了个人工资方程和农田

的生产函数。研究发现,无论是农作物的产值还是

市场价格,都没有对工人的日常能量摄取产生重大

影响。可见,学者们在关于营养摄入与收入之间的

关系方面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2 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经济增

长是导致居民健康水平变化的重要因素,主要分为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2.1 直接影响机制

直接影响机制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居民健

康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对

居民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图2),但纳入不同的

地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个人特征等因素后,经济

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呈现多样化的态势。
(1)地区

由于生活区域发展状况以及城乡结构的不同,
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进而对生活在不同的地区的居

民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个体

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其健康状况,当经济状况有所改

善时,较为贫困的一部分人会更加谨慎地为自身的

健康做出投资[59]。

研究表明,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

个区域后,发现经济增长与全国、东部和中部的公

共健康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特征[60]。其中,东
部地区的曲线已经达到拐点,而中部地区的曲线在

人均GDP达到3311元时也达到拐点[61];研究还分

析了市域和县域两个不同的区域范围对预期寿命

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当人均GDP
超过3000~5000元后,其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开始出

现边际递减效应。此外,人均GDP对预期寿命的影

响强 度 在 空 间 分 布 上 呈 自 东 向 西 逐 渐 增 强 的

趋势[62]。

学者们从城市和乡村两个角度分析了居民收

入水平对健康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在城市,主
要是由于相对收入的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受到收入

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而在农村,绝对收入和相对

收入共同影响着居民健康[63]。我国农村的居民收

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患病率持续上升,自评健

康状况逐渐降低。尤其在低收入群体中,患病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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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经济增长对健康的影响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health

现逐渐减少的趋势,与之相反,中高收入居民的患

病率逐渐上升[64],但另一项研究指出,城市居民的

自评健康会受到收入的负向影响,但收入对农村居

民的自评健康和城乡居民的心理健康却表现出显

著的正向影响[65]。
(2)经济发展水平

现有研究已经确认了经济增长对健康产生正

面影响[66,67]。尽管如此,伴随着经济的扩张,一系

列的问题,例如环境破坏、城市化进程过快、地域间

的不均衡、财政资源对公众福利的侵蚀等,也相应

地浮现出来。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升,生活习惯也在改变,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健康难

题,例如高血压、糖尿病、超重等富有疾病的产生,
还有一些新兴的健康问题,比如空调病、电脑综合

征等[68]。学者们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对收入与

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
中国宏观经济对居民健康表现出非线性的时

空特征,具体而言: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中国经济

增长导致死亡率显著上升;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期,经济增长对死亡率的积极影响显著降低,对居

民医疗费用、肿瘤死亡率、心血管病发病率和精神

病发病率具有负面影响[63]。
总体而言,收入对健康产生显著正面影响,但

在不同收入层面的居民中,结果会有所不同:收入

水平低的居民情况显示其收入水平对健康有显著

正向影响,然而对于中等和高收入居民,其收入水

平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69]。在绝对收入水平相

对较低的情况下,居民的健康状况会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升而得到明显的改善,改善的边际效应是递减

的[70],但当绝对收入达到某一水平时,收入可能会

不利于健康[71]。Cole等[72]同样认为不同的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对健康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对低收入

国家和农业国家的居民健康正向影响最大,但随着

人均GDP的增长,边际效应也会减弱。
(3)个人特征

经济增长会因年龄、疾病和个人生活习惯等居

民个人因素的影响,产生不一样的结果,现有研究

中将健康状况分为自评健康和客观健康两部分来

度量,结果也不尽相同。
研究城乡居民健康与收入水平的关系时,发现

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
然而乡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却显著促进了其健康状

况[73];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都不利于饮酒频率较高群体的健康状况[23]。
对于过度肥胖群体,绝对收入、收入不平等对客观

健康的影响不显著[71]。
人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对风险的偏好有所不同,

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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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把更少的时间用于健身和休闲等活动[73]。但

是长期工作也意味着职业事故率和交通事故率的

增加。此外,长期从事工作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压

力增加,从而引发不良习惯,比如吸烟、过量饮酒

等。对不同年龄段的居民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年
轻时疾病发生率较低,人们倾向于努力工作以获取

较多收入;随着年龄上涨,各种疾病发生率显著提

升,人们在追求收入的同时更注重提升自身健康状

态[72]。Cylus等[23]基于180个国家1990—2017年

的数据,研究表明55~69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

加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下降有关,但如果该年龄

段的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经济增长的下降会有所

缓和。
研究参与者的个人情况对影响健康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总体来说,居民健康与经

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

为政府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当

地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逐渐提升,这将推动政府改

善医疗卫生条件,进而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66]。
随着医疗卫生机构的增多,经济状况对居民健康支出

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23]。

2.2 间接影响机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粗放型经济往往导致高污

染和高碳排放问题,从而对居民健康带来一定的损

害。经济萧条期又会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卫生

投入的减小,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在经

济不景气时,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会加剧,进一步加

重了居民的健康风险。
(1)经济通过失业率、卫生投入影响居民健康

经济增长对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

源于营养[74]、卫生工程[75]和住房建设的改造。经

济萧条时期,失业率上升[76],导致可支配收入减少

和医疗支出的限制,从而导致健康状况下降[77]。此

时,政府或私营部门会减少对医疗设施的投资,这
严重阻碍社会医疗能力和整体医疗水平的发展。

医疗投资作为医疗保障的一部分,直接影响着

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国民健

康受到医疗保险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医疗

保险的作用比经济增长更显著[78]。高收入的经合

组织国家通过提供更优质的商品、更好的生活条

件、更好的住房和卫生条件从而对婴儿死亡率产生

负面影响[79]。而在美国,伴随经济衰退而来的是失

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等问题,这导致精神压力、婴
儿死亡率和自杀率上升[80]。然而,有学者认为,至
少十年的累积,经济增长一直是20世纪美国死亡率

下降的核心因素。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产生波

动性从而增加死亡率,原因是居民适应新技术,以
及以前的失业者适应新工作、社会地位和组织结

构[81]。伊朗的经济制裁损害居民获得了药物和护

理的机会,对伊朗人口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82]。瑞

典在整个19世纪,经济增长通过增加卫生投入从而

对健康进步表现出正向的积极作用,但到20世纪下

半叶,经济增长对健康进步产生了负面影响[83]。此

外,欧洲国家人均GDP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存在显

著的倒U型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死亡率先上

升,然后又呈现出下降趋势[84],经济发展对健康状

况的改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医疗投资规模所

带来的健康回报。
(2)经济通过环境影响居民健康

经济增长加剧了环境污染的问题[85],影响居民

健康状态[86],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共同影响着居民

的健康状态。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与卫生投资以

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居民健康水平的

提高不仅在推动GDP方面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而
且GDP对居民健康水平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是积极

而肯定的[87],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变得愈发严重、
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居民短期健康的损耗。因此,在长时期内,国
民健康状况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可能会面临恶化的

可能性,尽管随后经济增长对国民健康状况有显著

的积极作用[89]。另一项研究认为,即使考虑环境对

经济和健康的影响,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人均收

入仍然对人口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90]。农村

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和空气污染正在影响健康不平

等,收入增长本应带来的健康益处可能被空气污染

PM2.5 对健康的影响所抵消[91]。此外,我国中部省

份在承接污染密集型产业方面,收入增长效应仍然

大于因污染而产生的健康支出效应,然而,西部地

区居民收入的提升未能显著改善西部地区居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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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健康水平[92]。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肿瘤的发

病率在不断增加,城市居民的首要死因变为恶性肿

瘤,恶性肿瘤死亡率在乡村地区逐年攀升[93]。在国

际层面,希腊的经济增长导致了碳排放的上升和环

境的恶 化,而 环 境 污 染 对 居 民 健 康 产 生 负 面 影

响[94]。Varvarigos[95]构建了一个污染经济增长模

型,结果显示资本积累、内生寿命和环境质量之间

存在相互作用。经济增长和死亡率在长期内呈负

相关,但在短期内呈正相关。
(3)经济通过营养摄入影响居民健康

当今社会普遍认为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有利于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从而对健康产生积极

的影响,收入与营养摄入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经济学

研究领域一个长盛不衰的议题。
一些研究认为收入增加有利于营养摄入。张

一青和李少波[98]通过对比1991年和1997年湖南

省长沙市和沅陵县的调查数据,对经济收入对成年

人膳食结构和营养摄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两地居民蛋白质

和脂肪等营养素的摄入量均呈增加趋势。丁丽娜

和肖海峰[99]采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中国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膳食质量水平的影响因素,发现收入水平

和食品消费水平对中国贫困地区居民膳食质量水

平有显著影响。此外,Adrian和 Daniel[100]分析美

国6950户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脂肪、维生素 A、钙、铁和维生素C等营养素消

费的影响,发现除碳水化合物外,收入对所有营养

素的消费都有积极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并非总是与所有营养素的

摄入呈正相关,然而,增加收入有助于改善居民的

营养结构。李艳芳等[101]基于中国1993—2011年

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
vey,CHNS)数据,通过GMM估计以及中介效应模

型,对三种主要营养物质(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

物)在居民收入对肥胖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进行

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收入变化,营养元素摄入

量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碳水化合物摄

入量与收入呈负相关关系,而脂肪和蛋白质摄入量

与收入呈倒U型关系。刘华和胡雪枝[102]通过利用

中国城镇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随着收入的提

高,改善了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使消费方式从过

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转向了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

食物并重的方式。经济过热,价格膨胀高,居民收

入增长被价格过快上涨所抵消,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居民 改 善 营 养 状 况 的 能 力[103]。李 国 景 与 陈 永

福[104,105]的研究揭示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在

营养摄入方面的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指出,在整

个样本中,城市居民的营养摄入受到了明显的收入

门槛效应的影响。在低于这个门槛的样本中,能
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需求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然
而,当人均收入超过这个门槛时,相应的收入弹性

就会降低。以上研究综述均在表2展示。

表2 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综述

Table
 

2 Overview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residents
 

health

研究尺度 文献 经济发展 居民健康 研究区域 研究方法

国家 Cole
 

W
 

M[72] 人均GDP 婴儿死亡率;预

期寿命;
134 个 发 展 中

国家

两阶段模型

Erdǒgan
 

E
 

et
 

al.[79] 人均GDP 婴儿死亡率 25个高收入经

合组织国家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apia
 

G
 

J
 

A
 

and
 

Ionides
 

E
 

L[83] 人均GDP 死亡 率 和 预 期

寿命

瑞典 统计模型

Brenner
 

M
 

H[81] 人均GDP 死亡率 美国 误差修正法

林宝梅[71];He
 

FM
 

et
 

al[96];王宏

炜和许英[69];Liu
 

L[91];

绝对 收 入;GDP;个

人 年 总 收 入;人

均GDP

自评健康,BMI

指数;医疗机构

患者的数量;死

亡率

中国 Logistic 模 型;TVP-FA-

VAR模型;Oprobit回归;

Joinpoint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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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尺度 文献 经济发展 居民健康 研究区域 研究方法

封进和余央央[59];赵伟锋[64] 人均家庭收入;人均

纯收入

自评健康;BMI

指数

中国农村 probit模型

张金玲[63];任国强等[65];龚胜生

等[62];陈安平[97]

相对收入和绝对收

入;个人年收 入;人

均GDP;家庭纯收入

自评健康;心理

健康;预期寿命

中 国 城 镇 和

乡村

Logstic模 型;半 参 数 模

型;Probit
 

模型

省区 曲 卫 华 和 颜 志 军[61];郝 枫 和 张

圆[73];齐良书[90];王志涛[92]

人 均 GDP;工 资 收

入;人均收入

人口死亡率;人

口预期寿命

中国省区 计量模型

3 主要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3.1 主要结论

关于经济增长和居民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国

内外还未有一个统一研究结果,尚缺乏实证结论及

系统理论。就具体指标而言,居民健康水平多使用

健康投资、死亡率、预期寿命和人体测量变量为主。

然而,决定个人健康水平和国家整体健康水平的因

素众多,包括个人的生活习惯和营养结构、教育、环
境以及社会公共卫生状态等。仅用单一指标衡量

健康水平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居民慢性病患

病率以及精神健康的影响。此外,现有的研究多集

中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关于发展中国家

的研究目前相对来说较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影响人类健康疾病的方式不尽相同,关于居民健

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仅集中在发达国

家,并不能代表全面的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表明,健康水平主

要通过健康投资、死亡率、预期寿命、人体测量变量

和营养摄入等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从长期

来看,健康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作

用,但短期内经济效应不显著。增加健康人力资本

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推动效果,但如果投

入过多的健康资金,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

响。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其他

相关的人力资源,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才可能得到

改善,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此外,人口预期寿命

的提高会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有积极影响,但同时会

导致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加剧老龄化,

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居民健康水平的

提升仍不足以抵消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的负

面影响。还有研究发现身高和BMI指数与个人收

入呈正相关关系,而脂肪、热量和蛋白质等营养摄

入对经济增长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经济增长并非总是对居民健康具有积极的正

向影响,会根据不同的地区、个人特征和经济发展

水平等因素呈现多态化的趋势。对于经济发展水

平低的地区或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会对居民健康起

到正向积极的影响,但存在边际递减效应,而对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给居

民健康带来了负向影响。伴随着经济发展,由于一

些不良生活习惯和个人行为引起的慢性病发病率

正在上升。此外,经济衰退期常常伴随着失业率的

上升,居民收入减少会导致医疗卫生支出的下降,
从而使居民健康水平下滑。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导

致的环境污染也是治病的主要影响因素。另外,收
入不是与所有营养素的摄入呈现正相关,但收入的

增加能够改善居民营养结构。

3.2 启示

如何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不仅关乎国计

民生,而且也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

件,既能提高劳动力效率,也能促进社会和谐。目

前,我国正在经历从快速老龄化向深度老龄化的转

变,并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升,生活方式和饮食

习惯的变化,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呈现出高涨的趋

势,居民的健康状况如果想要改善不得不面临新的

挑战。明晰居民健康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
它将帮助决策者找到一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促进人口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由

此,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实际背景,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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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经济

增长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就我国目前的实

际状况来看,卫生投入占GDP的比重虽逐年上升,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医疗保健问题在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未得到重视。因此,在中国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提高卫生投入占GDP的

比重,在此基础上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环境质量,从而为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

提高创造有利外部条件。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增长对人

口健康的具体影响也不同。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

地区来说,经济发展对居民健康具有很好的推动作

用,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但在经济发展过中要重

视环境污染问题,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代替传

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

方,经济增长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健康状况并

不会因为经济的增长而得到改善,反而可能对居民

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

方式的转变,吸烟、过量饮酒、糖类摄入过多、缺乏

运动、长期压力过大等不良生活方式致使慢性病发

病率逐年上升。所以,我们需要主动摒弃过度追求

经济发展的观点,提升经济发展的品质,推广健康

的生活习惯,从各个角度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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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growth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and
 

the
 

im-

provement
 

of
 

peoples
 

health
 

is
 

a
 

prerequisi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which
 

are
 

interconnected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peoples
 

health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combing.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
dents’s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
 

presents
 

different
 

results
 

depending
 

o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the
 

study
 

are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group.For
 

regions
 

or
 

countries
 

with
 

a
 

low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health,but
 

there
 

is
 

a
 

marginal
 

diminishing
 

effect,while
 

for
 

region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a
 

high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economic
 

growth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residentshealth.There
 

are
 

multiple
 

mechanis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sidents
 

health
 

and
 

economic
 

growth.Health
 

affects
 

socio-economics
 

through
 

life
 

expectancy,mortality
 

rate
 

and
 

productivity;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affects
 

residents
 

health
 

through
 

unemployment
 

rate,

health
 

input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nutritional
 

intake.A
 

variety
 

of
 

economic
 

and
 

health-related
 

is-
sues

 

are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including
 

population
 

aging,increasing
 

pension
 

bur-
dens,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chronic
 

diseases,which
 

have
 

an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
my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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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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