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市卫土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 《聊城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 (⒛扭-z"7

年 )》 的风险评估报告

聊城市卫生健康委组织人员对《聊城市大健康产业发展
规划 (⒛ 24-2027年 )》 进行 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体情
况如下 :

一、前言

大健康产业链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 4条标志性产
业链之一,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的健康需求,推进

“
健康聊城

”
建设的重要支撑。

二、决策项目背景或概况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健康中国战略的总体部署 ,全 面促
进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内
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大健康产业体系,根据 《山东省医养健
康产业发展规划 (⒛ 23— ⒛27年 )》 等政策文件 ,制定本规
划。

三、评估主体、方法和进程

《聊城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⒛ 24-2o27年 )》 (以 下
简称 《发展规划》)已 经 11个县 (市 、区 )政府、市属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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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管委会,12个市直部门会签,挂 网公开征求意见,并经

委党组 (扩 大 )会议研究通过。

⒛23年 9月 20日 ,山 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山东省医养

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zO23-2027年
)》。

⒛24年 8月 21日 -8月 27日 ,市 卫生健康委向市教育

体育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等 12个市直部门、

11个县 (市 、区 )卫 生健康局和 2位 政策法规观察员征求

意见;截止 8月 27日 ,市 直部分部门和政策法规观察员提

出了修改意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采纳并按照修改意见

进行 了修改。

9月 14日 —10月 13日 ,《发展规划》挂市卫生健康委

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 止 10月 14日 ,未 收到修

改意见。

10月 25日 ,召 开座谈会,邀请聊城市政协应用型智库

专家,大健康专委会专家顾问,市直有关部门,11个 (市 、

区)卫生健康局参加并作点评发言。

四、风险调查评估及各方意见采纳情况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建议四、重点领域中的 (二
)

高端化发展医疗器械产业,支 持医疗器械企业技术改造的部

分内容进行修改。培育医疗器械领军企业的部分内容进行修

改。(三 )特色化发展保健食品产业,实施品牌培育提升工

程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建议五、主要工程中的(二 )

人才工程,人才留用与激励机制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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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和旅游局意见:建议二、总体要求中的 (三 )发展

目标,聚集效应更显;三 、区域布局中的 (三 )全域协同 ,

茌平区;四 、重点领域中的 (四 )多 样化发展中医药健康产

业,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建议三、区域布局中的 (二
)

两带拓展,林下大健康区域发展带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东阿县意见:建议四、重点领域中的 (一 )集群化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大力发展生物药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高唐县意见:建议三、区域布局中的 (三 )全域协同 ,

高唐县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

五、风险分析、评判及风险识别清单

1.合法性:文件制定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山

东省医养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⒛ 23-2027年 )》。

2.合理性 :《发展规划》分为基础环境、总体要求、区

域布局、重点领域、主要工程、保障措施等六大部分。基础

环境包括发展基础、存在问题、发展环境 ;总 体要求包括指

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区域布局包括根据聊城市各

县 (市 、区 )大健康产业发展基础、区位优势、生态优势、

资源要素配置条件以及发展定位 ,推 动大健康产业集聚化、

特色化发展 ,构建
“三核引领 (生 物医药、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 ),两 带拓展 (文旅康养带、林下经济带 )、 全域协同 (一

县一策一品 )” 的大健康产业发展新格局;重 点领域包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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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化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化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特色化

发展保健食品产业、多样化发展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化发

展
“
新业态”

健康产业;主 要工程包括雁阵型产业集群提升

工程、人才工程、科技创新助力工程、智慧健康赋能工程、

营商环境优化工程;保 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协调联动

机制、强化综合监管、完善监测评价。

3.可 行性 :《发展规划》的实施将使制约大健康产业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有效破解 ,市场体系加速完善,形 成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规范、行业自律的良好发展氛围 ,

营商环境更加优化。大健康产业政策支持、统计监测、行业

规范及标准等体系持续健全。整体来看,该 《发展规划》目

标明确,内 容全面,符合实际,可行性强。

六、应急处置方案和风险化解措施

(一 )加 强舆论宣传。围绕各项工作举措,做好政策解

读和宣传 ,及 时回应社会关切,加 快构建现代化大健康产业

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 )强 化风险意识。从思想上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定

期对 《发展规划》内容进行不稳定因素排查。对于可能发生

的舆情,提前疏通,宣 导,并建立处置预案。一旦发生突发

事件或是出现苗头,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工作正确引导。

(三 )凝聚形成工作合力。成立由市领导亲自挂帅的大

健康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 筹规划和指导产业发展。组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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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顾问团队,提供专业建议、行业指导和信息支持,促进行

业交流与合作。

七、评估结论

总体来看 ,《 发展规划》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程度低 ,

但仍需注意加强对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个体矛盾冲突的

防范,并 随时监控进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发生。

评估人:勿
甲裤 筏吹殇

硪枫
2024~年L10'闩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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