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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健康中国2030规划明确提出了普及健康生活、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等发展重

点，致力于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提升企业员工的健康状况高度契合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

方向。

根据对中国员工和雇主的广泛调研，我们发现企业员工健康状况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员工的平均健康年龄指数显著高于实际年龄，这表明，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员工的预期

寿命出现了4.3岁的“健康赤字”。如今，许多员工正在受到身心健康问题的困扰。员工不

佳的健康状况不但影响他们的出勤率，还导致生产力下降。故而，雇主的业务成果也会受

到负面的影响。

当前，大多数雇主并未制定健康福利策略，也没有设置年度健康预算。尽管员工非常

看重雇主在健康方面的保障，但现有的服务仍低于预期——商业健康保险和其他健康福利

的覆盖率依然很低。如果雇主可以更加重视员工的健康问题，那么健康状况和业务成果将

得到显著改善。

中国企业员工健康洞察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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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员工存在较大的健康问题

1.1 健康年龄（Vitality age）

“Vitality age”1（健康年龄 /健康年龄指数）旨在通过衡量与生活方式相关的行为和

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来计算一个人的健康年龄。“健康年龄差距”是指“健康年龄”与实

际年龄之间的差异。

健康年龄 = 实际年龄 + 人口预期寿命 - 个体预期寿命

健康年龄低于实际年龄，表明与具有相同年龄和特征的平均个体相比，估计的额外剩

余生命年数，即该人的预期寿命比平均寿命更长。

健康年龄高于实际年龄则是一个负面的信号，表明剩余的生命年数低于平均值，健康

年龄与实际年龄之差等于估算出的相比预期寿命的变化。

1“ 健康年龄 /健康年龄指数”(Vitality Age)算法由南非金融服务集团Discovery集团自主研发。该算法已通过兰德欧
洲（Rand Europe）发布的出版物验证。 

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所有受访者整体的
平均健康年龄差距为4.3岁

较年轻的员工和男性员工
面临更多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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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的平均健康年龄差距要大于
老年人

• 男性（平均健康年龄差距：4.5岁）
在所有年龄段的年龄差距均略大于
女性（平均健康年龄差距：4.1岁）

实际年龄

健康年龄差距
女性

健康年龄差距2

男性

来源：员工问卷；雇主问卷；BCG分析。
1旨在通过衡量与生活方式相关的行为和其他风险因素的影响来计算一个人的健康年龄。健康年龄差距是指健康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差异。
健康年龄=实际年龄+人口预期寿命 -个体预期寿命。

2健康年龄高于实际年龄是一个负面信号，表明剩余的生命年数低于平均值。

图 1 | 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员工的平均健康年龄 1显著高于其实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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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79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雇主，以及约1,700位员工进行了调研。调研发现，

中国员工的总体平均年龄差距为4.3（参阅图1）。这意味着，基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

员工的预期寿命将比整体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要短4.3岁。从健康年龄差距的角度来看，

年轻员工和男性员工所面临的健康问题更多。从年龄段来看，年轻人的平均健康年龄差距

要大于老年人。从性别来看，所有年龄段的男性平均年龄差距均略大于女性。

1.2 对受访者健康状况的深入分析表明，企业的员工们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着临床
健康问题的困扰（参阅图2）。

在33岁以上的员工中，超过20％存在超重的问题（BMI>25）。但是，所有年龄段的

男性受访者的BMI均高于正常水平。就其他健康检查指标而言，在了解自己血压状况的

1,373名受访者中，约有 3％的人患有高血压。在了解自己胆固醇水平的1,277名受访者中，

约有10％的人胆固醇水平异常。在1,297名清楚自己空腹血糖水平的受访者中，约有7％的

人空腹血糖水平出现异常。在慢性疾病方面，有19％的受访者患有至少1种慢性疾病（例

如哮喘、严重过敏、心脏病、偏头痛等），这些疾病已由专业医务人员诊断为持续或预期

持续12个月或更长时间。

1.3 员工的身体健康问题可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致（参阅图3）。

• 在吸烟方面，有23％的受访者曾经或正在吸烟，14％的受访者目前仍没有戒烟。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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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超重%
（BMI>25） 高血压 % 1 高胆固醇 %2 空腹血糖高 %3 慢性疾病 %4

来源：员工问卷；雇主问卷；BCG分析。
1收缩压高于140 mmHg和 /或舒张压高于90 mmHg。
2高于5.2 mmol/L。
3高于6.1 mmol/L。
4包括哮喘、心脏病、肾脏疾病、癌症、肺部疾病等。

图2 | 身体健康：受访者或多或少患有健康问题，并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波士顿咨询公司 ·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

中国企业员工健康洞察报告20194

有年龄段的吸烟受访者中，男性的比例都较高，39％的男性受访者曾经或现在吸烟，

而女性受访者的比例为11％。目前仍在吸烟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差距为14.4，大大高

于从不吸烟或过去吸烟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差距2.7。在229名目前仍在吸烟的受访者

中，尽管18％的受访者表示现在愿意戒烟，但仅有7％的受访者已经采取了行动，这

可能是由于缺乏来自雇主的戒烟计划支持所致。

• 在饮酒方面，38％的受访者面临着饮酒过量的问题。在所有年龄段饮酒过量的受访者

中，男性所占比例都较高。饮酒过量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差距为6.1，大大高于从未酗

酒的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差距3.8。在目前有酗酒问题的642位受访者中，只有14％的受

访者希望减少饮酒量，也希望雇主可以提供一些针对饮酒问题的咨询服务。

• 在运动方面，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平均花4.1小时参加散步或骑车上班等中等强度的

运动。如果从性别差距来看，男性的平均中等强度运动时间为每周4.7小时，女性的

平均时间为每周3.7小时。所有年龄段男性的中等强度运动平均时长都超过女性。另外，

每周进行少于7小时中等强度运动的受访者平均年龄差距为4.4，远超过每周进行超过

7小时中等强度运动的受访者3.6的平均年龄差距。在1,700名受访者中，有35％的受

访者知道自己的健康水平有待提高，但现在不愿多加锻炼；23％的受访者希望增加运

动和健身水平。

饮酒

锻炼

营养

吸烟

• 有23%的受访者曾经或目前在吸烟

• 有14%的受访者目前仍在吸烟

• 在所有年龄段吸烟的受访者中，男性的比例
都较高1

• 38%的受访者面临着饮酒过量的问题2

• 在所有年龄段饮酒过量的受访者中，男性所占比
例都较高

• 每周进行中度运动（例如散步或骑自行车上班）的
平均时间为4.1小时

• 所有年龄段男性的中等运动平均时长都超过女性

• 约30%的受访者每周食用水果和蔬菜少于4次
• 约50%的受访者每周食用坚果和全谷物少于4次
• 70%以上的受访者每周食用加工肉类超过一次

员工状态 健康年龄差距

vs
目前吸烟 从未/曾经吸烟

14.4 2.7

vs
饮酒过量 从未饮酒过量

6.1 3.8

vs
适度运动
<7小时/周

适度运动
>=7小时/周

3.74.4

vs
水果、蔬菜、坚果
摄入量<每周4次

水果、蔬菜、坚果
摄入量>=每周4次

4.04.4

来源：员工问卷；雇主问卷；BCG分析。
1在229名目前仍在吸烟的受访者中。
2在目前有饮酒过量问题的642位受访者中：如果是男性，一次喝4杯葡萄酒、8小杯烈酒或5大瓶啤酒，甚至更多；如果是女性，一次喝3
杯葡萄酒、6小杯烈酒或4大瓶啤酒，甚至更多。

图3 | 员工的身体健康问题可能是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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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营养方面，受访者普遍表示，他们对于新鲜水果、蔬菜、坚果和种子、全谷类食物

的营养摄入频率低于推荐范围，而加工肉类的摄入则大大高于建议范围。约30％的受

访者表示，他们每周食用水果和蔬菜的次数少于4次；约50％的受访者每周食用坚果

和全谷物也少于4次；7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每周会食用超过一次的加工肉类。在1,700
名受访者中，有28％的受访者知道他们的饮食结构有待改善，但暂时不想马上采取行

动；也有19％的受访者积极表示希望改变饮食习惯，也希望获得帮助。

1.4 不少员工同时也在遭受不良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低，
焦虑感加剧（参阅图4）。

大约7％的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很差或非常差的程度，如果从0（完全不满意）

到10（完全满意）打分，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平均分仅为3.2，而处于良好或非常好

的健康状态的受访者评分为6.0。与处于良好或非常好心理状态的员工相比，心理状态较差

或非常差的受访者感到更焦虑、更不快乐、生活也更没有意义。

心理健康状况差或很差的员工
往往会感到满足感降低和焦虑感加剧

心理健康
生活满意度
评分
n=1,700 

生活价值感
评分
n=1,700

幸福感
评分
n=1,700

焦虑感
评分
n=1,700

7%的员工
心理健康状况差或很差

非常差
差

平均

好

非常好

合计7%

6.0

5.4

3.2

6.0

5.5

3.8

6.4

5.7

3.8 4.6

3.1

2.5状况好及非常好

总体平均值

状况差及很差

371
（22%）

496
（29%）

713
（42%）

98（6%）
22（1%）

来源：员工问卷；BCG分析。

图4 | 心理健康：7%的员工精神健康状况较差，因此感到生活满足感下降和焦虑感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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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雇主的业务成果受到员工健康状况不佳的负面影响

2.1 员工不佳的健康状况正在影响他们的出勤率，也导致生产力下降（参阅图5）。

根据受访雇主的统计，由于员工的健康问题而导致他们平均缺勤的天数为每年9天，

损失天数占每年工作日总数的3.6%。在受访的1,700名员工中，有13％的员工在过去7天
由于健康问题损失了超过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另有25％的员工失去了低于8小时的工作

时间。此外，10％的员工在工作效率上曾受到过严重的负面影响，另有43％的员工也受到

了轻中度的负面影响。

3.6%

损失低于
8小时

216
（13%）

433
（25%）

1,051
（62%） 无损失

损失超过
8小时9.0每年因员工患病

或缺勤而损失的
工作日天数

在每年工作日
总数中的占比

过去一周由于健康问题导致工
作时长损失的员工占比

员工因患病或缺勤而损失
的工作日数量1

健康问题（身体和/或精神）
影响工作效率2

38%的员工
由于健康问
题导致工作
时长流失

53%的员工
因健康问题
影响工作效率

163
（10%）

轻中度影响726
（43%）

无影响811
（48%）

严重影响

健康问题导致的
工作日流失显著

由于健康原因导致的工作时长
损失问题在员工中普遍存在

53%的员工报告称
健康问题影响了工作效率

来源：员工问卷；企业问卷；BCG分析。
132家企业的员工工作日统计数据。
2轻中度影响：评分1—5级；严重影响：评分6—10级。

图5 | 员工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缺勤、工作时间减少以及生产力下降



波士顿咨询公司 ·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2月

中国企业员工健康洞察报告2019 7

3. 中国雇主对在员工健康方面提供支持的重视程度远未达预期

3.1 在战略层面上，大多数雇主没有制定健康福利战略，也未制定健康保障的年

度预算（参阅图6）。

企业没有针对员工制定健康福利战略规划，而高层管理人员对员工健康的关心程度也

较低。在参与调查的79家公司中，只有28家公司（占样本量的35％）制定了健康福利战

略。此外，在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级别，有关员工健康的讨论频率明显低于中层管理人员

和所有员工级别。许多雇主都没有为健康保障设定年度预算。在回答了年度预算问题的71
家公司中，只有2家公司（占样本量的3％）的年度预算涵盖主要的健康保障，包括健康促

进、缺勤管理、普通员工援助计划、社会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和其他医疗福利（例如

体检或牙科保健）。有7家公司（占样本量的10％）不具备任何上述形式的健康保障。目前，

大多数公司对健康保障投资的关注不足，在79家公司中，只有33％的公司会衡量健康保障

的投资回报率。

3.2 员工非常看重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障，但现有服务却低于预期（参阅图7）。

数据显示，有70％的员工认为雇主的健康保障很重要，包括健康食品、心理支持、医

疗服务、体育锻炼、商业健康保险和戒烟计划。但是，目前雇主的服务水平却不令人满意。

约40％的雇主无法提供心理健康保障和医疗服务。超过50％的雇主未能为体育活动、商业

健康保险和戒烟计划的开展提供便利。

27%

34%

58%

56%

47%

52%

23%

24%

大多数雇主并未建立员工身心健康战略，
并且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度低

而且许多雇主没有为员工健康保障
设定年度预算

仅35%的
企业设立有
员工身心
健康战略

缺勤管理

社保

身心健康促进 42%

常规员工援助计划

其他健康福利1

商业健康保险

62%

以上皆无

31%

25%

25%

21%

10%

35%

讨论员工身心
健康的层级

董事会层面

执委会层面

中级管理层

全体员工层面

您是否为以下活动
预留了年度预算？

（多选）

样本量占比（%）
每年都讨论员工
健康的企业占比

从不讨论员工健康
问题的企业占比

n=79 n=79 

来源：企业问卷；BCG分析。
1例如体检或牙科保障。

图6 | 大多数企业在战略规划或年度预算中都没有强调员工身心健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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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健康保险方面，商业健康保险和其他健康福利的覆盖率依然很低（参阅图8）。

在79家公司中，大多数公司（占样本量的98％）为员工提供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了

90％的全职员工。46％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商业健康保险，覆盖60％的全职员工和22％员工

的配偶和家属。25％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其他健康福利（例如体检或牙科保健），覆盖66％
的全职员工和37％员工的配偶和家属。

心理健康支持

71%

80%

戒烟行动

商业健康保险

健康食品

医疗服务2

健身活动

73%

72%

68%

65%

企业提供以下哪项福
利对您来说很重要？1

（多选）

认为此项福利重要的员工占比
n=1,700 

员工普遍认为企业的健康保障很重要 但是许多企业没有提供这些健康保障

提供以下健康福利的企业占比
n=79

医疗服务

81%

健身活动

健康食品

心理健康支持 59%

商业健康保险

戒烟行动

59%

49%

46%

46%

来源：员工问卷；企业问卷；BCG分析。
1调研中认为此项福利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员工人数。 
2类似在线或现场医疗咨询。

图7 | 员工高度重视企业的健康保障，但现有服务却未达预期

健康保障

98%

46%

25%

60%

90%

66%

22%

37%

社保 不适用

商业
健康保险

其他
健康保障1

提供该类保障的雇主比例 全职员工参保比例 配偶及连带被保人参保比例
n=79 n=79 n=79

来源：雇主调查问卷；BCG分析。
1例如体检或牙科保障。

图8 | 在中国，提供商业医疗保险和其他保障的雇主数量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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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强调健康保障的企业工作的员工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较小

有迹象表明，衡量方案或计划投资回报的雇主会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员工健康保障战略

和研究结构。对健康保障的重视有助于减少员工由于健康问题所导致的旷工情况，同时提

高生产率。

• 与注重健康保障的公司相比，不太重视健康保障的公司员工每年由于健康问题会多休

假7天（对于衡量方案或计划投资回报的公司，在过去的7天里，员工由于健康问题

而缺勤的平均时间大约为2.9个小时，占总工作时间损失的46.4％。但是，对于不衡量

方案或计划投资回报率的公司，在过去的7天里，员工由于健康问题而缺勤的平均时

间约为4.0小时，占总工作时间损失的48.7％）。

• 对于衡量方案或计划投资回报的公司，健康问题（身体和 /或心理问题）对员工生产

率的影响评级为1.8，明显低于不衡量方案或计划投资回报的公司的评级2.2。

案例分析：A公司是本次调查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通过全面的健康福利计划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缺勤0.83天，健康年龄差距为2.45年）。A公司是一家基于互联网的金
融服务公司。管理层充分重视员工的健康，已经制定了明确清晰的健康战略，每个季度都
会在管理层和员工级别公开讨论健康问题。这种重视程度也随之带来了公司的各种健康计
划，包括在公司内设置健身房、组建跑步俱乐部、为员工提供健康食品以及心理健康保障等。
此外，还允许并鼓励员工在上班时间进行体育锻炼。接近100％的员工获得了社会保险和
商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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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波士顿咨询公司：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与商界以及社会领袖携手并肩，帮助他们在应对最严峻挑战
的同时，把握千载难逢的绝佳机遇。自1963年成立伊始，BCG便成为商业战略的开拓者和
引领者。如今，BCG致力于帮助客户启动和落实整体转型——推动变革、赋能组织、打造
优势、提升业绩。

组织卓越要求有效整合数字化能力和人才。BCG复合多样的国际化团队能够为客户提
供深厚的行业知识、职能专长和深刻洞察，激发组织变革。BCG基于最前沿的技术和构思，
结合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为客户量身打造符合其商业目标的解决方案。BCG创立的独特
合作模式，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面紧密协作，帮助客户实现卓越发展。

如需获得有关BCG的详细资料，请发送邮件至：GCMKT@bcg.com。

如欲了解更多BCG的精彩洞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名称：BCG波士顿咨询；
ID：BCG_Greater_China；或“BCG洞察”小程序：

BCG官微 BCG报告集锦

mailto:GCMKT%40bcg.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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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健康险自2005年成立至今，始终以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为己任，积极投身健康保险
事业，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医保体系形成互补。

作为中国专业健康保险先行者，平安健康险依托平安集团世界500强金融保险集团的
综合实力，汲取南非Discovery健康保险公司的成功经验，在平安集团大医疗健康战略支持
下，确立了“保险保障+就医服务+健康管理”的经营理念。

近年来，平安健康险已在多方面取得显著优势，不仅在中国高端团险市场占据领先地
位，还积极探索互联网个人业务新模式，开创百万医疗险市场先河；医疗服务网络覆盖全
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搭建HEART智能风险预测平台，研发国内领先的健康数据分析模
型，有效提升产品定价准确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同时，公司还设立创新实验室，致力于推
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健康险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让更多的人享受优质、个性化的健康
险服务。

平安健康险正朝着成为中国领先的科技健康险公司的目标持续前行。未来，平安健康
险将持续面向高端、中高端、中端、大众市场推出多样化的创新型产品，并不断培育新的
业务增长点。此外，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平安健康险亦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秉承社会
责任，为健康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如欲了解更多平安健康险的资讯，请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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