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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简报 
（总第 1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8 日 

 

中日肿瘤防控研讨会 

 

时间：2018 年 4 月 8 日下午 2 时至晚上 6 时 30 分 

地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C 

主持人： 

中国海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韩英伟 

讨论嘉宾：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 

日本自由民主党干事长代理林干雄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 

中国海南省副省长王路 

日本前首相、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福田康夫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院长吴皓 

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千博集团董事长蒋晓松 



 

2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 

日本厚生劳动省审议官佐原康之 

中国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徐瑞华 

日本顺天堂大学医学系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教授堀江重郎 

中国贝达药业董事长千人计划专家丁列明 

日本神奈川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长辻井博彦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东医院教授土川俊彦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姜斯宪 

 

主要观点： 

 中日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卫生领域交流颇多。 

 中日两国策划的“万泉城”项目，有利于推动两国肿瘤防控事业

共同发展。 

 博鳌论坛联接中日两国癌症防控事业。 

 中国肿瘤防治工作成绩显著，但仍面临较多挑战。 

 一方面要对癌症进行及时预防和治疗，另一方面应对于病患进行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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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肿瘤的有效防控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首要卫生

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的肿瘤防控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和进步，

肿瘤防控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全球交流及实践为此也提供了平台和支

撑。中国和日本是亚洲肿瘤防控能力较强的国家，中日肿瘤的遗传

背景和结构相似，中日医学交流前景广阔。而今年是中日友好条约

签订 40 周年，在这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举办中日肿瘤防控研讨会具

有特别的意义。 

 

中日两国肿瘤防控现状 

曾益新介绍了中国肿瘤防控工作的现状和进展，中国的肿瘤防

治工作稳步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绩表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肿瘤的防控体系逐步建成；第二，中国初步建立了肿瘤登记

制度，第三，癌症早诊早治政策效果显著；第四，癌症的规范化诊

疗水平不断提高；第五，癌症诊疗能力进一步提高；第六，抗癌药

物逐步提高；第七，癌症防治科技创新投入不断增加；第八，全民

防癌抗癌的社会氛围逐步形成。 

王路指出，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医疗健康事业发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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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治理和实施的全过程。在防癌方面，海南省

也出台了海南省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开展健康教育，组建海南

省肿瘤专科医疗联合体。中日将在博鳌建立中日高端医疗研发基地，

与日本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共同来防治癌症。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批

准在海南创建临床医学创新中心，国家科技部也批准在海南进行部

省共建，建立医学高新技术的转化中心。 

 

搭建中日医疗合作交流的平台 

陈晓东认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

日在博鳌搭建的医疗合作的全新平台，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

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加强公共

卫生建设，积极致力于提高防癌能力，同样作为老龄化国家，日本

在防癌方面积累了领先的经验，两国合作前景巨大，前景十分广阔。 

曾益新指出，中日卫生领域交流历史悠久，在卫生等领域取得

了许多的成就，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希望搭建

一个中日医疗合作交流的平台，中国将以博鳌亚洲论坛作为联接中

日两国癌症防控事业的桥梁，联接中日两国医疗卫生界，为两国医

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两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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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康夫提出，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癌症医疗专家以及企业家

将以此次论坛作为为良好的契机，打造一个长期的中日医疗交流平

台，为博鳌的进一步发展，为中日关系更上一层楼做出贡献。 

吴皓发表了四点看法：第一，中日肿瘤防控研讨会旨在搭建一

个各行各业可以共同参与的合作平台；第二，博鳌可以作为国际医

疗旅游的先行区；第三，中日间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离不开两国政

府的支持和认可；第四，与老龄密切相关的肿瘤及相关领域是中日

合作双方的重点，双方愿探索在中国建立中日合作肿瘤临床与研发

机构。 

赫捷提出，中国的癌症防控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为健康中国战

略实施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在肿瘤的防控网络建设上比较

完善，肿瘤规范化治疗和质量控制也建立和完成，同时建立了各种

临床研究的网络和一个比较完善的资源和数据中心，即国家肿瘤大

数据平台。 

毛超峰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批准在海南博鳌乐城设立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同时也赋予医疗先行区九条优惠的政策，

种种政策可以推动中日两国之间在肿瘤防控领域进行合作。海南省

政府也非常乐意通过防控研讨会的举办，为进一步推动中日两国之

间在肿瘤防控方面进行深度的合作提供好服务，提供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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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万泉城“项目 

林干雄提出：中日两国共同策划的“万泉城”项目，有利于中

日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将博鳌培育成一个中日两国的合

作平台。在此次的日中癌症预防治疗论坛中，两国可以相互介绍各

自的最新举措，相互进行交流与借鉴，共同为两国癌症防控作出积

极的努力。 

蒋晓松从定位、项目和时空三个方面介绍了“万泉城“项目。

该项目以抗癌为对象，调动一些现在的全球的设施设备、理念、人

才、医疗手段，在博鳌打造一个专攻癌症的多元载体，一个全方位、

全机构、全元素的抗癌的一体战场。“万泉城”项目包含医治主板块，

疗养康板块群、教科研板块三大板块，项目的特色是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这些和医疗相辅相成。 

 

肿瘤防控工作未来方向 

曾益新发表了中国肿瘤防控的科研方向和策略。第一，实施国

家攻克癌症科技攻关计划，坚持基础和应用转化研究并重，提升癌

症防控水平和能力，构建国家协同创新网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协同攻克癌症；第二，进一步加强一级和二级预防；第三，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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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规范化治疗水平，通过各种学科的建设来提升我们中国整体的肿

瘤防治水平，比如基因检测、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还有质子、重离

子这样一些新的放疗技术。 

和泉洋人认为，癌症在日本不仅仅是治疗，而是包括很多方面

内容。首先要对癌症进行预防和及时治疗，其次对于严重的患者要

做好临终关怀。基于癌症的特点，从人格的角度出发，尊重人的尊

严，通过科学技术提供方方面面的支撑。 

和泉洋人指出，日本现在正在推行亚洲健康倡议，其目的是把

亚洲各国所拥有的各方面的资源、人才、技术、资金等进行优势互

补，构建一个亚洲共享共赢的医疗机制。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可以

携手合作，在技术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弥补日本提供技术等资源，

弥补亚洲各国的不足，提升各国的医疗水平。 

佐原康之指出，日本国内对癌症患者进行诊疗过的医院采用统

一的方法进行癌症登记，把信息搜集起来进行一元化管理，搜集的

信息可以向外部进行提供，患者、研究人员或者是医疗相关人员都

可以使用这个数据。日本要求国内医院接受诊疗的所有的癌症患者，

都需要对患者癌症种类、癌症的治疗经过、死亡具体情况进行搜集

整理。癌症登记制度有利于掌握患者准确的情况，例如，当患者转

院的时候进行及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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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瑞华指出，中国应该鼓励临床研究，特别大型公立医院。公

立医院除了要把精力放到扶持基层上，也要做好创新项目，去做研

究和探索。创新包括：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治疗方案的优化、支撑

平台的建设、诊疗方案的优化和队列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