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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僩治区、直底市人民政府漓国务敡各忧委、各直属机构: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惌墀标志漓枃攱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中

央、国务敡发布《瀡健康中国 2030瀢壃划纲墀》漓提出了健康中国建媽的目标和任务。党

的十九大作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惌大决策忧乱漓强嬂坚持枃攱为主漓倡导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漓枃攱控制惌大疾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幫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漓

动员全社会匼实枃攱为主方掇漓实施健康中国坋动漓提槗全民健康水平漓现提出以下

意壀。 

一、坍动俍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晨开放以来漓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劶得了摾岲发展漓居民主墀健

康指标总体优于中槗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斎着工业化、城摆化、人口伀溃化廚程加快漓

我国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疾病嬰不断发生变化。心倐圿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糖尿病等慢性晝传染性疾病导僳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8%漓导僳的疾病

尞担占疾病总尞担的 70%以上。居民健康知嫅知晓率偏低漓吸烟、廆惎桭恑、缺乏携

炼、不合理傲柞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庂普彌漓由此引屶的疾病擭林日益突出。侜炎、

结核病、兽滋病等惌大传染病攱控形势仍然严峻漓精神卫生、佋业健康、地方病等方

晡擭林不容忽壅。 

为坚持枃攱为主漓把枃攱摆在更加突出的位乭漓积极有效应对当前突出健康擭林漓必

杺关口前移漓惈取㘊效干枅措施漓细化匼实《瀡健康中国 2030瀢壃划纲墀》对普及健康

䐠㰼、优化健康㘎务、建媿健康䊰境等忧乱漓余焦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影响人民健



康的惌大疾病和突出擭林漓实施䒿䓆枅攳和健康促廜䖅中撀㘠坍动漓健全全社会匼实

枃攱为主的制度体系漓持之以恒加以推廚漓努力使亣众不生病、少生病漓提槗生活尧

惎。 

二、总体墂㭃 

漏一漐指导思想。以习廐平新时代中国特共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漓全晡尮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漓坚持改晨创新漓尮

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掇漓强化政府、社会、个人尢任漓加快推动卫生健康工作

理念、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幫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漓建立健全健康教侱体系漓

普及健康知嫅漓引导亣众建立正确健康壁漓加强早期干枃漓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

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漓延摾健康寿命漓为全方位全周期保斛人民健康、建媽健康

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漏二漐基本原则。 

普及知嫅、提升素养。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廚全民健康的前提漓根据不同人亣特点

有掇对性地加强健康教侱与促廚漓媨健康知嫅、坋为和技俼成为全民普彌具备的素尧

和俼力漓实现健康素养人人有。 

僩主僩律、健康生活。倡导每个人是僩己健康第一尢任人的理念漓激发居民热爱健康、

廼求健康的热情漓养成符合僩嶪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漓合理傲柞、科学廏动、

戒烟敏恑、心理平坠漓实现健康生活少生病。 

早期干枃、完善服务。对主墀健康擭林及影响因素尽早惆取有效干枃措施漓完善攱治

策略漓推动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晨漓提供系统廝续的枃攱、治疗、康复、健康促廚

一体化服务漓加强医疗保斛政策与健康服务的坓接漓实现早嫉早治早康复。 

全民参与、共建共享。强化峧忧擧协作漓渒励和引导单位、社区漏村漐、家庭和个人坋



动屶来漓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动员、人人尽尢尽力的兮好局晡漓实现健康中

国坋动湏参与。 

漏三漐总体目标。 

到 2022 年漓健康促廚政策体系基本建立漓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槗漓健康生活方式

加快推广漓惌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岊势得到彎制漓惌点传染病、严惌精神斛碍、地方

病、佋业病得到有效攱控漓僳残和死亡柍敨式步敌低漓惌点人亣健康状况显卖改善。 

到 2030 年漓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漓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漓居民主墀健康影响

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漓因惌大慢性病导僳的廆早死亡率明显敌低漓人均健康枃期寿命得

到庂大提槗漓居民主墀健康指标水平廚入槗收入国家坋列漓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三、主墂任务 

漏一漐全方位干枃健康影响因素。 

1.实施健康知嫅普及坋动。维护健康旿墀掌握健康知嫅。晡向家庭和个人普及枃攱疾

病、早期发现、紧急救援、及时就医、合理用剮等维护健康的知嫅与技俼。建立并完善

健康科普专家库和屃源库漓构建健康科普知嫅发布和传播机制。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廚与教侱的激励约束。渒励各级电台电壅台和其他媒体开办优尧

健康科普冁目。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于 22%和 30%。 

2.实施合理傲柞坋动。合理傲柞是健康的基础。掇对一儫人亣、特定人亣和家庭漓余焦

柞堂、栏厅等场所漓加强匤养和傲柞指导。渒励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漓研究完

善盐、油、糖包埄标准。修媡枃包埄柞品匤养标签弙则漓推廚柞品匤养标准体系建媽。

实施尪困地区惌点人亣匤养干枃。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成人侤俕增摾率持续减缓漓

5 岁以下儿童生摾廞缓率分别低于 7%和 5%。 

3.实施全民健嶪坋动。生命在于廏动漓廏动旿墀科学。为不同人亣提供掇对性的廏动健



嶪方案或廏动指导服务。努力打弟百姓嶪庸健嶪组织和瀡15 分掞健嶪圈瀢。推廚公共体

侱媽施免尸或低收尸开放。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把槗校学

生体尧健康状况纳入对槗校的伂核嫃价。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城乡居民庽到《国民

体尧测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分别不少于 90.86%和 92.17%漓经常参加体侱携炼

人数比例庽到 37%及以上和 40%及以上。 

4.实施控烟坋动。吸烟严惌危害人民健康。推动个人和家庭充分了壢吸烟和二手烟暴昱

的严惌危害。渒励枅导干忧、医务人员和教师发挥控烟引枅作用。把各级党政机关建

媽成无烟机关。研究利用税收、价格嬂冁等综合手段漓提槗控烟成效。完善卷烟包埄

烟剈危害婥示内容和形式。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全晡无烟法壃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

庽到 30%及以上和 80%及以上。 

5.实施心理健康促廚坋动。心理健康是健康的惌墀组成忧分。弙廆心理健康教侱、咨嫡、

治疗、危机干枃等方式漓引导公众科学缓壢压力漓正确媣嫅和应对常壀精神斛碍及心

理坋为擭林。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乐络漓加强心理健康人才培养。建立精神卫生综合管

理机制漓完善精神斛碍社区康复服务。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提升到 20%和 30%漓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岊势减缓。 

6.实施健康环境促廚坋动。兮好的环境是健康的保斛。向公众、家庭、单位漏企业漐普

及环境与健康相关的攱护和应对知嫅。推廚大气、水、土壤污染攱治。推廚健康城市、

健康村摆建媽。建立环境与健康的嬂查、监测和柍敨嫃估制度。惆取有效措施枃攱控

制环境污染相关疾病、归峮交弙伤害、消尸品尧惎安全事故等。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

居民桭用水水尧庽标情况明显改善漓并持续改善。 

漏二漐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 

7.实施妇幼健康促廚坋动。孕产期和婴幼儿时期是生命的屶点。掇对婚前、孕前、孕期、



儿童等攵段特点漓积极引导家庭科学孕侱和养侱健康新生命漓健全出生缺敶攱治体系。

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漓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促廚生殖健

康漓推廚农村妇女宫枇癌和乳偹癌检查。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婴儿死亡率分别控制

在 7.5瀚及以下和 5瀚及以下漓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敌到 18/10 万及以下和 12/10 万

及以下。 

8.实施中小学健康促廚坋动。中小学生处于成摾发侱的关搭攵段。动员家庭、学校和社

会共同维护中小学生嶪心健康。引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漓携炼健康体橃漓枃

攱廐壅、侤俕等疾病。中小学校按壃定开湏开岲体侱与健康嫽程。把学生体尧健康状

况纳入对学校的绩效伂核漓结合学生年溃特点漓以多种方式对学生健康知嫅廚坋伂嫔

伂查漓将体侱纳入槗中学业水平测嫔。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国家学生体尧健康标准

庽标优兮率分别庽到 50%及以上和 60%及以上漓全国儿童晑少年总体廐壅率力争每年敌

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漓新发廐壅率明显下敌。 

9.实施佋业健康保护坋动。劳动伄依法享有佋业健康保护的权利。掇对不同佋业人亣漓

倡导健康工作方式漓匼实用人单位主体尢任和政府监管尢任漓枃攱和控制佋业病危害。

完善佋业病攱治法壃标准体系。渒励用人单位开展佋工健康管理。加强尘侹病等佋业

病救治保斛。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接尘工溃不岲 5 年的劳动伄新发尘侹病报告例数

占年度报告总例数的比例实现明显下敌漓并持续下敌。 

10.实施伀年健康促廚坋动。伀年人健康快乐是社会文明廚步的惌墀标志。晡向伀年人

普及傲柞匤养、体侱携炼、定期体检、健康管理、心理健康以及合理用剮等知嫅。健全

伀年健康服务体系漓完善居家和社区养伀政策漓推廚医养结合漓探索摾期护理保敨制

度漓打弟伀年宜居环境漓实现健康伀溃化。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65 僲 74 岁伀年人

失俼发生率有所下敌漓65 岁及以上人亣伀年期痴呆患病率增弞下敌。 



漏三漐攱控惌大疾病。 

11.实施心倐圿管疾病攱治坋动。心倐圿管疾病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引导居民

学习掌握心侹复凎等僩救互救知嫅技俼。对槗危人亣和患伄开展生活方式指导。全晡

匼实 35 岁以上人亣梕嫉测圿压制度漓加强槗圿压、槗圿糖、圿倁异常的壃刂管理。提

槗敡前急救、晘倈溶栓、动倈取栓等应急处乭俼力。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心倐圿管

疾病死亡率分别下敌到 209.7/10 万及以下和 190.7/10 万及以下。 

12.实施癌症攱治坋动。癌症严惌影响人民健康。倡导积极枃攱癌症漓推廚早筛查、早

嫉断、早治疗漓敌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漓提槗患伄生存尧惎。有序扩大癌症筛查刂

围。推广应用常壀癌症嫉疗壃刂。提升中塾忧地区及基层癌症嫉疗俼力。加强癌症攱

治科技攻关。加快临床急旿剮物审嫃审批。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总体癌症 5 年生存

率分别不低于 43.3%和 46.6%。 

13.实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攱治坋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惌影响患伄生活尧惎。引导

惌点人亣早期发现疾病漓控制危敨因素漓枃攱疾病发生发展。探索槗危人亣梕嫉测惎

侹功俼、40 岁及以上人亣体检检测侹功俼。加强慢攺侹患伄健康管理漓提槗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侹功俼检查俼力。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70 岁及以下人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死亡率下敌到 9/10 万及以下和 8.1/10 万及以下。 

14.实施糖尿病攱治坋动。我国是糖尿病患病率增摾最快的国家之一。提示居民关注圿

糖水平漓引导糖尿病前期人亣科学敌低发病柍敨漓指导糖尿病患伄加强健康管理漓延

廞或枃攱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加强对糖尿病患伄和槗危人亣的健康管理漓促廚基层糖

尿病及并发症筛查标准化和嫉疗壃刂化。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糖尿病患伄壃刂管理

率分别庽到 60%及以上和 70%及以上。 

15.实施传染病及地方病攱控坋动。传染病和地方病是惌大公共卫生擭林。引导居民提



槗僩我攱刂意嫅漓媱究个人卫生漓枃攱疾病。充分媣嫅疫凖对枃攱疾病的惌墀作用。

倡导槗危人亣在流感流坋季冁前接种流感疫凖。加强兽滋病、病毒性侜炎、结核病等

惌大传染病攱控漓努力控制和敌低传染病流坋水平。强化寄生啪病、桭水型燃煤型氟

砷中毒、大榧冁病、氟榧症等地方病攱治漓控制和消散惌点地方病。到 2022 年和 2030

年漓以乡漏摆、坖归漐为单位漓弁溃儿童免疫壃划疫凖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四、䷅䷈实施 

漏一漐加强组织枅导。国家层晡成立健康中国坋动推廚委员会漓制定印发《健康中国

坋动漏2019瀥2030 年漐》漓细化上廯 15 个专杸坋动的目标、指标、任务和佋尢分工漓

统筹指导各地区各相关忧擧加强协作漓研究疾病的综合攱治策略漓做好监测伂核。墀

根据医学廚步和相关技术发展等情况漓弁时组织修媡完善《健康中国坋动漏2019瀥2030

年漐》内容。各地区墀结合实敄健全枅导推廚工作机制漓研究制定实施方案漓式杸抓好

任务匼实。各相关忧擧墀按照佋尢分工漓将枃攱为主、攱病在先嚌入各杸政策举措中漓

研究具体政策措施漓推动匼实惌点任务。 

漏二漐动员各方广泛参与。凝余全社会力惎漓形成健康促廚的强大合力。渒励个人和

家庭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坋动漓匼实个人健康尢任漓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各单位特别是

各学校、各社区漏村漐墀充分挖掘和利用僩嶪屃源漓积极开展健康细保工程建媽漓创弟

健康支持性环境。渒励企业研发生产符合健康旿求的产品漓增加健康产品供给漓国有

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墀作出坧率。渒励社会捐屃漓依托社会力惎依法成立健康中国坋

动基惐会漓形成屃惐来源多元化的保斛机制。渒励惐嚌机构创新健康类产品和服务。

卫生健康相关坋业学会、协会和亣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墀充分发挥作用漓指导、

组织健康促廚和健康科普工作。 

漏三漐健全支撑体系。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媽和人才培养漓提槗疾病攱治和应急处乭



俼力。加强尡政支持漓强化屃惐统筹漓优化屃源恌乭漓提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杸目、惌

大公共卫生服务杸目屃惐使用的掇对性和有效性。加强科技支撑漓开展一批影响健康

因素和疑施惌症嫉疗攻关惌大嫽林研究漓国家科技惌大专杸、惌点研发媠划墀给予支

持。完善相关法律法壃体系漓开展健康政策审查漓保斛各杸任务匼实和目标实现。强

化信息支撑漓推动忧擧和区域擳共享健康相关信息。 

漏四漐注惌宣传引导。惆取多种形式漓强化儅媹宣传漓及时发布政策壢嫺漓回应社会关

切。媽立健康中国坋动专林乐站漓大力宣传实施健康中国坋动、促廚全民健康的惌大

意义、目标任务和惌大举措。编制亣众喜擺乐壀的壢嫺材料和文兹作品漓以有效方式

引导亣众了壢和掌握必备健康知嫅漓峴坋健康生活方式。加强科学引导和典型报归漓

增强社会的普彌媣知漓匤弟兮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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