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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生健康教育发展历程与全民健康素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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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梳理我国卫生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重点从政策、规划，专业教育宣教机构，学术期刊和科
普出版物等方面加以介绍，阐述公众对健康素养的认知以及我国对提升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视和发展。提出

健康教育工作的全面推进、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人口健康事业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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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持续
改善，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前

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已优于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平

均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已由建国初期的３５岁增长
至２０１８年的７７岁；孕产妇、婴儿、５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均大幅下降；传染病防控方面，成功消灭天

花、脊髓灰质炎、白喉等传染病，甲、乙类传染病

总体发病趋势显著下降。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仅得益

于正确的卫生政策引导、医学科技的进步等，同时

与全民健康素养的逐步提升、科学防病治病意识观

念的逐年增强息息相关。

２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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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概述

健康教育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

会教育活动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

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

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新中国成立后的

卫生健康宣教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密结合不

同历史阶段的卫生工作特点及重点，围绕时代和社

会所需，及时、全面且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

作，经历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卫生宣传教育与爱

国卫生运动时期、８０年代的健康教育学科建立与网

络初步形成时期、９０年代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时

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长足发展。进入 ２１世

纪，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步入科学、规范、高效的

发展期，健康教育与卫生新闻宣传有机结合、相互

促进、协同发展。７０年来卫生宣传教育机构和人才

队伍建设逐步加强，健康教育手段和形式日渐丰

富，宣传教育的专业水平不断提升，有力促进各项

卫生工作的开展以及健康事业的进步。

２２　我国健康宣教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健康宣

教工作，发动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开展

人民卫生工作。１９５０年召开的第１届全国卫生会议

提出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

生工作方针［１］。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原卫生部设立

卫生宣传处、 《健康报》社、卫生宣教器材制造所

等机构，负责编写健康宣传材料以及制作宣传器

材。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各省、市、自治区以及

各级卫生防疫站设立卫生宣传科室，各医院在 “扩

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

工作”方针指导下，全面开展病房、门诊和巡诊教

育，使卫生工作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普

及卫生知识，为医学科学的普及奠定基础，达到当

时卫生宣教的目的。

为更好地实施健康宣教，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原

卫生部两次召开全国卫生宣传工作座谈会，１９８１年

召开卫生科普报刊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探

讨进一步加强卫生宣传工作的办法。１９８２年原卫生

部和中华医学会召开农村卫生科普工作座谈会，切

实推进卫生宣传工作在农村地区更好地开展，同年

７月中华医学会召开全国医学科普创作评论会，上

述会议和措施大大推动当时卫生宣传工作的发展和

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

“两个文明”建设，１９８１年中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做了战略部署，全国开展 “五讲四美”活动

并将清洁卫生作为 “五讲四美”的重点和突破口。

改革开放初期，卫生知识宣传主要围绕３个方面：

一是围绕讲文明讲卫生宣传各种知识；二是在爱国

卫生运动、卫生防疫、消灭疾病、医疗保健、优生

优育等卫生工作实践中进行卫生知识和有关措施的

宣传；三是根据不同人群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对医学

科学的求知欲进行医学科学现代化的知识普及。宣

传形式主要以图书报刊及广播电视为主，如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的 《讲卫生》节目、中央电视台 《卫生

与健康》节目，经过省市电台、电视台的转播，成

为及时、灵活、有针对性、覆盖面广的卫生健康知

识宣传平台，在当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１９８９年原卫生部发布 《关于加强健康教育工作

的几点意见》［２］，针对健康教育工作的薄弱环节以

及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健康教

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加强健康教育工作放在重

要位置上。《意见》决定由全国爱卫会办公室负责

统筹领导和归口管理健康教育工作，拟定全国健康

教育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和有关法规以及专业人

才培训规划，组织开展全国性健康教育活动和控制

吸烟工作，对专业机构、专业队伍、宣传品以及健

康教育的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国际交往实行宏观

管理。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卫

生工作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 “健康教育

是全民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十分重视健康教

育”。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原卫生部根据

《决定》精神，制定 《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０年工作目

标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在工作规划以及保障措施

中，结合初级卫生保健的实施，认真落实 “九亿农

民健康教育行动”，结合 《学校卫生条例》的实施，

抓好中小学健康教育，结合创建卫生城市活动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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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做好城镇居民健康教育，结合卫生防病的中心

工作，抓好疾病控制教育，以及结合医疗保险制度

的推广和实施，增强社会成员自我保健意识和能

力。２０１０年５月原卫生部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国

务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年）》中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任务，组织制定

《全国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工作规范》，进一步规范全

国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建立健全由各级政府

领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健康促进与健康

教育工作体系和网络，提供优质健康教育服务，促

进城乡居民平等享有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等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２０１９年７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３］，明确３方面共１５个专项行

动，内容涉及健康知识普及、全民健康、心理健康

等方面。为贯彻落实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和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完善健康中国建设推进协调机制，保障健康中国行

动有效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组

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其指出建立健全组织架构，

依托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

进委员会，制定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从国家层面对未来１０余年疾病预防和健康

促进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２３　专业健康宣教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部分省、市、县就陆

续设立专门开展卫生宣传教育的机构并开展相关工

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卫生宣传教育机构逐

步恢复并得到完善与发展。当时卫生宣传教育机构

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省级大中城市设立的卫生

宣传教育所、馆，二是县以上各级卫生防疫站设立

的卫生宣教科、室，主要负责组织开展各类宣教活

动，对基层进行卫生宣传的组织指导，开展调查研

究，编印制作宣传材料并培训宣传骨干。到 １９８８

年全国２５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健康教育所，

有１３０多个市、县建立专业机构，健康教育覆盖面

达８０％以上，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指导网络。历史

实践证明卫生宣传教育所、馆在向人民群众宣传卫

生工作方针政策、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１９８４年９月中国卫生宣传教育协会成立［４］

并在１９９０年更名为中国健康教育协会，２００９年再

度更名为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协会团结全国

各界健康教育工作者，发展健康教育事业，为提高

全民族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建立健康行为与生活方

式，增强健康素质而努力。１９８６年４月中国健康教

育研究所成立，２００９年更名为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是开展健康教育科学研究、业务指导、人才培养的

专业平台和基地。协会和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健

康教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进入一个新阶段。

２４　专业学术期刊及科普出版物不断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科技图书报

刊的出版工作，医药卫生书刊出版事业得到蓬勃发

展，不断丰富的医药卫生读物在普及卫生科学知

识、传播医学科学理论、培养卫生专业人才、推广

医药领域新成果与新技术、保障人民健康等方面做

出巨大贡献。１９３１年创刊于中央苏区的 《健康报》，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原卫生部机关报，在卫生法令及

管理办法、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会议精神宣传，医

学科学技术、卫生健康知识普及，卫生工作成绩和

经验推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且十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６月组建成立的人民卫生出版社为全国医学

图书出版量最大的专业出版社，创社近７０年来出

版发行了众多反映我国医学卫生事业发展具有较高

专业水准的医学专业书籍，同时也包括一批普及医

学常识、引导人民群众健康生活方式的科普读物，

为健康宣教工作的推广提供重要支撑。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健康教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

专业期刊的创办标志着我国健康教育学术研究进入

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为促进健康教育经验交流、

提升专业水平、加快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

３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３１　对健康素养的认知

健康素养是公众健康重要的决定因素，健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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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水平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命以及生活质量，从而

影响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经济的发展。健康素养概念

在近５０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丰富、完善。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健康素养一词最早出现在 “健康教育和社

会政策”一文中，该文章讨论了健康教育作为政策

问题对卫生保健系统、教育系统、大众传播方面的

影响并提出为学生制定健康素养的最低标准［５］。美

国医学会曾将健康素养定义为在医疗环境下的基本

阅读和计数等相互影响的一系列能力，主要针对医

学用药知识［６］，这一定义具有一定局限性，此后在

１９９５年美国 《国家健康教育标准》、 《健康人民

２０１０》中分别对健康素养进行重新定义，强调个体

获取和运用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能力，以及促进个体

健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素养的解释为

“提高个人和社区获取、处理和理解作出适当卫生

决策所需的基本卫生信息和服务的能力”［７］。目前

我国将健康素养定义为 “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

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

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从基本健康知识

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３个维度

提出居民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３２　对提升健康素养的重视和发展

我国对健康素养的研究，特别是对全民健康素

养的评估评测，较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展得稍晚，

进入２１世纪，随着健康素养对人口健康水平提升

的影响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一、二级预防中的重要

作用越发显现，我国对全民健康素养的研究和促进

也越发重视，２００７年发布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报告》，将提高人口健康素质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

系３方面入手［８］。２００８年原卫生部发布 《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行）》，这也是世界

上首次全面界定公民基本健康素养内容的政府文

件，同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开展以 “健康素养，和

谐中国”为主题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简

称 “健康素养促进行动”），为切实推进行动，结合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和当时卫生工作重点，原卫生部制定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工作方案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６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始研究制

定 《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健康素养促进的目标和

任务，成为深度开展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２０１６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在２００８年发

布的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试

行）》基础上，针对近年来我国居民主要健康问题

和健康需求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发布 《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２０１５年版）》，从

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

３个主要方面进行教育和促进，以达到提高全民健

康素养水平的目的。２０１９年７月国务院印发 《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９］，提出坚持普及知识、

提升素养，自主自律、健康生活，早期干预、完善

服务，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到 ２０２２

年，健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全民健康素养水

平稳步提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到２０３０年，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

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３３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

提升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发现和解决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是提升人民

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策略和措施，是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

要》的主要指标之一。

２００８年我国首次发布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报告》。依据 《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的数据对调查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我国居民具

备健康素养的比例 （居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

平）为６４８％，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

式与行为、基本技能３方面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是

１４９７％、６９３％ 和２０３９％［１０］。总体健康素养和３

方面健康素养均呈现出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

性、４５岁以下年龄组高于４５岁及以上年龄组、受

教育程度越高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也越高、不识字

少识字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远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特征。根据当时我国主要卫生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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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该研究就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预防、慢性病预

防、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５类健康问题相关健康

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２００８

年我国居民具备相关健康素养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

是：科学健康观素养 （２９９７％）、安全与急救素养

（１８７０％）、传染病预防素养 （１５８６％）、基本医

疗素养 （７４３％）、慢性病预防素养 （４６６％）。具

备５类健康问题素养的人口比例呈现出的特点为：

东、中部地区居民高于西部地区居民、城市居民高

于农村居民、男性高于女性、５５岁以下居民高于

５５岁以上年龄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具备素养的比例

也越高。

从２００８年首次发布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

报告》以来，截至２０１８年我国先后进行８次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检测调查，逐步建立起连续、稳定的

健康素养监测系统。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的连续监测数据

显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近年来呈现逐年提升趋

势，从２０１２年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的 ８８０％、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４８％逐步提升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１５８％、２０１７

年的１４１８％。从监测数据看，不仅健康素养水平

在逐年增高，增长速度也在逐年加快。根据最新的

“２０１８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分析，从知

识、行为和技能３个方面来看，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基

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３０５２％、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素养水平为１７０４％、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１８６８％。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以及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素养水平较１０年前有大幅提高。从６个主要

公共卫生问题来看，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安全与急救素

养水平为 ５０１８％、科学健康 观 素 养 水 平 为

４４４８％、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为２７１８％、传染病防

治素养水平为 １７０５％、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为

１８９６％、基本医疗素养水平为 １７３８％，较 １０年

前对应指标同样呈现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得益于

“健康中国战略”国家层面制度性安排，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

中国行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的持续开展，广大人民群

众对健康的高度关注、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

健康教育专业机构、卫生机构提供的丰富健康教育

服务和媒体对健康知识的正确宣传和健康文化氛围

的营造。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解析如何提高健康素

养时，强调了政府、公民、社区、媒体以及研究和

学术机构的共同参与，只有将利益相关者凝聚在一

起，各自发挥功能，才能更好促进健康素养的可持

续发展［１１］。

４　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战略地位并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对

全民健康素养的促进、健康水平的提升越发重视，

正处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过

既往努力，我国在开展健康教育、提升健康素养方

面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当前水平较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提出的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２０２２年、２０３０年目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全面

推进健康促进的过程中应重视加强相关理论研究，

健全针对不同人群的健康素养评估评测体系；加

强与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

关学科的整合，丰富、优化健康教育内容；营造

良好的主动学习的社会氛围，特别要加强对西部

欠发达地区居民、农村地区人口的健康知识普及，

利用现代信息、多媒体等技术拓展人们获得健康

信息的途径，培养其有效利用健康信息的能力。

牢牢把握健康教育作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这一重

要抓手，充分发挥其在健康促进、疾病预防中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５　结语

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是提高

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经

济社会发展又与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具有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提升人口的健康素养水平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要通过持续、高效、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不断

提高人们对自身及公众健康的重视，营造全社会学

习健康知识的良好氛围，同时政府层面要制定、出

（下转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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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技成为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不可或缺的重

要支撑。

本文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和 Ｉｎｃｉｔｅｓ数据库，采
用定量分析方法，从研究规模、学术影响力、研究

主题和国际合作态势４个方面客观展现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我国医学科技研究的发展态势和成就。目前
我国已成为科技论文发表和科研产出的国际领先力

量［９］，科技创新的整体能力较新中国成立前显著提

升，科技发展水平从以跟踪为主步入跟踪和并跑、

领跑并存的历史新阶段。未来我国医学科技在面向

人民健康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更应根

据国情开展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为整个人类健康

做出中国贡献［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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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７－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０１９－０７／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４０９４９２．ｈｔｍ？ｔｒｓ＝１

１０　原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

［Ｒ］．北京：原卫生部，２００９．

１１　ＷＨＯ．ＨｏｗＣａｎＷ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Ｂ／ＯＬ］．

［２０１９－１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ｅｎ／．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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