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6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发〔2019〕13

号），这是国家层面指导未来十余年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一个重要文件。 

 

  

  健康中国行动有关文件，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从政府、

社会、个人（家庭）3 个层面协同推进，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

实现促进全民健康的目标，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一是在定位上，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聚焦每个人关心、关注的生活行为方式、生产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服务问题，针对每个

人在不同生命周期所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做出系统、细致的安排和建议。 

二、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 

  二是在策略上，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 

  注重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健康促进和教育，努力使个人通过文件能够了

解必备的核心健康知识与信息、能够掌握获取有关知识与信息的渠道与方式，让健康知识、

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推动把“每个

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落到实处，努力使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提高生活质量。  

三、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 

  三是在主体上，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整体联动转变。 

  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 

《健康中国行动》每一个行动均按照序言，行动目标，个人和家庭、社会、政府三方面职责

的顺序展开，集中说明“为什么要做、做成什么样、怎么做特别是各方如何一起做”等问题。 

每一项任务举措务求具体明确、责任清晰，强化部门协作，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政府牵头负责、社会积极参与、个人体现健康责任，把健康中国“共建共享”的基本路

径落到实处，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具体实践。  

四、从文件向社会倡议转变 

  四是在文风上，努力从文件向社会倡议转变。《健康中国行动》以社会公众为主要阅读

对象，在充分吸收已有专项文件、规范、指南等的基础上，把专业术语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

言，将科学性与普及性有机结合，努力做好健康科普，让老百姓能看得懂、记得住、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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