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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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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议第二板块：分论

十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42.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43.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44.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45.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46.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47.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48.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规划建议46：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1)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监测预警、风险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检验检

测、应急处置等职能。

 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改善疾控基础条件，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基层公共卫生体系。

 落实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创新医防协同机制。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处置机制，健全医疗救治、科技支撑、物资

保障体系，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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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打赢抗疫常态化战斗

截至2021.2.1 

我国抗疫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组成及功能定位

城乡全覆盖、功能互补、连续协同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0-6-1起实施

• 预防

• 保健

• 健康教育

• 疾病管理

• 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 常见病、多发病诊疗

• 部分疾病康复和护理

• 接收医院转诊

• 向医院转诊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院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 疾病诊治

急危重症

疑难病症

• 突发事件医疗处置和救援

• 健康教育

• 医学教育

• 医疗卫生人员陪训

• 医学科学研究

• 对基层业务指导

• 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

传染病 慢病

职业病 地方病

• 妇幼保健

• 精神卫生

• 院前急救

• 采供血

•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 出生缺陷防治



全方位全周期医疗卫生服务

突发事件
卫生应急

职业健康
保护

传染病
防控

妇幼保健

预防接种

老年人
保健

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防控

残疾预防和
残疾人康复

建立健全
院前急救

精神卫生

• 由国家免费提供
•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 主要由政府举办的医疗
卫生机构提供

•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的医
疗卫生机构提供

基本医疗服务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20-6-1起实施



加强公立综合性医院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建设

全面加强
多学科协作医疗

努力提高
对青年医师培养的要求

• 临床基础扎实

• 具备综合诊治能力

• 具有高度职业素养

• 三基三严

• 住院医师培养制度

迅速开展
疫情防控所需医学研究

• 为防控提供科学证据

• 加速伦理审查

• 与疫情防控相整合

• 结果分享

• 资源占用适度

• 保护受试者权益

• 平战结合

• 全员培训常态化

• MDT突破学科壁垒

• 医护协同

• 卫生应急专家组

• 医学救援队

健全应急
组织管理架构和制度

• 领导小组

• 院感防控

• 新闻宣传

• 综合保障、装备物资

• 应急预案、培训演练

• 员工关爱、人文关怀

加强公立综合性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建设. 《协和医学杂志》2020, 11: 641-644.



规划建议46：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

 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公益属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公立医院建设和管理

考核，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采购使用改革，发展高端医疗设备。

 支持社会办医，推广远程医疗。

 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

 提升健康教育、慢病管理和残疾康复服务质量，重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全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加快发展健康产业。



医疗机构应成为健康科普主阵地

推动卫生健康服务关口前移

1

2

3

4

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康教育提出

了明确要求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健康教育是落实“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

重大决策部署

普及健康知识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基

本路径

《健康中国行动》

健康教育是构建公共卫生群防群控机制，普

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有效手段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新时代医疗机构促进健康科普的抓手

新思想、新制度、新举措

• 纳入医院发展战略

• 健全组织体系

• 完善管理制度

• 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新技术、新媒体、新形式

• 微博

• 微信

• 短视频

• 直播

• 互联网

• 大数据

• 云计算

• 物联网



健全组织体系 完善管理制度

医学科学普及委员会 章程 准入制度 评价标准



构建覆盖诊疗全流程的精准化健康科普

患友
俱乐部矮小

营养
减重

糖尿病

儿科
贝贝

粉红
花园

青光眼

血友病 骨质
疏松

PCI 风湿病

青 年 志 愿 服 务 队特色患友俱乐部

阳光计划儿科志愿服务队 蒲爱德志愿服务队

安宁志愿服务队 爱协志愿服务队

急诊志愿服务队 爱脑·协做志愿服务队

泰迪熊志愿服务队 “协韵”志愿服务队



创新多种形式 加强慢病管理

罕见病日远程会诊

皮肤科大型线上义诊

联合国糖尿病日进社区

肿瘤科普月



创新多种形式 促进健康科普

《协和医生说》第一、二辑 年内科普直播100余场 场均点击量50w+

“协和咖啡馆”科普沙龙“健康中国 协和行动”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建设健康中国
护佑人民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