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基本路径 

（1）普及健康知识 

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康的前提，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健康教

育与促进，让健康知识、行为和技能成为全民普遍具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健康素养人

人有。 

（2）参与健康行动 

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激发居民热爱健康、追求健康的热情，养成

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科学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实

现健康生活少生病。 

（3）提供健康服务 

推动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防治策略、制度安排和保障政策，加强医疗保障

政策与公共卫生政策衔接，提供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一体化服务，

提升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有效性，实现早诊早治早康复。 

（4）延长健康寿命 

强化跨部门协作，鼓励和引导单位、社区、家庭、居民个人行动起来，对主要健康问题

及影响因素采取有效干预，形成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个人自主自律的良好局

面，持续提高健康预期寿命。 

二、主要指标（部分） 



 
注：（1）本文件中的有关调查数据，未特别说明的，主要为官方抽样调查统计数据；（2）

本主要指标表中，未写明年份的基线水平值，均为 2017 年数值；（3）#为 2020 年目标

值。 



 

注：未写明年份的基期水平值均为 2017 年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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