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指出，随着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

“以预防和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在

下一个全新的五年，国民健康规划的

重点须随时代发展的浪潮与时俱进，

做出调整与改变。

仍面临复杂局面

“十三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召

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印发《“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随后，国务院印

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扎实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启动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

《规划》指出，经过努力，人民健康

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至 2020 年，人

均预期寿命从 76.34 岁提高到 77.93

岁，婴儿死亡率从 8.1‰降至 5.4‰，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10.7‰降至

7.5‰，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10 万降

至 16.9/10 万，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

高收入国家前列，个人卫生支出占卫

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 27.7%。

不过，《规划》也谈到，我国仍面临

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

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新发突发传染

病风险持续存在，一些已经控制或消

除的传染病面临再流行风险。慢性病

发病率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患有常

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人数逐年

增多，食品安全、环境卫生、职业健康

等问题仍较突出。同时，人口老龄化进

程加快，康复、护理等需求迅速增长。

优生优育、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亟待

加强。需要加快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持

续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基于此，《规划》坚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贯彻新时代党的卫生健

康工作方针，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持续推动发展方式从以

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我国卫

生健康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基本

医疗卫生制度逐步健全，重大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应对能力显著

提升，中医药独特优势进一步发挥，健

康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人均预期

寿命在 2020 年基础上继续提高 1 岁

左右，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同比例提高。

社会办医划定九条赛道

《规划》在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促进社会办医持续规范发展、增加商

业健康保险供给和推进健康相关业态

融合发展四方面为社会办医划定了九

条赛道。

一是在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方

面，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

育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

育服务网络，完善社区婴幼儿活动场

所和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单

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

提供托育服务。加强对家庭的婴幼儿

早期发展指导，研究出台家庭托育点

管理办法，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

照护模式，鼓励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

提供家庭育儿指导服务。

二是在促进社会办医持续规范发

展方面，第一，鼓励社会力量在医疗资

源薄弱区域和康复、护理、精神卫生等

短缺领域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第

二，引导促进医学检验中心、医学影像

中心等独立设置机构规范发展；第三，

鼓励有经验的执业医师开办诊所；第

四，增加规范化健康管理服务供给，发

展高危人群健康体检、健康风险评估、

健康咨询和健康干预等服务。

三是在增加商业健康保险供给方

面，提出在基本签约服务包基础上，鼓

励社会力量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健

康管理服务包，探索将商业健康保险

作为筹资或合作渠道。进一步完善商

业长期护理保险支持政策。

四是在推进健康相关业态融合发

展方面，第一，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

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等产业融合发

展，壮大健康新业态、新模式；第二，支

持面向老年人的健康管理、预防干预、

养生保健、健身休闲、文化娱乐、旅居

养老等业态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健康

咨询、紧急救护、慢性病管理、生活照

护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第三，推动健

康旅游发展，加快健康旅游基地建设。

促进全民健康信息联通应用

此外，在数字医疗方面，《规划》明

确，落实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标准

与规范。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建设互联网

医院，为签约服务重点人群和重点随访

患者提供远程监测和远程治疗，推动构

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医疗服务模式。支持医疗联合体运

用互联网技术便捷开展预约诊疗、双向

转诊、远程医疗等服务。

优化“互联网 +”签约服务，全面

对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逐

步接入更广泛的健康数据，为签约居

民在线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转诊、慢性

病随访、健康管理、延伸处方等服务。

推动“互联网 + 慢性病（糖尿病、高血

压）管理”，实现慢性病在线复诊、处方

流转、医保结算和药品配送。推广应用

人工智能、大数据、第五代移动通信

（5G）、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

术，实现智能医疗服务、个人健康实时

监测与评估、疾病预警、慢病筛查等。

同时，《规划》还提倡医疗机构合理

保留传统服务方式，着力解决老年人等

群体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构建权

威统一、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完善全民健康信息核心数据库，推

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统一接入和

数据共享。探索建立卫生健康、医疗保

障、药监等部门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现跨地区、

跨部门数据共享。研究制定数据开放清

单，开展政府医疗健康数据授权运营试

点。严格规范公民健康信息管理使用，

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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