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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袁一雪

“过去 20 年，我们看到女性和儿

童健康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令我

担心的是，近年来，全球对于女性和儿

童健康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因此我们想

激发公众以及学术界重新关注这一话

题。”《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近日

举办的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研讨会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霍顿表示，这份担忧不仅来自影

响健康的疾病，还包括社会发展、气

候变化、战争等多方面因素。

新阶段面临的新挑战

儿童健康在过去 20 年取得了长

足进步。然而，《柳叶刀》近些年收到

的论文却显示，除疾病因素以外的其

他因素对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产生威

胁的比例逐年增加。而且，相较于儿

童健康，全社会对青少年健康的关注

度并没有提升到应有的程度。

“比如，气候危机、战争冲突、失

业以及性别不平等因素都会对儿童

和青少年的健康产生影响。”霍顿认

为，这需要国家管理者和科学家在一

个更广泛的社会视角下看待儿童和

青少年的健康问题。

在本世纪初，国际组织和国际机

构主要聚焦于儿童生存率。“现在我

们依然关注儿童的生存率，改善他们

的生活质量，同时更重视青少年的健

康与成长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问

题。”霍顿直言。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篇

题为《世界变革中的青少年健康进步

之道》的论文显示，尽管青少年的疾

病负担占全人群的 15%，但相关研究

只占 5%，只有 2.6%的政府健康投资

集中于青少年，该群体的健康投资在

全球范围内被忽视。

青少年健康是未来的福祉

“儿童青少年健康是国家未来发

展的福祉。”霍顿反复强调这一理念。

根据人口增长情况，霍顿将全世

界国家分为 3 类。第一类是正面临出

生率不断下降和人口减少的国家；第

二类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第三类

是人口基本保持稳定的国家。

“无论人口如何变化，儿童和青

少年健康都要被高度关注。”霍顿指

出，对于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国家来说，

儿童和青少年健康需要不断被关注，才

能延续曾经取得的进步；对于人口持续

增长的国家来说，只有加强对儿童青少

年的“投资”，才能让他们成为人口红利

并进一步驱动经济发展，“如果忽略年轻

人的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没有

未来，那会造成‘人口灾难’”；而在人口

较为稳定的国家，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才能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

稳定发展。

霍顿指出，很多国家和地区将注

意力放在 5 岁以下儿童的健康上，而

对于 5~24 岁人群的健康却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

来自中国的数据

为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学者也

做了一项研究。他们通过全面梳理分

析全国性调查数据、高质量研究证据

与重要政策，发现在过去 30 年，中国

儿童和青少年整体健康状况得到极

大改善，但也面临新的健康问题和社

会挑战，例如高学业压力和青年失

业，以及新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心

理健康问题和性传播疾病等。

这项研究成果以《匹配行动与需

求———调整政策应对中国儿童青少

年不断变化的健康需求》为题，发表

在《柳叶刀》上。论文建议，希望针对

政府主导的卫生、教育和社区部门的

举措制定一套战略，旨在建立具有支

持性和响应性的家庭、安全的社区以

及可参与和被尊重的学习环境。

对于上述研究，霍顿表示，中国

在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方面取得了如

此惊人的成就———30 年来儿童和青

少年死亡率降低了 60%以上，“我不

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取得如此迅速

的进展”。

不过，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霍顿

表示，中国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

出生率不断下降的现实问题，而且也

面临着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儿童和青

少年健康问题，比如超重、肥胖、近

视、精神健康等。

会聚优秀专家服务社会

综合考虑，霍顿表示，《柳叶刀》

系列期刊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是要

重新制定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议程。

《柳叶刀》目前正在与中国学者和科

研机构合作撰写重大报告。比如，《柳

叶刀》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保持合

作，持续关注中国健康城市发展，中

国女性生殖、孕产妇、新生儿、儿童青

少年健康以及老龄化问题。

“《柳叶刀》与中国学者和科研机

构还在精神健康、生态文明、非传染性疾

病以及扶贫与健康等方面进行合作。”霍

顿表示，“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重大报

告的方式，把学术界最优秀的专家聚集

在一起，让他们为公共政策作出更多贡

献、提出更多解决方案。”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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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政策应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需求

延伸阅读

过去 30 年，中国儿童青少年整体

健康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也面临

着新的健康问题和社会挑战。从 1990

年到 2019 年，中国 5～19 岁儿童青少

年全因死亡率从每 10 万人口 77.63

人下降到 27.79 人，下降了 64.2%。儿

童青少年主要疾病负担由传染性疾

病转向伤害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非

传染性疾病成为伤残损失寿命年的

主要原因。1995 年到 2019 年，7～18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从 5.0%上

升到 24.2%，视力不良率（包括近视、

远视和其他视力问题）从 41.2%上升

到 60.7%。不健康生活行为方式普遍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高发，青少年性

成熟年龄不断提前，而性教育、咨询

和治疗服务却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

需求。

尽管政府已实施多项政策不断改

善儿童青少年的健康状况，但现有政

策在全面回应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

风险、决定因素，以及匹配其需求方面

仍存在不足。例如，政府对儿童青少年

健康的投资虽逐年增加，但仍处于较

低水平；健康政策实施的地区差异致

使健康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不均衡；

儿童专科医院的资源配置和服务不

足，特别是儿童心理卫生服务和生殖

健康服务仍需增强；学校卫生服务相

关人员和设施不足；健康促进知识在

学校的推广尚存在制约因素。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儿童青少年的

健康与福祉，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宋逸/

马军教授团队倡导全社会共同努力，

为儿童青少年成长创造友好、支持性

环境，继续推动政府主导的多部门协

作策略，建立体医教融合、家校社协调

的工作机制。尤其要强化以儿童青少

年健康为中心的多病共防干预体系，

构建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安全的社区

环境，以及平等尊重的校园环境。

理查德·霍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