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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声音应被充分听取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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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的孩子越来越少，心理咨

询室却越来越忙。在中国，我们面临

的挑战同样严峻。”提到前不久《柳叶

刀》第二版青少年健康重大报告发

布，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所长宋逸表示，中国虽未在报告中被

单独列为重点研究案例进行阐述，但

相关趋势早已浮出水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已将

2025—2027 年列为“儿科和精神卫生

服务年”，并同步推进“体重管理年”3

年专项行动。

“肥胖和精神障碍不仅仅是全球青

少年个体的健康问题，还是社会的系统

性课题。”宋逸说。

中国青少年健康的“隐性差距”

近年来，中国在青少年健康领域的

投入不断增长。“但问题是，我们是否

真的把他们当作优先群体来投入了？”

宋逸说。

报告显示，中国青少年的人均健康

支出从 2014 年的 94.24 美元提升至

2020年的 146.27美元。宋逸肯定这是

“一个可喜的进步”，同时她也指出，这

一支出数据仅占全国卫生总支出的

3%，而青少年人口占比却达到 17.4%。

针对两组数字背后的失衡，宋逸的疑

问是：增长是否意味着重视程度提升？

答案显然不是。

宋逸指出，区域、城乡和社会经济

群体之间的青少年健康投入差距仍旧

显著。在城市，青少年更容易获得高质

量的医疗资源，而在农村和欠发达地

区，不少青少年连最基本的健康服务都

难以保障。不仅如此，低收入家庭常常

面临较高的自费比例，这进一步加深了

群体间的健康鸿沟。

然而，更深层的挑战在于投入结构

的不合理。

“我们现在对青少年的投入，是‘重

治疗、轻预防’。”宋逸表示，现阶段大

部分健康支出集中在治疗环节。报告

表明，青少年健康支出中高达 73%用于

治疗，而用于预防的仅有 9%。因此心理

健康支持、营养干预等关键的“第一道

防线”往往被忽略。

忽视预防的后果不仅影响个体健

康，也对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长期的经

济负担。宋逸指出，一旦许多健康问题

拖延至晚期才被发现并干预，治疗难度

与成本随之大幅上升，致使本就紧张的

公共卫生资源承压更重。

打破沉默比治疗更难

近年来，虽然基础教育普及率的提

升以及女性青少年受教育程度的改善

令人欣慰，但面对多种新兴健康风险，

现行政策仍显滞后。

以性教育为例，虽被纳入课程体

系，但在农村乃至部分城市边缘地区，

仍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属内容。

报告显示，全球每五位女性中就有

一人在 18岁前遭遇过性暴力，每 7 位

男性中也有一位。

面对这一全球性问题，尤其是针对

中国青少年群体的健康需求，宋逸指

出，支持幸存者与预防伤害，绝不能停

留在舆论层面，“我们要从制度、教育、

心理、文化等多维度切入，建立一套真

正能起作用的系统”。

宋逸认为，必须强化法律法规的明

晰性与执行力，清晰界定性暴力的范围

和处罚标准。国家层面应出台具体政

策，不仅要打击施暴行为，更要为幸存

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比如司法援助、

心理咨询、医疗服务等。

此外，宋逸特别主张将性教育系统

性地纳入中小学课程。她呼吁设立专

门的服务机构，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

“一站式支持”。

而对幸存者的心理健康支持，是整

个体系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环。

“精神健康问题的污名化，是最普

遍却又最难解决的问题。”宋逸认为，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情绪和心理问题

常被视为“软弱”的表现，这种文化氛

围本身就是风险因素。

报告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综合

的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体系，这一建议

在中国的现实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不仅要在学校建立心理健康筛查

机制，更要打通医疗、社区、家庭之间

的服务链条。”宋逸强调。

在数字浪潮中“护航”

当前，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

景下，儿童青少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中国，青少年

的网络使用率已跃居世界前列。宋逸

表示，如何在“早期保护性措施”“避

免过度限制数字平台访问而带来伤

害”与“促进全面健康发展”之间找到

平衡，成为政策制定者、教育者与家

庭亟须回应的议题。

“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提升孩子的数

字素养，这是所有措施的根基。”宋逸

建议，中国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将数字

素养教育系统化纳入课程设置，引导青

少年掌握识别网络欺凌、虚假信息、不

良内容等基本能力，进而培育出批判性

思维和必要的自我保护意识。

与其“堵”，不如“疏”。宋逸表示，

早期的保护措施，不能一味依赖技术屏

蔽和时间限制。她建议，家长和学校应

共同制定合理的社交媒体使用规则，控

制总量的同时，也要避免简单粗暴地切

断孩子与数字世界的联系。

“我们不能忽视青少年通过社交媒

体满足社交、获取信息、表达自我等基

本需求。限制太紧，反而可能迫使孩子

转向灰色地带、非正规平台，带来更大

的安全隐患。”宋逸说，与其阻止青少

年进入数字空间，不如给予他们更多有

价值的选择。教育者应该引导青少年

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在线课程、加入学术

小组或项目组，让学习在生活中自然发

生，以减轻青少年对数字平台的依赖，

设立真正意义上的替代方案。

如今，人工智能（AI）工具逐渐渗入

教育场景。宋逸建议，应在青少年中开

展基础的 AI素养教育，帮助他们了解

AI的原理及其适用边界。

比如，让青少年参与编程、AI 项目

的实践与创新活动。这类活动不仅能

培养技术能力，更重要的是锻炼合作、

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防护到赋能、从限制到引导，宋

逸在采访中不断强调的是一个“动态平

衡”的理念。在她看来，青少年不应被

剥夺走进数字世界的权利，而应被赋予

穿越其中的能力。

从“为青少年设计”到
“与青少年共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报告的筹备、

整理和撰写过程中，青年委员不仅是记

录者，更是发声者和推动者。宋逸表示，

在 Adolescent Health Commission报告的

背景下，青年委员的深度参与为中国决

策者提供了诸多“可操作”的借鉴。

在项目设计与实施阶段，青年委员

帮助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内容，并在传

播过程中激发同龄人的共鸣，显著提升

了项目的参与度与影响力；在后续的监

督与评估中，他们持续贡献观点，反馈

项目实际运行效果。这种持续性的参

与，不仅保障了政策的有效实施，也推

动其不断优化与更新。这一系列实践

经验表明，与青少年共建，不仅仅是理

念上的提升，更是行动上的跃进。

“青少年的声音应该被充分听取

和尊重。”宋逸指出，正是这种“从生

活中来”的问题意识，使得报告更贴

近青少年的真实健康需求。“这些新

的观点和问题，为中国政策制定者、

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

的参考，有助于他们更加全面、深入

地理解青少年健康需求，制定更加科

学、有效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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