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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规划概况



2017年2月14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2017-2025年）

规划概况01



发文主体不同

主送单位、责任主体、政策效力

不同

标题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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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

中长期：体现慢病特点，与2030最接近

“防治”位置调整：表述更准确

前期研究基础扎实，论证过程科学严谨

总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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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变化

环境变化

自然环境
大气、土壤、水

社会环境

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加快

居民生活方式转变

政策环境

慢性病综合防控上升为国家战略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一纲两规”

均强调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04
定义范围扩大

四大类重大慢性斌、口腔疾病

+内分泌、肾脏、骨骼、神经等疾病

为下一步工作内容扩展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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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慢性病及防治本质规律的
认识更加深刻

明确慢性病防治工作相关主

体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

社会、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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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明确是一项政治任务

贯彻十八大精神和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

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突出预防为主

以控制危险因素、建设支
持性环境为重点，以健康
促进和健康管理为手段

减少可预防的慢性病发病、
死亡和残疾

实现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
健康为中心转变

强调几个重要概念

健康管理
全文共出现25次
健康中国重中之重在于慢病防治
慢病防治重中之重在于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重中之重在于个人行为
转变

健康期望寿命
指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
的平均年数，是一个综合考虑死
亡和伤残的人群健康综合评价指
标，反映了疾病或疾病致残对人
群健康的影响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突出系统性、指导性、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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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防控

政府部门

个体性预防和治疗

个人

社会
营造健康支持性

环境和良好氛围

明确16字工作机制：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

专业机构

提供满足群众健

康需求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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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16字健康管理模式：自我为主、人际互助、社会支持、政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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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规划目标



核心指标：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硬指标）

目标任务可操作、可衡量、可考核

13

2020

力争30—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

的过早死亡率较2015年降低10%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相
对降低10%

2025

力争30—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

致的过早死亡率较2015年降低20%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相对降低20%

履行国际承诺，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NCD综合监测框架指标：
2025年主要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较2012年降低25%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目标3.4: 通过慢性病防治及精神卫生促进到2030年, 
慢性病早亡率减少三分之一

规划指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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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支持性
环境建设(1)

核心指标：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防治效果(4)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率总体癌症5年生

存率

高发地区重点癌种

早诊率

70岁以下人群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死

亡率

早期发现
和管理(6)

危险因素
控制(5)

突出结果性、效果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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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基线 2020年 2025年 属性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1/10万）
241.3/10

万
下降10% 下降15% 预期性

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 30.9% 提高5% 提高10% 预期性
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 48% 55% 60% 预期性
70岁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率（1/10万）

11.96/10

万
下降10% 下降15% 预期性

40岁以上居民肺功能检测率（%） 7.1% 15% 25% 预期性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8835 10000 11000 预期性
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2614 3500 4000 预期性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50% 60% 70% 预期性
35岁以上居民年度血脂检测率（%） 19.4% 25% 30% 预期性
65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45% 65% 80% 预期性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10% 大于20% 25% 预期性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县（区）覆盖
率（%）

80.9% 90% 95% 预期性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亿人） 3.6 4.35 5 预期性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27.7%
控制在
25%以内

控制在20%

以内
预期性

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克） 10.5 下降10% 下降15% 预期性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率（%） 9.3% 15% 20% 预期性

提出了基线
水平和指标
属性：指标
监测工作有
基础、指标
可获得、可
预期

规划指标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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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Four

策略措施



以零级预防至三级预防为主线

强调防治结合、全程管理，针

对一般人群、高危人群、患者

三类目标人群提出针对性的策

略措施

从主体到支持性环境

针对政策支持、社会支

持和技术支持等方面提

出相应的措施要求

突出重大专项和工程

以专栏的形式突出
社会支持 技术支持政策支持

防治结合、全程管理

一
般
人
群

高
危
人
群

患
病
人
群

策略措施04



01零级预防

慢性病防控从娃娃抓起，在儿

童形成不良生活习惯前进行教

育和干预
02 “三减三健”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第二阶

段行动主题：减盐、减油、减

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

康骨骼

03区域中心

在条件成熟地区依托现有资源

建设心血管病、癌症等慢性病

区域中心

新概念例举

04 功能健康

慢性病总体上是一种老年性疾病，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器质性病

变很难完全预防，我们的工作目

标应当是维护和促进老年人功能

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策略措施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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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法例举

将临床可诊断、

治疗有手段、群

众可接受、国家

能负担的疾病筛

检技术列为公共

卫生措施

逐步将符合条件

的癌症、脑卒中

等重大慢性病早

诊早治适宜技术

按规定纳入诊疗

常规

探索开展集慢性

病预防、风险评

估、跟踪随访、

干预指导于一体

的职工健康管理

服务

建设医疗质量

管理与控制信

息化平台，加

强慢性病诊疗

服务实时管理

与控制

策略措施04



20

新提法例举

促进互联网与

健康产业融合，

发展智慧健康

产业，探索慢

性病健康管理

新模式

重点突破精准

医疗、“互联

网+”健康医

疗、大数据等

应用的关键技

术

策略措施04

推动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与健康相关

产业深度融合，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丰

富慢性病防治手段

和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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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评价

公安 卫生 民政

横向交换

人社环境
农业

市（地区）

省（自治区、
直辖市）

纵
向
报
告

县（市、区）

以地市为单位，
基本摸清辖区内
主要慢性病状况、
影响因素和疾病
负担

策略措施04



共同努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