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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要点问答

1．什么是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

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将健康

素养划分为 3 个方面，即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导向，将健康素养划分

为 6类健康问题素养，即科学健康观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

防治素养、安全与急救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

2．健康素养和健康有什么关系？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世界卫生组织

研究表明：健康素养与人群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密切相关，是预测人

群健康状况的较强指标；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可有效减少健康不公平，

显著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可显著改变慢性病患者健康结

局，建议政府将健康素养纳入公共政策，将提高国民健康素养作为卫

生和教育等政策的明确目标。

3．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有哪些？

在社会环境方面，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主要包括教育水平、经济

水平、社会文化、卫生政策、卫生服务特别是健康教育服务的提供与

利用等。在个体和群体方面，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主要包括文化程度、

性别、年龄、生活环境等，其中文化程度是首要的影响因素。加强健

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重要策略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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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对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评价包括三个部分。一是评价我国城乡居

民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二是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与技能（试行）》，从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三个方面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三是以公共

卫生问题为导向，从科学健康观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防治

素养、安全与急救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 6类健康问题

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对于每个调查者来说，问卷得分达到总分 80%及以上，被判定具

备基本健康素养。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

所占的比例。

5．我国在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民健康作为

全面小康的重要基础，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把

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康的前提，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做出了

制度性安排，把提升公众健康素养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

中国行动、落实健康扶贫工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工作的重要内容

和工作目标。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印发，明确

提出“到 2020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0%”的目标；2019 年，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出台，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既是健

康中国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主要考核指标之一。2020 年 6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规定：“国

家建立健康教育制度，保障公民获得健康教育的权利，提高公民的健

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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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

同各地、各部门大力开展健康素养促进行动。一是出台了一系列提升

公众健康素养的政策，明确工作重点、工作机制和各方责任，为开展

健康素养促进工作做好顶层设计；二是通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贫困地区健康素养促进三年攻

坚行动等专项健康素养促进项目，集中力量、整合资源、提升能力、

健全体系，大力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三是开展健康城市、健康促

进县区、健康村镇、健康学校、健康促进医院、健康促进社区、健康

促进企业、健康家庭等系列健康场所创建活动，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提升创造了支持性环境；四是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采取多种途径

和形式，面向公众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科普活动；五是开展健康

素养研究和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研究制定了我国居民健康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开发了试题库，编制了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问卷，自

2012 年起，每年开展覆盖全国的健康素养监测，通过连续监测获得

了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数据及动态变化趋势，分析了健康素养

促进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重点问题，为制定卫生健康政策提供循

证支持，为研究健康素养促进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6．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了多少人？

2020 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以 15～69 岁城乡

居民为调查对象，共得到有效问卷 65370 份。其中，城市人口 28712

人，占 43.92%，农村人口 36658 人，占 56.08%，城乡人口比为 0.78:1；

男性 30962 人，占 47.36%，女性 34408 人，占 52.64%，男女性别比

为 0.90:1。

7.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覆盖了哪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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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在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336 个监测点开展，其中城市监测点 150 个，农

村监测点 186 个，覆盖全国 336 个县（区）1008 个乡镇（街道）。

8．2020 年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是多少？

2020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3.15%，意味着每 100 个 15～

69 岁的人群中，有 23人具备了基本的健康素养，了解基本的健康知

识和理念、掌握健康行为生活方式和行为内容并具备基本的健康技能。

9．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有哪些特点？

2020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3.15%。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

地区；男女差别不大；年轻人高于老年人；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

水平越高。

10.我国不同地区健康素养水平有哪些特点？

2020 年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8.08%，农村居民为 20.02%，城市居民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9.06%，中部地区为 21.01%，西部地区为 16.72%，

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11.我国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有哪些特点？

从性别分布看，男性健康素养水平为 23.31%，女性为 22.98%，

男性略高于女性，差别不大。从年龄分布看，25～34 岁组健康素养

水平最高，为 31.68%，65～69 岁组最低，为 8.49%。从文化程度分

布看，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素养水平越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

健康素养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不识字/少识字者最低，为 2.15%；大专/本科及以上者最



5 / 5

高，为 47.53%。

12.从知识、行为、技能三方面看，我国居民三方面健康素养水

平如何？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将健康

素养划分为三个方面健康素养：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2020 年中国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

素养水平为 37.15%，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 26.44%，基本

技能素养水平为 23.12%。

13.我国居民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如何？

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导向，将健康素养划分为 6 类健康问题素养，

即科学健康观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安全与急救

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2020 年中国居民六类健康问

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55.23%、科学健康观

素养 50.48%、健康信息素养 35.93%、传染病防治素养 26.77%、慢性

病防治素养 26.73%和基本医疗素养 2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