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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1.     建设背景与发展历程

2.    进展与成效

3.    挑战与机遇

4.    目前主要工作与下一步工作计划



背景与工作基础

国家层面组织的慢性病社区防控项目得到良好的实践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项目健康促进子项目
（卫生VII项目）：始于1996年，我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
里程碑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社区综合防治示范点项目：1997年起，不
同经济发展地区建立24个示范点，探索慢性病防治的运行机制

 中国糖尿病管理模式探索项目：2003年， 7个城市的15个社
区，社区一医院一体化糖尿病管理模式

 中央补助地方慢病综合干预控制项目：2006年， 31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的50个社区，以“维持健康体重”和“控制高
血压”为核心内容，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运转平台、采用健
康管理和疾病管理相结合的策略，对高危人群和患者实施干预。

建设背景



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中发„2009‟6号）

 加强对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慢性病、

地方病、职业病和出生缺陷等疾病的监测与预

防控制。

 加快建设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体的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网络，完善服务功能，以维护社区

居民健康为中心，提供疾病预防控制等公共卫

生服务、一般常见病及多发病的初级诊疗服务、

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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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背景



工作总目标

示范区工作总目标是利用3-5年时间，在全国
建立一批以区/县级行政区划为单位的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

通过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综
合控制慢性病社会和个体风险，开展健康教育
和健康促进、早诊早治、疾病规范化管理，减
少慢性病负担。

总结示范区经验，推广有效管理模式，全面推
动我国慢性病预防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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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全国10%以上县

（市、区）。

 到2015年，全国所有省（区、市）和东部省份50%

以上地级市均建有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

发展历程

“十二五期间”建设工作目标



示范区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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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启动阶段：（2009年1月-2010年12月）

文件准备、政策论证和出台

试点与探索阶段：（2011年1-12月）

试点、摸索程序（第一批示范区建设）

巩固与发展阶段：（2012年1月-2014年12月）

快速发展、调整程序（第二、三批示范区建设）

调整与提升阶段：（2015年1月至今）

总结提升、经验交流、修订管理办法

发展历程



265个示范区分布图

战略布局上打开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发展空间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进展



初步成效——工作机制

1. 政府主导、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机制在

各示范区已经初步形成

政府层面

• 高度重视

• 落实任务和职责

• 政策保障和支持

部门合作层面

• 政府统一领导

• 各部门明确履职

• 工作融合

全社会参与

• 营造支持性环境

• 发挥群众组织作用

• 增强群众自我保健
意识

• 培养健康自我管理
技能

成效



初步成效——体系建设

2.慢性病防治结合的专业体系初步建立

成效



初步成效——卫生系统功能

卫生系统
功能

疾病早诊
早治

患者规范
化管理

社区诊断
和监测

患者健康
自我管理

3. 专业技术能力得到提升，卫生系统功能得到加强

成效



初步成效——社会效应

示范区成为基层开展慢性病防控的平台和抓手

示范区工作纳入国家卫生城市建设之中

示范区建设理念上升到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市建设

成效

4. 示范区建设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可



初步成效——慢性病防控效果评价

5.可改变的慢性病行为危险因素流行水平得到改善

 方法：利用慢病危险因素监测数据评价示范区效果

建立广义线性模型，利用倍差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评价示范区对慢病主要危险因素的影响，比如，
吸烟、被动吸烟、饮酒、身体活动、膳食和肥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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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



挑战

 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未能适应医改及健康中
国建设发展需要

 示范区建设长效机制尚未形成

 部门职责未有效落实，多部门合力尚待提高

 示范区建设可持续发展问题

政府主导的可持续

机制建设的可持续

队伍能力建设的可持续

示范效应的可持续

挑战



机遇——政策层面

全面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
改革 健全全民

医疗保障
体系

加强重大疾病
防治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

加强妇幼卫
生保健及生
育服务完善医

疗服务
体系

促进中医
药传承与
发展

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
运动

保障食品
药品安全

健康中国

1.“十三五”规划要求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

机遇



机遇——社会层面

2. 群众对健康和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

机遇



 多学科精细化发展，专业分工细化，能够满足多

层次、个性化的健康需求

 多学科融合发展，促进防治结合体系的建立与完

善，供给侧的改革将覆盖慢性病预防、干预、诊

断、治疗、康复全程服务

3.专业体系的发展为慢性病综合防控提供保障

机遇

机遇——体系层面



4. 新技术为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机遇

机遇——技术层面



宣传发动

提高政府重
视程度

质量建设

培育精品

推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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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建设工作重点转移

确保示范区建设的质量，提升示范区的整体水平，更好
地发挥示范区在区域内的引领作用

下一步工作



全面深入开展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将示范区建设纳入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目标

作为政府层面整合资源加快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

进展的重要载体，成为绩效考核的加分项目

与卫生城市、健康城市建设紧密结合

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队伍建设

下一步工作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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