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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健康是指针对女性不同时期的生理、心

理特征 , 以群体为对象 , 通过采取以预防为主、

以保健为中心、防治结合等综合措施 , 促进妇女

的身心健康 ,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 控制疾病的传

播和遗传病的发生 , 从而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

上一轮规划是“妇女的预期寿命”，现在改

成了“妇女的健康预期寿命”。一是《健康中国

2030》提出了未来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

二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指标也是“健康以及寿

命”。强调性别差距和健康水平高低，强调健康

预期寿命。另外，人均预期寿命是根据婴儿和各

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得出来的预期结果。

人均健康预期寿命是指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的状态

下的寿命，和一个人能生存是有本质的差别。我

们现在老龄人口在增加，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口

的比例达到了 75%。如果一个人不是健康地活着，

无论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个人来说，都

是生命质量不高的体现。特别是现在，全国失能

老人已经超越了 4000 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

更要强调健康，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服务我省“三

高四新”战略。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

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

本医疗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在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妇女如何更好地获得高质量有效的可负担的

医药保障服务呢？一是要加大对妇女健康事业的

财政投入，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二是要

完善公共卫生的应急管理体系。三是要从人民的

利益出发，从生命健康利益出发，特别要关注重

点人群的健康问题。

妇女心理健康意识也要提升，特别是焦虑障

碍和抑郁症的患病率有上升趋势。女性在社会中

的地位、责任和义务，和男性相比是不对等，更

应该强调心理健康，提高健康意识。特别是在

青春期、孕产期、更年期更容易发生心理障碍。

2018 年全国专项调查说明，15% 妇女都有不同程

度的行为健康问题。特别是中老年妇女的抑郁症

的发病率是高于了其他年龄范围，育龄妇女的焦

虑比其他年龄段更高。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妇女

产后抑郁症患病率是 14.7%，88.7% 的没绝经的

妇女都有恐惧焦虑症，所以提出了提高女性心理

健康素养水平这样一个目标。

围绕目标实施，我们提出了五方面的具体的

做法和要求。一是要普及健康知识妇女的健康素

养水平，这也是一个新的目标。要实施妇女健康

服务及行动，赋予科学的健康的理念，学习科学

的知识，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二是要发挥

妇女在家庭健康中的引领作用。我们的幸福安康

工程里，其中也有妇女健康这样一个目标要求，

要提高妇女应急避险的意识和能力。三是引导妇

女控制吸烟拒绝酗酒免疫毒品。四是要改善营养

状况。前几轮规划，我们是把“改善营养状况”

放在措施里面，这一次我们把它明确提到目标里

面。五是慢性病死亡人数。慢性病死亡人数现占

到死亡人数的 88%，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最重

要的一类疾病。不良生活方式是慢性病最主要因

素。而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的主要

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妇女的生殖健康。策略措施

方面，一是健康营养的宣传普及。要创造科学的

均衡的饮食，适度平衡，控制营养不良。二是对

不同时期的妇女群体要做个性化的营养健康需

求，并提供针对性的服务。三是定期开展妇女群

体的营养调查。 

新时期妇女健康需求有哪些？看新规划里的新目标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以下简称规划 )已正式发布。编制新周期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对于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结合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以及人民群众对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新需求，在更高水平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统筹推进妇女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步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规划，
今日女报 / 凤网将推出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系列解读，按照规划目标设置的思路、内容、特点和变化，给大家提取规划中的亮点与干货。

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系列解读①

妇女健康需求是什
么？就是妇女围婚期、
围产期、产褥期、更
年期的健康需求 , 满
足妇女“四期”的健
康需求 , 不仅 关系到
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 ,
而且与提高人口素质
和健康水平，促进社

会 经 济
发 展 息
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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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分层构建目标体系尤为重要。一是围绕全

国卫生健康大会 2016 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工作部署上的重要讲话，把健康作为了第一个优先

发展领域。二是遵循的思路是有机衔接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健

康中国行动 2030”，以及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积极回应新时期妇女的健康需求，

按照服务体系建设、疾病预防、改善营养的逻辑关系，规划设定了

10 项主要目标，提出了12 项策略措施。

改善营养状况和肥胖增长率
新时期妇女健康需求调查：

目标 1：
我们强调的是“覆盖城乡的妇女健康服务
体系”要更加完善。

目标 2：
我们将“人均预期寿命”修改为“人均健
康预期寿命”。

目标 3：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一个目标。

目标 4：
“适龄妇女的宫颈癌人群的筛查率和乳腺
癌人群的筛查率”，上一轮是“早诊早治率”。

目标 5：
“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的代际传播，母婴
传播的传播率”，上一轮规划是“患病率
要得到控制”。

目标 6：
全面普及“生殖健康治疗”。
这是一个接续性的目标。

目标 7：
改善妇女营养状况和妇女肥胖的增长率。
这是新时期妇女健康需求调查发现的重难
点问题。

目标 8：

提高“妇女心理健康意识”。心理健康问
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妇女的
焦虑障碍和抑郁症，这是妇女心理健康
的重点问题。

目标 9：
普及健康知识。目的是提高妇女健康素养
水平。

目标 10：提高妇女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增加预防性目标
妇女与健康领域最大亮点：

在规划编制中，我们全过程按照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的逻辑关系，精准定位目标。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一是“人均健康预期寿命”

问题，二是孕产妇的生命健康保护的问题，三是

妇女常见病的预防问题，四是非意外妊娠问题，

五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的传播的问题。值得一

提的是，现在非意外妊娠比较频繁，特别是年龄

越来越小，对她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

以要降低人工流产率，这也是现实生活中比较突

出的问题。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核心，而后去解决

问题。紧密相扣，层层推进。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

同追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求“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

为主的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为人民

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应该坚定不移贯彻

这一方针。

以前强调的治病救人，强调的是整体健康，

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增加了很多预防性的目标，

这就是妇女与健康领域最大的亮点。同时，我们

还加入了妇女的心理健康和健康素养水平，以及

改善妇女的营养结构。要从思想观念、生活习惯

开始，控制住肥胖增长率。

2016 年，全生命周期健康首次被提升到国家

战略高度。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立足全人

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公平可及、系统

连续的健康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2021

年，国家再次强调，要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

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人

均健康预期寿命显著提高”目标的设置，就是站

在对象的角度，强调妇女的生命质量，不是简单

地讲长寿，而是讲有品质的健康。提升“人均健康

预期寿命”还考虑了国家战略，增加了体质测量标

准合格率，目标值的外延和内涵都在不断地扩大，

面对新的形势，

我们提出这 样

的策略 措施和

目 标， 也 是 和

上一轮规 划不

同的。

中老年妇女抑郁症发病率高
关注女性心理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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