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关于“健康权与获取健康服务” 

问题清单材料 

 

一是加强老年人健康权顶层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对老年人获取健康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要求，

国家制定并实施老年人健康工作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师法》要求加强老年医学人才培养。 

二是加强老年健康促进。中国政府组织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从个人和家庭、社会、政府三个层面

全方位促进老年健康。针对老年人健康特点，组织开展老年

口腔健康、营养改善、心理关爱、痴呆防治促进专项行动。

实施老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开展老年人健康素养调查。利

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敬老月等契机宣传老年健康政策和科普

知识，提高老年人主动健康能力。每年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

提供一次健康体检，开展健康评估和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三是增加老年健康服务供给。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

务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健康评估

和健康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推动二级及

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

设，推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截至 2022 年底，近 70%的二

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建设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 2.8 万余个，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覆盖 185 个试点

市（区），努力为老年人提供综合连续的健康服务。 

四是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医养结合是为居家、社区、机

构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医疗卫生服务，旨在推动医疗卫

生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共享，服务衔接，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重要举措。强化政策协同，会同有关部门健全价格、

投入、税费、医保等支持性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

规范。强化医养衔接，目前探索形成了医养签约合作服务、

医疗机构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养老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医疗服

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等四种相对成熟的服务

模式。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

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的达 8.7 万对；两证齐全（指具备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或备案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结合机构共

有 7881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