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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

出实施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逐

渐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同时，

面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保障老年人的健康权是中国协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共同要求和优先领域。近年

来，中国政府做出以下努力：一是着力降低老年人的看病就

医负担。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全面

开展住院费用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加快推进门诊费用跨

省直接结算。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覆盖老年患者常见病主流用

药，药价平均降幅超过 50%。二是扎实推进老年健康促进行

动。在 15个省份组织开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

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管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2021 年约 1.4 亿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获得一次免费体检

等健康管理服务。三是提升老年医疗服务能力。截至 2021年

底，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合性医院 5290个、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15431个；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的二级及以上

综合性医院超过 9000 家；8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可以提供最长 12 周的长期处方服务。四是加强老

年照护服务。推动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一级、二级医院

转型为护理院、康复医院。开展“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增加上门护理服务供给。在 91个城市开展安宁疗护试点。将

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扩大至 49 个城市。五是推进医养结合。探

索形成了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签约合作、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养老服务、养老机构依法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

服务延伸至社区家庭等 4 种相对成熟的服务模式。 

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在保障老年人健康权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就，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0 年的 74.8 岁提升至 2021 年

的 78.2 岁。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做出以下努力： 

首先是保基本。加快补齐老年期重点疾病防控力量薄弱、

老年医疗卫生机构发展不充分的短板，着力构建包括健康教

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

的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对标人人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要求，逐步缩小城乡、地区、人群间基

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的差异，确保老年健康服务公平可及。 

其次是强基层。持续推动健康服务体系重心下移、资源

下沉，推进各项优质服务资源向老年人的身边、家边和周边



聚集。强化基层老年健康专业人才教育培训，提升基层老年

人常见病、慢性病治疗和健康管理能力，发展家庭病床、上

门巡诊等居家医疗服务，深入推进居家社区层面的医养结合，

确保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第三是兴产业。在确保老年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的基础上，要健全扶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推动老年健康产业与养老、文化、旅游、体育、

教育、互联网等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大力培育老年健康领

域新产业、新业态模式，满足老年人不断升级的高品质、多

样化健康需求。 

   人人进入老年后都能乐享健康生活，这是全人类的共同

愿景，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体现。中国政府

将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扎实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促进老年健康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共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老年人健康福祉提升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