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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村/社区建设和评价规范 建设和评价指标》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经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批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

指导中心牵头研制团体标准《健康村/社区建设和评价规范 建设和评

价指标》。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 张琦 李洪兴

樊福成 魏海春 丁雪娇 陶勇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卢永 严丽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么鸿雁 郑文静 臧照芳

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勇 刘继恒

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俞文兰

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 陈晓进

浙江省爱卫办 张新卫

重庆市爱卫办 陈垦

三、主要起草人分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改水技术指导中心张琦、李洪兴、陶

勇负责标准全文的起草、征求意见的采纳和修订。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卢永、严丽萍负责部分指标可行性研究。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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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刘继恒负责指标可获得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浩负责社会学

指标特异性研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俞文

兰负责职业健康指标研究。江苏省健康教育协会陈晓进、浙江省爱卫

办张新卫、重庆市爱卫办陈垦负责本标准指标与卫生创建评估指标的

相关性研究。

四、工作过程

2017 年 11 月 中国健康管理协会批准立项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3 月 文献研究、现场调研

2018 年 4 月 标准起草启动会，确定主要内容、结构、分工及

工作进度

2018 年 5-7 月 标准编写，完成初稿

2018 年 7 月 工作组讨论初稿，形成修改意见

2018 年 8 月 征求意见及采纳、修订

2018 年 9 月 形成送审稿

五、 编制目的和意义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健康的内涵和外延日益扩展。1947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而是指生理、心

理和社会的全方位的良好状态；决定健康水平的要素包含生理、心理、

社会、卫生服务、环境和文化。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4 年提出健康城

市概念，健康城市应该是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的有机结合，

是一个不断创造和改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区资源，

使城市居民能互相支持，以充分发挥潜能的城市。2015 年，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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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 17个分目标，其中包含健康和福祉。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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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业化、城镇

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等给维护和

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从 1989 年启动卫生城市创建，

1997 年推进卫生镇创建。20世纪 90 年代，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倡议，

推动了健康城市创建工作，2012 年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活动。

健康村镇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是实现“全民健康”的

重点和难点。在实施和推进过程中，应基于充分评估、遵照科学规律，

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主题。健康决定因素来看，环境、社会、

行为、服务、文化和政策导向缺一不可。研制适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性

健康村镇建设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指导和科学评估健康村镇建设是

先决条件。本标准的研制将在调研收集我国以往卫生村镇和健康村镇

建设情况的基础上，参考国际国内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充分把握技

术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其成果将为我国健康村镇建

设提供科学、前瞻规划引导作用和实施推进的建设评估技术要求。

六、 编制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总体要求，以普及健

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

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为目标，细化相关内容，提出参考指

标。同时，结合全国爱卫会印发的《关于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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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见》和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 10 条标准”，使本标准在

符合国际国内政策导向的同时，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七、 与国内和国际有关标准的对比

1996 年，WHO 提出了健康城市十条，（1）清洁安全的环境；（2）

可靠和持久的食品、饮水、能源供应、垃圾处理；（3）保证市民在营

养、饮水、住房、收入、安全和工作方面的基本要求；（4）娱乐和休

闲活动场所；（5）改善健康的社区组织和民间组织；（6）参与式的政

策制定；（7）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的文化和生活特征；（8）

健康在公众决策中的地位，健康赋权；（9）改善健康服务质量，扩大

健康服务覆盖；（10）人群寿命增加或减少寿命。

2018 年 4 月，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全国健

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从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文

化、健康人群 5 个维度提出了健康城市的评价指标。

目前，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制定了《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标准》，省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制定了当地的卫生村标准，主要针

对卫生设施和环境卫生提出了要求。

国际上无健康乡镇和村的相关标准。

八、 主要内容

本规范包括正文和附录。

正文中对健康村/社区、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

文化和健康细胞进行了定义，明确了健康村/社区的内涵和建设评价

原则。正文中给出了健康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指标和评价的基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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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建设主管方或评估机构参照。

附录中对各项指标进行了释义，对定量指标给定了计算公式或调

查方法。

九、 条文说明

1. 健康村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健康城市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概念，体现人类

对健康的追求。村和社区作为城市的细胞，在将健康概念移植到村和

社区层面的时候，沿用相同理念。

2. 通过需求评估的方式，甄别健康影响的主要因素，并制定建设的

主要目标和优先顺序。

健康决定因素复杂，同样的健康水平的地区，可能主要的健康影

响因素截然不同。因此，需要在决策和规划时，考虑优先顺序和成本

效益等因素。

3．健康村的建设应以政府为主导，部门协调合作，广泛动员社会团

体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

世界卫生组织在“健康城市十条”中提出，使其市民参与制定涉

及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村和社区的范围更

小，生活在其中居民更了解影响社区的主要健康因素，并且自发的产

生改善这些因素的需求。因此，在村和社区层面应该更重视参与式的

决策和行动，有利于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4. 健康村的评价可采用本地区不同阶段指标值的纵向比较，也可通

过与临近地区或区域平均水平的横向比较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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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健康的追求无止境，健康决定因素的改善也是无止境的，

设定的指标值也应是一定时期的目标。同时，由于各地的起点不同，

影响因素不同，不可采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因此，在健康村/社区的

评价上应根本转变达标与否的评价方式。而采用纵向或横向比较评估

发展的趋势的变化。

5. 指标选取依据

（1）制订健康村建设的规划

新时期卫生方针提出，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

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其中，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就应该从总体规划予以首先体现。

（2）生活垃圾集中收集转运处理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建立“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模式，或就地资源化。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模式是否适宜，

并达到不污染环境的要求是健康环境的重要环节。

（3）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

卫生厕所是农村重要的环境卫生设施。《国家卫生县城（乡镇）

标准》，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70%。《“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

2020 年达到 85%以上。《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030 年实现全部

覆盖。因此，本标准将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作为评价基础指标。

（4）开展粪便资源化利用

农村地区的畜禽粪便量较大，利用得当将产生很好的环境、生态

和经济效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规划》,鼓励各地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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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厕所粪污、畜禽养殖废弃物一并处理并资源化利用。由于各地产业

类型不同，本标准将开展粪便资源化利用作为建设指导指标。

（5）公共场所设有卫生公厕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村内公共活动区设 1

座。本标准参照该标准。

（6）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集中式供水水源地范围及卫生防护应符合《饮用水水源地划分

技术规范》（HJ/T 338）和《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

要求。本标准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作为评价基础指标。

（7）自来水普及率

供水的保障率和方便程度是饮水安全的重要方面，直接影响居民

健康。《国家卫生县城（乡镇）标准》，自来水入户率达到 90%以上。

到 2030 年，达到 95%。本标准将自来水普及率作为评价基础指标。

（8）规模化养殖场是否配置畜禽粪便处理设施

《农业现代化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畜禽粪污综合利用，推广污

水减量、厌氧发酵、粪便堆肥等生态化治理模式，建立第三方治理与

综合利用机制。《“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畜禽养殖废弃

物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开展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污染综合治

理，实现 75%以上的畜禽养殖场（小区）配套建设固体废物和污水贮

存处理设施。本标准将该指标作为评价基础指标。

（9）村内道路两侧硬化绿化美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规划》要求，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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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道路建设，基本解决村内道路泥泞、村民出行不便等问题。推进

村庄绿化。本标准将该指标作为建设指导指标。

（10）化肥农药使用量年增长率

化肥农药的不当施用是农村环境的重要危害因素。《“十三五”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到 2020 年，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考虑到各地产业类型不同，本标准将该指标作为建设指导指标和选择

性评价指标。

（11) 有儿童保护措施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继续完善保护儿童的

法律体系,消除对女童的歧视,保护儿童人身权利,加强儿童财产权益

保护,完善儿童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机制。儿童保护，特别是农村地

区留守儿童的保护，应得到社会的充分关注。本标准将该指标作为建

设指导指标和选择性评价指标。

（12）近三年伤害造成伤亡人口的比例

据《中国死因监测数据集（2015）》、《中国伤害预防报告》和《中

国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研究报告》等，道路交通事故、意外跌落和自杀

是意外伤害最主要的类型。降低伤害发生，对提高伤残调整生命年

（DALY）将有很大贡献。本标准将该指标作为评价基础指标。

（13）倡导家庭健康生活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小细胞。健康细胞的文化建设是社区健康文

化的基础。本标准将健康家庭从家庭内环境、成员行为、成员关系和

成员在家庭外的社会性等角度进行定义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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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居民生活满意度

以与乡村居民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和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和交通状

况三方面来反映满意程度，数据采集方法可根据本地情况编制调查问

卷，采用电话调查或访谈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