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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影响评估（HIA）制度已经被列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但是HIA的技术体系还亟待建立和完善。本文对HIA中流行病学方法

的应用进行梳理，结合国际HIA完整案例，重点介绍健康决定因素的生态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在HIA评

估体系建立中的应用，并总结各种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在不同环节中的应用。我国现有HIA研究中流

行病学方法应用单一且不足，应加强流行病学方法在HIA指南和评估体系中的应用，而健康医疗大数

据、移动健康技术、系统流行病学和实施性研究等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将有利于HIA数据收集和

对健康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监测，也将有助于推进HIA制度建立和完善，从而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和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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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HIA) system has been listed in the Outline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Plan and the Law of Basic Health Care and Health Promo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e technique guideline of HIA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in HIA and focu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y model of health social determinants as theory basi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A system along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IA cases in the world. The

applications of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in domestic HIA research are limited. Therefor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of epidemiological metho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HIA guideline and

system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applications of big health data, mobile health techniques,

systems epidemiology and implementation science, to facilitate data collection and potential health

hazard evaluation and surveillance for HIA,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HIA syste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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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HIA）
作为一项涉及政府及诸多部门机构的工作，近年来

我国积极开展相关研究和试点工作［1-3］。在 2016年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Health in All Policies，HiAP）上升为新时期国家卫

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内容之一。而落实HiAP，核
心是全面建立HIA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并健

全监督机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也明确提

出“建立健康影响评估制度”。但许多政府部门和

科研机构对HIA本身还比较陌生，与之相关的技术

体系还亟待建立和完善［4-6］。HIA中流行病学研究

方法的运用对于HIA实施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将起

到关键指导作用。本文对流行病学方法在HIA实

施各环节中的应用进行梳理和展望，为我国各地开

展 HIA时具体研究方法或实施工具的选择提供

参考。

一、HIA的定义及发展历程

1999年WHO定义HIA为系统地评判政策、规

划、项目对人群健康的潜在影响及影响在人群中分

布情况的一系列程序、方法和工具［7］。

HIA最初由环境影响评估制度（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IA）衍生而来。WHO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EIA的概念，并在EIA评估过程中逐步

加入健康评估的内容［8］。早期的HIA研究及实践

多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地区的一些发达国

家，针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或者 EIA流程，发现是

否存在潜在的影响健康因素。在早期HIA评估方

法中，一般是基于 EIA建立模型，或与 EIA相结合

开展进行。随着研究和应用的日渐深入和发展，

HIA已逐渐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9］。

HIA工具早期发展中，欧、美洲地区国家的健

康机构和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农业、空气、文

化、能源、住房等多个领域尝试应用HIA工具，以减

少相关政策和项目对公共健康的影响。通过识别

潜在的健康风险、问题或优势，HIA已经覆盖到了

文化、体育、教育、环境、农业、工业、城乡规划、交

通、住房等诸多领域。

在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国家在各个领域的规

划、决策和发展的过程中纳入了HIA，建立了评价

流程和指标体系［10］，HIA分析工具的使用逐渐成为

引导各部门在建设的同时促进健康的新兴方向。

二、HIA的流行病学理论基础

流行病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对于科学、合理开

展HIA各关键环节的实施工作至关重要。HiAP是
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重要性的认识逐

步发展起来的理念，而HIA是HiAP实施时的重要

评估工具，因此在开展HIA时，流行病学中健康决

定因素的生态模型是开展HIA的理论基础。

HIA属于流行病学中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及

安全性研究范畴。探索病因和危险因素、评估干预

措施的效果及安全性，都属于寻找和验证因果关系

的流行病学研究。健康决定因素的生态模型极大

地扩展了病因的范畴，也提示了直接病因和间接病

因的存在［11］。WHO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提

出的健康的因果关系途径和健康决定因素分析框

架［12］，是开展HIA的基础。由不同健康结局/后果

分析开始，采用解释性的“逆流而上”的方式，对健

康危险因素（直接病因和间接病因）从 4个维度进

行分析及监测。

1.个人信息：①性别；②年龄；③教育；④收入；

⑤职业；⑥民族；⑦居住地；⑧其他。

2.适用的决定因素：①健康行为：吸烟、饮酒、

体力活动、饮食和营养等；②物质和社会环境：饮水

和卫生、住房条件、基础设施、交通和城市规划、空

气质量、社会资本等；③工作条件：工作物质危害、

压力等；④卫生保健：覆盖范围、卫生保健系统的基

础设施等；⑤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保障力度等；

⑥健康不公平现象的结构性动因等；⑦社会不公平

性：社会排斥等；⑧社会政治环境：民事权利、就业

环境、管理和公共支出的内容、宏观经济环境等。

3.健康状况：①死亡率；②幼儿发展；③精神健

康；④发病率和伤残率；⑤自我评定的生理和精神

健康；⑥原因特异性结果等。

4.疾病的后果：①经济危害；②社会危害。

在实际开展时可根据具体评估的政策、规划和

工程项目涉及的适用内容进行调整，在 4个维度中

分别选择有关指标，形成评估体系。

三、HIA中的流行病学方法

各国HIA实施工作主要由公共健康部门、科研

院所或非政府组织主导，应用于公共政策、城市规

划和工程项目 3个层面，以涉及到的相关健康社会

决定因素和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为主要评价内容，

具体评价指标涉及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不可

变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使用

服务因素、环境因素等和人群健康状况指标［12］。

HIA是基于健康决定因素的生态模型，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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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政策、规划或工程项目是否可能对健康产生直

接影响，或通过影响决定因素进而间接影响健康，

是基于现有的理论、知识和工具分析和评估可能对

人群健康的影响范围及程度，而不是探讨及确定未

知病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因而HIA中

大多使用现况调查、生态学研究、循证医学与系统

综述的思路和方法。在强化循证理念的同时，要注

重深入寻找潜在原因，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应

用，收集并整合有关证据，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必

要时可采用混合方法研究［13］，以获得充足的证据

支持。

不同国家基于本国情况发布了HIA指南和评

估工具［10］，WHO推荐的流程是目前应用较多的，也

涵盖了其他国家的HIA关键环节。基于WHO推荐

流程［2，5，14］，就国际上系统性开展HIA时，各重要环

节应用到的主要流行病学方法进行总结（表1）。

1.筛选：其目的是快速确定某一项提案（政策、

规划或建设项目）是否需要做HIA。包括该提案是

否对社会经济、环境、生活方式等健康决定因素产

生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进而潜在的影响是否会

带来伤害或影响到较多的人群等，即该提案是否会

直接或间接通过决定因素影响人群健康，最终确定

是否需要进行HIA。在筛选阶段，大多使用定性类

方法（如利益相关者研讨会、专家观点、关键知情人

访谈等）、文献综述和现有数据等方法，以实现快速

评估的目的。

2.界定：为评估过程界定范围，明确哪些部门

或决策者应该参与HIA过程，并通过会议的方式决

定各个部门和成员在评估过程中具体参与哪些内

容，确定需要调查哪些潜在的健康影响以及HIA实

施的地理范围和相关人群。界定可与筛选合并，或

单独进行。大多使用定性类方法、文献综述和现有

数据进行分析。

3.评估：为确定是否存在健康危害和寻找对健

康存在影响的证据的过程，HIA大部分工作在这个

阶段完成。评估过程中，先由专家小组对该提案进

行详细的审查，包括提案的相关文件中有关健康决

定因素、社会经济等问题与提案关键要素的关系，

从而列出提案可能对实施区域造成的具体健康危

害。在此阶段中，会基于循证理念，使用一系列方

法（包括访谈重点人群、调查和社区分析等）整理最

佳的定性和定量证据，由专家小组对数据进行分

析，对健康风险进行评估和分级，并按照重要性和

大小进行排序，讨论提案的实施会如何对不同人群

和社区造成影响。

4.报告：为HIA对于提案的修改建议。评估专

家小组应在提案被批准许可之前，及时向决策者交

付建议书，在建议中明确提出利益相关方的意见，

摆明健康影响与提案的冲突，为决策者提供如何衡

量整体影响是积极或消极的方法，同时将HIA的结

果反馈给社区。报告的呈现方式大多是提供报告，

随着公众参与的增加，现在也开始更多地使用新闻

媒体让大众获知报告。

5.监测：为评价HIA是否影响了提案的后续决

策过程和潜在健康影响的过程。较大的提案则需

要长期的人群健康监测，用来评价HIA过程中的评

估预测是否准确，以及人群健康是否得到促进和改

善。由于监测开展所需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较大，大多是利用政府部门的监测数据，或没有开

展监测。

由表 1可发现，筛选、评估和监测是较多涉及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环节，需要进行现场调查或者

收集相关数据；界定和报告环节主要是进行总结、

归纳和建议。各个环节的目的和内容不同，也决定

了各个环节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前一个

环节的研究结果是开展下一个环节的工作基础，下

一个环节是前一个环节中涉及健康决定因素的深

入分析。因此，HIA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研究方法

和工具包组成的。

由于现况研究和生态学研究是HIA中常用的

研究设计，因此应注意：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过程

中常见的偏倚及其控制；正确选择测量工具和检测

方法，包括调查表的编制；调查员和访谈人员一定

要经过培训，统一标准；选择正确的统计分析方法，

注意辨析混杂因素及其影响。生态学研究中可利

用常规监测资料或已有资料来进行研究，因而可以

节省时间、人力和物力，且可以较快得到结果，适用

于HIA的评估和监测环节，但是应注意避免生态学

谬误的产生，要控制混杂，避免虚假关联的产生。

HIA中涉及健康社会决定因素众多，因此，在研究

中不要设置过多研究问题，应选择政府关注重点、

社会关注度高、健康影响大、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方

面进行，必要时可按照重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优先排

序，选定排序靠前的问题进入评估环节。在使用现

有或二手数据时，由于数据不是基于此次HIA研究

设计收集而来的，应注意对原数据质量的控制，控

制选择偏倚、信息偏倚和混杂偏倚，尤其在使用连

续监测数据和大数据时应格外注意。可以通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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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严格纳入排除标准、设立对照、随机化、严格培

训调查员或数据分析员、匹配、分层分析、标准化、

多因素分析或灵敏度分析等方法，避免虚假关联的

产生。

还应注意的是，在HIA各环节中定性方法均使

用较多（例如利益相关者研讨会、专家观点、小组访

谈或个人访谈等），但是由于各环节需要开展的具

体目的和内容不同，即便在同一项HIA研究中，同

一种定性方法的具体调查对象、内容和侧重点也是

不同的。此外，虽然定性研究在流行病学研究和临

床研究中使用较少［32］，但在进行事前评价时，使用

定性研究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投入少量资源获得

有价值的信息，尤其适用于政策、规划和工程项目

HIA中筛选、界定和评估的环节，可以节省时间和

经费，提高成本效益。鉴于政策、规划和工程项目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方法可

同时或者按照不同设计顺序应用，以互相补充或同

时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研究，全面了解利益相关人

员、公众、政策或规划制定者、工程设计和实施者的

意见和看法，全面分析社会决定因素对健康的直接

或潜在影响。定性方法中也需对研究人员进行相

关培训，以提高定性调查质量和定性数据整理分析

能力。

四、我国HIA中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结合WHO推荐流程和我国实际情况，并综合

HIA实施的管理流程和技术流程，当前中国健康教

育中心推荐开展HIA的主要环节包括 9个步骤：部

门初筛、提交登记、组建专家组、筛选、分析评估、报

告与建议、提交备案、评估结果使用和监测评估［3］。

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HIA试点工作阶段，尚未

在全国开展实施HIA全部流程，因此目前发表的研

究仅涉及评估环节或评价工具建立，均未形成系统

性评价，仅从HIA理念应用出发开展调查，所用的

方法或评价的影响因素也比较单一（表 2）。目前

已发表的文献大多局限在工程项目和城市规划方

面，对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具体案例研究还未见报

道，HIA系统性评估方案和技术指南亟待建立。

五、建议与展望

全面建立HIA制度是践行“大健康、大卫生”理

念、HiAP的基本制度，目的是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

康的各种隐患，守住健康“红线”，避免各种损害人

民健康事件发生，是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为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加快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全

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

会发布《关于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设试点

工作的通知》（全爱卫办函［2021］8号），由卫生健

康部门作为牵头部门，通过部分省、市先行试点，逐

步探索在全国建立HIA制度。上海市、浙江省已经

发布HIA制度建设方案［40-41］，其他省份也于 2021年
底前开始了试点工作。当前已经具备HIA制度建

立的大环境，国家层面也在主动推进试点工作，还

应进一步明确组织体系，确定推进主体，明确评估

对象与范围，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强化技术支撑。

在HIA相关实践领域，我国目前已有实践涉及

领域还比较狭窄，未来应扩大HIA应用范围，如空

气污染、旅游等方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尤其

突显了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除卫生健康部门外，其他

政府部门也应贯彻HiAP的理念，积极与卫生健康

部门合作，开展重大政策、规划和工程项目的HIA
实施。

在建立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时，应根据评估对

象的特点，如政策类、规划类、交通路线等，选择重

点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及重要指标，以人群健康状

况、生活质量及健康公平性是否受影响为结局指标

进行评估，注重定性方法、混合研究方法在HIA中

的应用。

如何快速收集高质量的证据资料，是建立HIA
表2 健康影响评估研究中的流行病学方法

发表年份

2008［33］

2015［34］
2016［35］
2018［36］
2018［37］
2019［38］
2021［39］

主要问题

分析典型社区居民对北京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健康环境以及奥运
会影响的满意程度及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影响

研究电力行业的节能减排潜力并评估其污染物排放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分析铅酸蓄电池行业环评中铅污染对人体的健康危险度

探讨天津市中心城区既有住区儿童户外活动空间的健康影响评价

慢行交通设施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及公平性研究

探索建立公共政策的健康影响评价工具

分析某化妆品工厂改造项目对工厂工人、周边居民以及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是否造成影响以及影响程度

国家/城市

中国北京市

中国河南省

-
中国天津市

英国利兹

中国北京市

中国湖北省宜昌市

方法

问卷调查

现有资料；情景分析法

文献综述；健康风险评价模型

文献综述；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法

文献综述；BP神经网络

文献分析；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

环保报告监测数据；专家咨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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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

不断出现，数据采集方式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为

HIA数据收集带来了极大便利性，如健康医疗大数

据［42］、地理信息系统［43］、Python技术［44］、移动健康技

术［45］。我国从 2004年开始启动国家人口与健康科

学数据共享平台，随着健康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进

程的快速进行和技术普及，必将有利于HIA健康状

况、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等数据收集，从而实现更

快更全面地进行HIA。
系统流行病学和实施性研究发展已经成为国

际趋势［46-47］，这也将为 HIA提供新的研究设计思

路。系统流行病学能更好地描述影响疾病的各种

复杂因素及其相关关系的网络，依靠广泛来源的大

数据、不同层级的结构和功能组织的整合、网络分

析方法能够更好地对健康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监

测。实施性研究将有助于HIA的评估和监测环节，

实现有限的经费创造最大价值，是循证公共卫生实

践目前的新兴领域，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于多个健

康领域，但在我国的应用鲜有报道，其与HIA结合

将有助于推进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

综上所述，HIA中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的科学

性、可行性、全面性尤其重要，有必要制定更为具体

的HIA方法指南和工具包，鼓励和支持对HIA方

法、技术规范进行科学研究，加强HIA基础数据库

和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研究建立HIA评估技术导则

体系，组织制定HIA指南和针对不同危险因素的专

项评估导则，从而为HIA制度建立提供理论和方法

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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