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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安全社区是伤害控制必由之路
王声勇

安全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要求，是社区建设的基本

条件，是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前提。

2006年3月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全国创建安

全社区研讨会”，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全国妇女儿童工

作委员会等部门负责人；世界卫生组织(Ⅷo)、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代表；伤害预防领域专家和

来自28个省、市、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伤害预防

工作的骨干，一起交流全球创建安全社区成功经验，

研讨中国创建安全社区模式。

伤害常见、多发，可随时随地发生，且死亡率高，

后遗伤残多，消耗巨额医疗费用，总体损失最大；造成

社会、家庭和个人负担沉重，因伤致贫，因伤返贫，伤

害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全世

界每年至少有3亿人发生一次以上伤害，700万人因

伤害和暴力死亡，1500万人遗留不同程度的功能障

碍，800万人终生残疾。伤害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第4位或第5位死亡原因，是1～44岁人

群的头号杀手，在5～44岁年龄段的前15种死亡原因

中，伤害占了6种(道路交通伤害、暴力、自杀、战争、

溺水和烧伤)。伤害的危害还在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和社会负担，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局报告，美国伤

害的医疗支付占医疗总支出的12％，1998年伤害的

经济损失为2600亿美元，等于恶性肿瘤和心脏病两

项的经济损失(1154亿美元和1449亿美元)。

20世纪50年代我国伤害死亡率在死因构成中

居第9位，70年代居第7位，1990年以来一直居第5

位(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伤

害)；我国伤害死亡率为65／10万，每年全国发生伤害

7000万人，死亡80万，占总死亡数的“％；200万人

遗留功能障碍，190万人终生残疾；不少于4000万人

因伤害需要急诊或医治，1000万人人院治疗，每年伤

害的医疗费达340亿～1170亿人民币，社会代价为

1360亿～4680亿人民币。伤害因急救、医疗、康复、

残疾或功能丧失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远远超过任

何一种传染病或慢性病；因伤害早死的寿命损失

(Ⅵ，LL)也大于任何一种疾病。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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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2010年我国每年将有140万人因伤害死亡(比

1990年上升一倍)，2030年上升到250万人(是1990

年的3．7倍)；如果把伤害纳入到疾病控制工作中，每

年将有50万～170万人免因伤害死亡(伤害死亡率可

能30年保持不变)。

为预防和减少伤害的发生，探讨伤害预防的模式

和途径，198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一届世

界事故和伤害预防会议上提出了安全社区的概念，发

表了“安全社区”宣言，强调全人类在保持自身健康及

安全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建设安全社区的目的是

整合社区资源，开展各类伤害预防和安全促进活动，

保证居民安全和健康，最大限度地降低和预防各类事

故与伤害。啪积极倡导通过安全社区和安全促进
活动开展伤害预防工作，在各地推广有针对性的伤害

控制项目，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与重视，得到了

各个国家的广泛支持。安全社区建设最先在北欧的

瑞典及挪威推行，其后扩展至美洲、亚洲及澳洲等地。

WHO设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科大学的“社区安全促

进合作中心”负责全球推广这项计划，并在世界各地

创建“安全社区支持中心”，以协助和加强计划的推

广。2003年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屯门和葵青两个

社区被ⅧO认可为安全社区。2002年我国流行病
学家赵仲堂教授按照啪安全社区标准，率先在山
东省济南市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创建安全社区示范

点，经过4年的创建活动和wHO现场评估，邶“社
区安全促进合作中心”于2006年3月1日授予青年

公园街道“安全社区”称号，成为我国内地的第一个安

全社区。目前全球已经有97个社区获此殊荣。

安全社区的宗旨是减少社区伤害，保障社区内居

民可以健康安全地工作、生产、生活和娱乐。安全社

区可以概括为基层社区的安全促进。社区的安全促

进是向人群提供为达到和保持理想的安全水平所必

须的保障条件的过程。安全社区是具有包括政府、卫

生服务机构、志愿者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共同参与的

工作网络，有以社区为基础针对所有人、环境和条件

的安全预防项目为中心的工作框架，由此派生的社区

干预概念是包括社区内每一单位、居民、团体、民间组

织都关心的全方位的伤害预防与控制，是一种人人参

 



·370· 主堡煎堑疸堂塑查!!!!至i旦箜!!鲞箜!塑堡垫i!』垦＆ii!里i!!!丛!z!!!!!∑!!：望!塑!：i

与的政府行为。创建安全社区的主要手段是开展伤

害卫生知识宣传，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做好安全防范

工作和安全促进，提高社区成员的安全意识和观念，

坚信伤害是能够预防，掌握规避危险、保护自己和预

防伤害的知识，学会自救、互救、逃生等技能。安全社

区建设内容涵盖了居民生活、生产和环境安全，包括

交通、工作场所、公共场所、涉水、学校、老年人、儿童、

家居、体育运动等诸多领域的安全。安全社区的创建

计划和规模，在农村以村庄或乡、镇为单位，在城市以

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或城区为单位，也可以根据进展

情况和经验的积累逐渐扩大至县、市甚至更大范围。

啪安全社区的标准：①有多部门参与的、合作
的、负责本社区安全促进工作的组织机构；②有长期、

持续、能覆盖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员和环境的伤害预防

计划；③有针对高危人群、高危环境和弱势(vu】n锄ble)

群体的伤害预防项目；④有记录伤害发生频率的监测

和伤害发生原因的分析系统；⑤有对伤害预防项目的

实施及其效果进行测量和评价方法；⑥积极参与国家、

国际安全社区工作网络的相关工作与交流活动。

安全是一个卫生公平和安全权益的大事。卫生

公平和安全权益，是ⅧO的基本策略，也是ⅧO在
伤害预防控制方面的全球性计划的目的。人类都享

有健康和平等的权利，人人都享有不受伤害及危险威

胁的社会秩序、安全社区和安身立命的家居场所。安

全不仅仅是没有伤害，正如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一

样，必须确保全体居民有平等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在安

全社会中，确保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社区环境。做

好伤害预防与控制工作，保障人民安全权益，是政府

必须高度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安全问题。由

于伤害的主要危险来自于环境，政府应该把安全社区

作为社区建设的一个内容，使伤害预防成为全体居民

共同关心的事情，既要防止大的群死、群伤事件和突

发伤害事件，也要关注频繁发生的小规模却极具危害

的伤害事件。安全社区规划是减少和预防伤害的关

键，通过社区诊断和需求评估，确定社区中主要的伤

害问题与干预重点，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

性的干预计划，并在社区内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协

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充分进行社区动员，开展干预

活动。以社区为基础开展伤害干预活动，在预防和控

制伤害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安全社区规划是减

少和预防伤害的关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证明，安全社区规划可以明显降低伤害危险，使伤害

发生率降低30％～60％。因此，创建安全社区是预防

控制伤害必由之路，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创

建安全社区，预防控制伤害，保障居民安全，才能实现

卫生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

在“全国创建安全社区研讨会”上，与会者达成以

下共识：①创建安全社区势在必行。安全社区是文明

社区、健康社区、环保社区的基础与前提，是建设和谐

社会的核心，有计划地创建安全社区示范点并逐步推

广普及，从根本上消除发生伤害的原因和隐患，给全

体居民一个安全生产、工作、生活和休闲娱乐的环境；

通过创建安全社区活动，推动伤害预防控制工作的开

展。②创建安全社区是政府行为。各级政府应充分

认识到伤害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做好车祸等非故意伤害、自杀等故意伤害和突发伤害

事件的预防；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控制中心必须切实

把伤害纳入疾病控制工作内容，建设一支伤害预防控

制队伍，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开展各项伤害干预项目。

③创建安全社区需要多部门协作。在创建安全社区

活动中，以社区的相关机构为基础，卫生部门与民政、

公安、教育、安全监督、妇联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各

司其责，组织和发挥社区所有机关、工厂、学校、企事

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开展志愿者活动，使安

全社区成为居民喜闻乐见、人人关心的事情。④创建

安全社区的内容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伤害干预项目。

安全社区是指具有针对所有人、环境和条件的积极的

安全预防项目，社区伤害干预是ⅧO所支持的安全
社区的中心项目，以社区为基础开展伤害干预活动，

如社区伤害监测，校园安全和青少年伤害预防，老年

跌倒预防，家庭暴力、社会暴力、突发伤害和灾害的应

急工作等，实现对伤害的全方位干预。⑤创建安全社

区的主要手段是基层社区的安全促进。普及伤害卫

生知识宣传，进行安全知识教育，使各级领导和全体

居民坚信伤害是能够预防的；培养居民安全观念和防

范意识，做好社区伤害预防工作，提高自救、互救、逃

生与规避伤害的能力，使社区中人人参与；安全教育

要从小抓起，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卫生课程中都要注

意到安全和伤害预防的知识，并且要有计划地进行防

范技能的培训及演练。⑥创建安全社区以伤害信息

为基础。建立中国的安全社区网络中心，为各省、市、

自治区提供创建安全社区的技术支持，合作交流，信

息共享，加强国内、国外的联系与信息交流，争取国际

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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