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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WHO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联合发布 
“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2022-2026 年）。这是四方组织首次就“同一健康”发布联合行动计划，该

计划以应对人类-动物-植物-环境中健康挑战为目标，以“同一健康”、新发和再发人兽共患病、被忽视

的热带病和媒传疾病、食品安全、抗生素耐药和环境 6 个方面的工作为重点。本文对该计划的背景、

具体内容及其意义进行概括、翻译和总结，帮助读者快速了解联合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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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HO, and the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recently launched a new One Health Joint Plan of Action (2022-2026)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Quadripartite had issued a joint action plan on One Health. The action plan aimed 
to address the health challenges in the human, animal, plant, and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improving capabilities in six action tracks including One Health capacities,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zoonotic diseases, neglected tropical and vector-borne diseases, food safety,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environment. This introduction will give an overview and brief 
translation of the background, content, and the plan's value,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joint 
action plan quickly.

【Key words】 One Health; Health promot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Fund program: China Medical Board (20-366)

2022 年 10 月 17 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WHO 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WOAH，前身为 OIE）四方共同发起

一项新的“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2022-2026 年）

［One Health Joint Plan of Action （2022-2026），联合

行动计划］，这是四方组织就“同一健康”发布的第

一个联合行动计划［1］，时间跨度 5 年。该计划的目

标是在全球、区域和国家的层面上，减轻人类-动

学习·发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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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植物-环境中当前和未来健康挑战的影响。

联合行动计划文档长达 70 页，共分为五大部

分，分别介绍行动计划的背景、框架、具体行动计

划、实施和评估，以及资金动员，并提供了相关示

例。本文将按照行动计划的思路，分别对五大部分

内容加以翻译和概括，并总结其发布的意义，帮助

读者快速而全面地了解该联合行动计划。

一、背景

2022 年 11 月 15 日，全球人口已达 80 亿［2］。人

类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的忽略，以及不可

持续和破坏性的开发，致使地球自然资源的使用速

度超过了再生速度。环境是人类、动物和植物生存

和健康的重要基础，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必定影响

健康、粮食生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传染病是重要

的健康和安全挑战之一，人类新发传染病中，超过

六成源自人兽共患病，其中约 70% 来自野生动物病

原体的溢出，威胁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的健康挑

战共存［1］。

“同一健康”（One Health）理念呼吁采用一种整

体的、系统的策略来识别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

康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联合行动计划中，四方组织

采纳了“同一健康”高级别专家小组（One Health 
High Level Expert Panel，OHHLEP，四方组织的独立

咨询小组）的定义：“同一健康”是一种综合统一的

方法，旨在可持续地平衡和改善人类、动物、植物和

生态系统的健康。“同一健康”认为，人类、家养或野

生动物、植物和环境（包括生态系统）健康紧密联

系、相互依存。“同一健康”动员社会不同层面的多

个部门、学科和团体协作努力，共同致力于改善福

祉、应对健康和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威胁，解决对清

洁水、能源和空气、安全且营养的食物的需求，采取

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定义

的核心是“同一健康”从理论到实践的实施，重点强

调 4Cs：即 communication（交 流）、coordination（协

调）、collaboration（合作）、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

设）。在应用“同一健康”理论进行 4Cs 实践时，还

强调 5 个基本原则：①部门和学科之间的公平；

②多元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平等；③人类-动物-环境

之间的和谐平衡；④人类有责任改变行为和采取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⑤跨学科和多部门合作［3］。

联合行动计划并非横空出世。FAO、WHO 和

WOAH 几 十 年 来 一 直 致 力 于 共 同 应 对 人 类 - 动

物-环境中的健康风险。2021 年 2 月，3 个组织呼吁

UNEP 加入，重申环境维度在“同一健康”合作策略

中的重要性。2022 年 3 月，在 FAO、WHO 和 WOAH
第 28 次三方年度执行会议上，UNEP 同三方组织共

同签署谅解备忘录（MoU），标志着原来的三方伙伴

关系已转变为新的四方伙伴关系，UNEP 成为平等

的合作伙伴之一。

联合行动计划以 FAO、WHO 和 WOAH 三方战

略 文 件 中 确 定 的“ 同 一 健 康 ”合 作 领 域（2010、

2017 年）、三方组织 2018 年 MoU 和四方组织“同一

健康”建议和决议为指导，涵盖了 2021 年三方工作

计划的优先领域，并为长期行动提供了总体框架。

联合行动计划以 2021 年世界卫生大会 74.7 号决议

为基础。决议呼吁四方组织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

巩固、加强合作，制定出备选方案供四方分别审议，

这些方案包括制定一项关于“同一健康”的共同战

略、一项关于该理念的联合工作计划，以改善对人

兽共患病暴发的预防、监测、检测、控制和围堵［4］。

二、行动框架

联合行动计划以“变革理论”（theory of change）
为基础。变革理论本质上是对在特定背景下期望

如何发生变革进行全面描述和说明，其首先确定长

期目标，然后从这些目标出发，明确目标实现必须

具备的所有条件以及如何获得这些条件，并且将这

些内容在成果框架中绘制出来［5］。

“同一健康”作为一种综合性、多部门、整体性

和跨学科的方法，有可能解决目前全球面临的紧迫

的、共存的健康威胁。但是很多方面的挑战，如技

术、协调、合作和制度等，阻碍了“同一健康”在全球

和各国的有效实施。联合行动计划就是要消除这

些障碍，进而改善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

联合行动计划中，变革理论通过 3 条路径实现

目标。分别是：①政策、立法、倡议和资金：提供政

策制定、政治意愿、有效的监管框架、投资和跨部门

管理制度等；②组织发展（将行为科学研究应用于

组织变革所涉及的行动［6］）、实施和部门整合：包括

加强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能力开发、社区参与和动

员、多部门协调、合作和沟通，以及各部门的公平整

合；③数据、证据和知识：加强科学证据基础，将知

识转化为证据数据、技术工具、方案和指南、信息和

监测系统。

未来 15~20 年，联合行动计划的愿景是实现一

个能够更好地预防、预测、发现和应对健康威胁并

改善人类、动物、植物和环境健康、同时促进可持续

发展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宏大的愿景，联合行动

计划制定了 2030 年长期目标和 2026 年中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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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五 年（2022-2026 年）预 计 实 现 4 个 中 期 目 标 ：

①有效合作，共同倡导“同一健康”，促进政治意愿，

对“同一健康”理念进行杠杆投资（利用小额的资金

进行数倍于原始金额的投资）；②通过提供技术支

持、规范框架、研究、教育和指导，在“同一健康”行

动能力建设工作中增强协调和沟通；③加强跨部门

能力，根据“同一健康”理念，共同制订和实施包容、

公平的多层次工作计划和策略；④开发、传播和应

用整合了数据和知识的“同一健康”工具、技术和做

法，并加以改进和统一。在中期目标的基础上，

2030 年实现两个长期目标：①改善人类、动物、植

物和环境的健康，同时确定可持续的“同一健康”理

念，促进生态系统和谐、繁荣发展；②通过高效率、

有效、公平的方式，降低人类-动物-植物-环境中健

康威胁的风险和影响。

三、行动计划

联合行动计划重点围绕和支持 6 个方面工作

的提升，分别是：①提升“同一健康”能力，加强卫生

系统；②降低新发和再发人兽共患病流行和大流行

风险；③控制和消除地方性人兽共患病、被忽视的

热带病和媒传疾病；④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

管理和沟通；⑤遏制抗生素耐药性大流行；⑥将环

境纳入“同一健康”范畴。

每一方面的行动都有具体的目标，而且被进一

步逐级分解为具体的行动、这些行动应交付的成

果，以及每一项具体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限。限于篇

幅的限制，本文主要介绍六大行动各自的目标以及

其下一层级的行动（表 1）。

对应分解行动，联合行动计划列出共 115 项行

动计划，并为每项行动内容设置了时间要求，时限

分为 3 类，分别为 1、2~3、4~5 年。在该计划的附录

中，还为六大行动所列举的每个分解行动，提供了

目前已经开展的项目或行动的示例。本文以行动

5.1［提升各国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优先考虑和实施

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同一健康”合作工作，在政策、

立法和实践中实现对抗生素耐药性（antimicrobial 
表 1 “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的六大行动概要

序号

1

2

3

4

5

6

行    动
提升“同一健康”
能力，加强卫生
系统

降低新发和再发
人兽共患病流行
和大流行风险

控制和消除地方
性人兽共患病、
被忽视的热带病
和媒传疾病

加强食品安全风
险的评估、管理
和沟通

遏制抗生素耐药
性大流行

将环境纳入“同
一健康”范畴

目    标
为有效实施多部门策略提供充分的指导和工
具，促进人类、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预防和管理人类-动物-植物-环境中存在的
风险

通过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的原因和驱
动因素，采取上游预防措施，加强“同一健康”
监测、预警和响应系统，降低人兽共患病发展
为流行和大流行的风险，并将其对当地和全
球的影响降至最低

通过支持各国实施社区为中心、基于风险的
解决方案，加强从地方到全球的跨部门政策
和法律框架，增加政治承诺和投资，减轻地方
性人兽共患病、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媒传疾病
的负担

促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认识、政策调整和行
动协调，确保在与食品供应链的相互影响中，
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能够获得健康，并保持
健康状态

采取联合行动，以保持抗生素的功效，并确保
药物可及性的可持续和公平性，负责且谨慎
地将抗生素应用于人类、动物和植物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防止包括生态系统
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环境退化，共同支持人类、
动植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维护可持续发展

序号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4.1
4.2
4.3
5.1

5.2
5.3
6.1
6.2
6.3
6.4

行    动    分    解
建立“同一健康”能力基础

机制形成、工具开发和能力建设，进而建立起一支可胜任“同
一健康”的职业队伍和促进“同一健康”工作的框架或程序

为有效实施“同一健康”创造有利环境

了解人兽共患病病原体出现、外溢和传播的驱动因素

确认并优先考虑有针对性的上游干预措施，防止人兽共患病
原体的出现、外溢和传播

加强国家、区域、全球 3 个层面的“同一健康”监测、预警和响
应系统

支持各国采用基于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同一健康”方法，实施
以社区为核心、以风险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同一健康”在全部层面上协调一
致的应用，加强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政策框架，控制和预防
地方性人兽共患病、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媒传疾病

增加针对控制地方性人兽共患病、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媒传疾
病的政治承诺和投资

加强“同一健康”方法和工具在国家食品安全监测和食品安全
协调中的使用

在制定政策和进行综合风险管理决策时，利用和优化食品系
统信息及其分析、科学证据和风险评估

促进“同一健康”方法在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和以检测、
监测食源性疾病及食品污染事件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提升各国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优先考虑和实施具有明确针对
性的“同一健康”合作工作，在政策、立法和实践中实现对抗生
素耐药性的遏制

加强全球和区域倡议和计划，支持“同一健康”框架下的抗生
素耐药性行动

建立健全全球抗生素耐药性治理结构

保护、恢复生态系统和更大环境，预防其退化

将环境和生态系统健康纳入“同一健康”实践的主流途径

在环境治理的知识、数据和证据中整合“同一健康”理念

为环境、医疗、农业和兽医部门的专业人员建立互通可行的
“同一健康”学术和在职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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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AMR）的遏制］为例，介绍联合行动计划

中列举的具体行动内容、应交付的成果、对应时

限（表 2）。

现有示例：WHO、FAO、OIE 和 UNEP 四方组织

关 于 AMR 的 策 略 框 架 和 联 合 工 作 计 划

（2022 年）［9］；WHO 关 于 AMR 的 全 球 行 动 计 划

（2015 年）［10］；多伙伴信托基金结果框架［7］；FAO 关

于 AMR 的 行 动 计 划（2021-2025 年）［11］；OIE 关 于

AMR 和审慎使用抗生素的策略（2016 年）［12］。

四、治理、实施和监测

为了能够落实联合行动计划，在该计划中拟定

了全球治理框架。治理的原则是以现有机构为基

础，而且要避免复杂冗余的组织结构。全球治理框

架：①四方组织执行委员会负责行动计划的实施；

②执行委员会将与四方组织代表和秘书处协商，负

责根据事先商定的工作计划，制订与执行联合行动

计划有关的方案、进行财务和资源决策；③四方组

织轮值主席将领导联合行动计划实施的协调工作，

并向四方年度执行会议报告进展。OHHLEP 将为

四方组织管理高层和秘书处提供咨询，确保联合行

动计划的开展以科学为基础，并使用最新的证据、

数据和知识。

在联合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全球、区域和各国

将制定和细化各自的行动计划，重点是促进区域和

国家层面“同一健康”的倡议和行动，区域协调的一

个关键责任是将联合行动计划与区域和国家层面的

工作计划联系起来，明确每个合作伙伴的角色和责任。

为便于量化和报告前五年（2022-2026 年）的工

作进展，四方组织将制定一个监测和评估框架，其目

标和指标根据 115项行动计划的应交付成果制定。

五、资金支持

为确保行动的一致性和方向性，四方组织将统

一资源调动策略，优先寻求非指定用途的资金，以

确保“同一健康”行动的灵活性、可预测性、效率和

有效性，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层面。四方组织欢

迎感兴趣的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对话，其中关键的行

动包括：①盘点目前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为“同

一健康”提供资金和融资方案的系统；②基于上述

盘点，商定一个联合行动策略；③通过关键事件、对

话和协商，积极与各种合作伙伴（国家和非国家机

构）接触，寻找与联合行动计划共同的兴趣点；④探

索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建立起更紧密的工作安排

和协作，致力于投资回报，这将是展示推行“同一健

康”策略投资及其整体价值的关键；⑤采用综合的

资源调动策略。

六、意义

“同一健康”采用系统的思维，是真正的公共卫

生。公共卫生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需要各部门

协作、全社会参与、法律法规保障，公共卫生采用多

学科与跨学科的方法，以上特点都是与“同一健康”

理念的共通之处。

“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的价值在于：①“同

一健康”定义中强调的核心部分就是从理论到实

践，联合行动计划是以“同一健康”理论指导的多项

行动，其制定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其实施；②联合行

动计划体现了四方组织共同倡导和支持实施“同一

健康”的承诺，虽然它还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性

文件，但是已经确认了四方共同认同的目标；③联

表 2 “同一健康”联合行动 5.1 的具体内容、应交付的成果、时限

行    动
5.1.1 支持国家机构间平衡、有效、有充分代表性的协
调机制，在抗生素耐药性（AMR）国家行动计划实施
中使用“同一健康”方法

5.1.2 为目标区域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开发

5.1.3 确保对 AMR 相关的 MPTF 的有效管理

应交付的成果

•  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根据 AMR 多伙伴信托基金（MPTF）的结果
    框架［7］，在 AMR 中使用“同一健康”方法

•  为各国制定关于综合监测 AMR/抗生素使用的指导意见
•  加强能力开发和部门内对于环境所采取的行动，加强全球伙
    伴关系
•  更新国家层面的多部门“同一健康”的 AMR 治理指南
•  推广将 AMR 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的指南，并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向各国提供支持
•  制定并试行与 AMR 相关的“同一健康”立法评估工具
•  为提高 AMR 的认识，支持相关活动，制定并分享具有针对性
    的策略和相关材料，包括世界抗生素宣传周［8］等
•  支持各国制定自己的监测和评估方法
•  开发和加强社会、性别、环境和经济对 AMR 影响的证据基础
•  为 MPTF 国家支持的、在国家行动计划中环境活动优先的项
    目提供能力建设帮助

•  有效支持 MPTF 国家和全球的项目
•  有效的课程学习和知识管理

时限（年）

1
√

√

√

2~3
√

√

√

4~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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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动计划以六大行动为抓手，每个行动计划又由

一组行动组成，并且设定了应当交付的成果和具体

时限，促进计划的可执行性并便于评估。

“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所提出的 6 大行动

对我国均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为：行动 1，我国

尚未构建多部门构成的“同一健康”组织或机构，亟

待通过创造有利环境，打破职业和部门壁垒造成的

障碍，在适当监管框架下，进行有效的“同一健康”

合作，提升“同一健康”能力，加强卫生系统建设，并

最终服务于人群健康。行动 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疫情提示我国新发和再发人兽共患病及其大流行

风险将持续存在，建立“同一健康”监测系统，整合

生态系统数据，并纳入人类、家养和野生动物疾病

监测数据，进一步阐明新发再发人兽共患病的流行

变化和驱动因素，及时预警和响应，才能进行有效

的防控应对。行动 3，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中，人

兽共患病无论从种类还是病死数都占有相当比例，

多数被忽略的热带病流行于低纬度贫困地区，而随

着全球气候变暖，媒介分布边界不断延伸，媒传疾

病在我国流行的可能性增加。数据监测、信息共

享、风险沟通等联合行动计划中建议的关键发展领

域在我国同样适用。行动 4，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

的基础，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管理和沟通机制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行

动 5，我国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的大国，限制耐药

病原体及其影响因素的出现和传播，对于提高我国

治疗人类和动植物疾病、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护

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行动

6，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尽管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向绿色转型，但是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

题目前仍然突出。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

的健康威胁也在不断增加。在我国保护和恢复生

物多样性，防止环境退化，推进健康环境建设还需

要下更大的功夫。

尽管“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对于全球乃至

我国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该计划仍然存在

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联合行动计划的前提

假设之一是在全球、国家和地方层面政治意愿和资

金已经到位并且可以灵活调动，确保所有行动计划

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目前四方组织还在制定协

调筹资机制，以支持该计划的实施；联合行动计划

的前提假设之二，四方组织和相关部门可以合作协

调行动，不会出现对行动计划不利的地域主义、竞

争和“孤岛”现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

一个相对理想的各方积极追求的状态，需要在充分

考虑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协商。

七、小结

综上所述，随着来自人类、动物、植物、环境各

方面的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加，特别是新发传染病、

滥用抗生素、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人类健康面临

着更复杂的局面，旨在促进“交流、协调、合作和能

力建设”的“同一健康”理念的必要性逐渐得到提

升。“同一健康”联合行动计划以“同一健康”理念为

核心，目的是加强全球、区域和各国卫生系统的弹

性，提升应对复杂多维健康威胁的能力。“同一健

康”联合行动计划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该行动计划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框架性

的文件，需要在考虑各国、各区域不同背景和优先

事项的前提下，有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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