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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86 年以来，WHO 举办了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涵盖了多个与健康促进和可持续

发展相关的议题，形成了一系列共识与行动计划。本文通过对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宣言及新闻

等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关注的关键领域、讨论的健康议题、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以

及产生的影响力等重要成果，探讨了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对未来全球健康促进工作的启示。研究发现，

首届大会定义了健康促进内涵，确定了全球范围健康促进的五大关键领域，为后续会议及健康促进行

动奠定了基础。后续历届大会不断呼吁各国制定健康促进公共政策、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全球健

康促进行动等，从而为全球健康作出贡献。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大会取得

的成果为未来全球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国际化的视野与路径。

【关键词】　健康促进大会；　世界卫生组织；　全球健康；　健康中国

Overview of the ten global conferences on health promo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work 
Sun Meichen1, Liu Shiyu1, Wei Wei1,2, Wang Zining3, Tian Xiangyang4, Li Liming5,6, Wang Youfa1

1 Global Health Institut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2 Institute of Health Sciences,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22, China; 3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4 Chinese Center for Health Education, 
Beijing 100011, China; 5 Department of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6 Pek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c 
Preparedness & Response, Beijing 10019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 Wang Youfa, Email: youfawang@gmail.com; Li Liming, Email: lmlee@bjmu.edu.cn

【Abstract】 Since 1986, the WHO has held ten global health promotion conferences 
covering various health promotion issu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wide. These sessions 
have formed a series of consensus and actions that guide promoting health globall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eclarations, reports, and news materials from the ten conferences that studied health 
promotion action areas, focal topics, actor networks,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significant 
outcomes. It also explored how these conferences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ment 
of global health promotion consensus and actions. The first Glob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identified the concept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five key action area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conferences and health promotion actions. Over the years, the ten conferences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essence of health promotion, developed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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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ted public health promotion policies, and called for health promotion actions. This process 
culminated in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consensu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The latter conferences have 
gain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The conference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future global 
health promotion endeavors and provide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pathway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China.

【Key words】 Glob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health; Healthy China

健康促进是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基石、公共卫

生工作的核心，也是人类健康的关键。为了在全球

范围推动健康促进，自 1986 年以来，WHO 组织召

开了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大会），旨在建构和

推动健康促进的理念、共识与行动。通过政策的一

致性、公民和社会的积极参与以及有效的伙伴关

系，才能促使健康促进事业得到稳定和可持续的发

展。当前，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负担状况日益严峻，人们深刻认识到有效开展健康

促进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未来，全社会采取

积 极 有 效 措 施 ，开 展 健 康 促 进 工 作 及 研 究 十 分

必要。

本研究系统分析 10 届大会的宣言、新闻等材

料，通过研究大会的发展过程及取得的成果，探讨

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与推进健康促进的共识

与行动，以应对不同时期健康挑战。首先，本研究

收集 10 届大会的宣言及第九届大会新闻报道及社

交 媒 体 信 息 。 其 中 ，10 届 大 会 宣 言 和 报 告 来 自

WHO 官方网站［1］。大会相关报道及社交媒体信息

来自中文全媒体数据库慧科搜索［2］：使用“全球健

康促进大会”为关键词，时间限定为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1 日（开幕式后 3 个月），共得到

19 492 条相关信息。其次，研究使用文本分析法，

对 10 届大会宣言进行了文本细读及编码。2 名公

共卫生专业研究生对文本进行了背对背编码，使用

python 软件包 networkX 对编码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大 会 主 题 、行 动 、行 动 者 、健 康 议 题 等 ，并 对

19 492 条新闻信息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大会的关

注度及影响力。最后，总结 10 届大会对未来全球

健康促进及健康中国建设的启示。本研究旨在通

过对 10 届大会的分析，从中总结经验，为未来全球

健康事业的发展及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提供借鉴和指引，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全球化

视野和方法。

一、10 届大会概览与重要成果

1986 年 第 一 届 大 会 在 加 拿 大 渥 太 华 举 办 。

2021 年第十届大会以线上方式举办。30 多年来，

10 届大会始终秉持健康促进的核心理念，致力于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健康促进的共识和行动，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发展与成果。见表 1。

10 届大会不断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健康促进

作出贡献。1986 年第一届大会提出了健康促进的

概念，促使公共卫生思维和实施模式发生了转变。

大会继承了 WHO 提出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以及

《阿拉木图宣言》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康促

进三大策略。此外，大会还提出了健康促进五大关

键领域，即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创造支持性环境、

强化社区行动、发展个人技能、调整卫生服务方

向［3］，为后续全球健康促进发展提供了基础框架与

行动依据。1988 年第二届大会以“健康的公共政

策”为主题，呼应了五大关键领域中健康的公共政

策，发布了《阿德莱德宣言》，明确指出所有政策都

表 1 1986-2021 年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基本情况和主要成果

届次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第十届

年份

1986
1988
1991
1997
2000
2005
2009
2013
2016
2021

地点

加拿大渥太华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瑞典松兹瓦尔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墨西哥墨西哥城

泰国曼谷

肯尼亚内罗毕

芬兰赫尔辛基

中国上海市

线上会议

大会主题

确定健康促进理论基础

健康的公共政策

创造健康的支持性环境

新时代的新参与者：引领健康促进进入 21 世纪

建立公平的桥梁

政策和行动伙伴关系：处理健康问题决定因素

促进健康与发展：缩小实施差距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

福祉、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大会主要成果

渥太华宪章

阿德莱德宣言

松兹瓦尔宣言

雅加达宣言

墨西哥声明

曼谷宪章

内罗毕号召

赫尔辛基宣言

上海宣言、健康城市上海共识

日内瓦福祉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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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考虑到健康和平等。1991 年第三届大会在瑞

典松兹瓦尔召开，主题是“创造健康的支持性环境”，

呼应了五大关键领域中的第二个关键领域——环

境。大会发表了《松兹瓦尔宣言》，号召卫生、环境

和立法等多部门形成广泛联盟，共同为实现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而努力。1997 年第四届大会在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召开。大会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阐

明什么是有效的健康促进，并确定了应对新世纪健

康促进挑战的方向和策略。大会发布了《雅加达宣

言》，为进入新世纪如何推动健康促进提供了指导。

2000 年第五届大会在墨西哥举办，聚焦全球健康

促进“从认识到行动”的实现，发表了《墨西哥声

明》。2005 年第六届大会在泰国召开，发表了《曼

谷宪章》。大会指出健康促进是处理全球化进程中

健康问题的必要行动和保证，并提出了健康促进的

策略。2009 年第七届大会在非洲肯尼亚内罗毕召

开，发表了《内罗毕号召》，号召通过健康促进缩小

健康和发展方面的差距，提出未来健康促进工作的

重点任务是加强领导力和队伍、将健康促进列入重

点工作、赋予社区和个人权利、强化参与、建立和运

用知识。2013 年第八届大会在芬兰赫尔辛基召

开，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13 年赫尔辛基

宣言），是健康促进五大行动领域中“制定健康的公

共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健康治理理念发展的

第三次浪潮［4］，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提供了具体

行动的指导。2016 年第九届大会在中国上海市举

办，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人人享有健

康，一切为了健康”，发表了《上海宣言》。此次大会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代健康促进的分水岭，将《渥

太华宪章》最初的行动领域转变为有助于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现代手段和方法［5］。2021 年第十届

大会以线上形式召开，主题是“福祉、公平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是建立可持续的福祉社会，致力于为现

在和子孙后代实现公平的健康［6］。

二、全球健康促进共识与行动的建构与推进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健康促进是大会的根本目

的和宗旨。第一届大会聚焦工业化国家的健康挑

战，兼顾其他地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中国

家的健康问题逐渐凸显。第四届大会在发展中国

家举办，彰显了大会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

存在的健康差距的关切［7］。第五届大会将会议名

称从国际改为全球［8］，进一步向各国人民表明了大

会的核心目标，即推动全球范围的健康促进，而不

是局限于某几个地区或者国家。30 多年来，大会

从参会国家和人员、健康促进议题、行动者网络等

方面，展现了建构全球共识、推动集体行动的努力。

10 届大会参会国家与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公开数据，1986 年第一届大会有来自 38 个国

家 的 200 名 参 会 者 ；1988 年 第 二 届 大 会 有 来 自

42 个国家的 220 名参会者；2016 年第九届大会有来

自 126 个国家的 1 180 名参会者；2021 年第十届大

会在线参会人数达到 4 500 名。见图 1。。

大会举办地覆盖全球五大洲，分别是美洲（加

拿大、墨西哥）、欧洲（瑞典、芬兰）、亚洲（中国、泰

国、印度尼西亚）、非洲（肯尼亚）和大洋洲（澳大利

亚）。此外，大会举办国家既涵盖了发达国家，如加

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等，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如中

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

大会关注的健康议题不断丰富。第一届大会

确定了五大健康促进领域，围绕这些领域以及全球

健康形势的发展，后续大会关注的健康议题不断丰

富，形成了联系紧密的议题网络。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传染性疾病、健康不平等、支持环境、贫困等健

康议题是大会关注的重点。围绕着中心议题，卫生

系统、合作伙伴关系、社区、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等

健康相关议题也被大会关注、讨论。见图 2。

大会不断建构多元的行动者网络。初期，大会

强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的作用。

21 世纪，大会意识到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利于

健康促进的推动，逐步将民间组织、学术界、商界、

私营部门、社区以及普通公众等纳入行动者网络，

共同推动健康促进。对 10 届大会提出的行动者进

图 1　1986-2021 年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参会国家、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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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可以看出，健康促进行动者非常多样，相互

之间联系紧密。行动者网络以政府、WHO、非政府

组织等为中心，向外扩散。以联合国机构、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以经济部门、社

会部门、地方政府等为代表的社会机构，以专家、卫

生从业者等为代表的个人，多个层面的行动者镶嵌

在行动者网络中，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健康促

进行动的不断发展。见图 3。

三、大会社会关注度及影响力

大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以第九届大会为例

进行分析。此次大会由 WHO 和原中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举办，于 2016 年 11 月 21-24 日

在上海市召开。大会以“2030 可持续发展中的健

康促进”为主题，重申了健康促进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之间的重要关联。2016 年既是《渥太华宪章》发

布 30 周年，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启航之年。

大会在召开前就已经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开幕后关注度和影响力达到顶峰，热度持续近一周。

从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开幕式后 3 个月（2017 年 2 月

21 日），共 19 492 条相关信息发布在不同媒体和平

台上。其中，报刊报道 823 篇，网站信息 10 011 条，

社 交 媒 体 信 息 7 467 条 ，论 坛 信 息 793 条 ，博 客

398 条。媒体报道与大众讨论使大会的议题、精

神、内容等得到广泛传播与理解，从而推动中国及

全球健康促进工作。具体来看，人们对于大会的关

注点集中在国际合作、中医药与传统、可持续发展、

公众参与等方面，反映了大众对健康促进领域发展

与创新的期待。从关键词的分布可以看出，人们对

健康促进发展、政策制定、国家及政府行动、健康城

市建设、医疗卫生服务等议题特别关注。这些议题

在健康领域的发展方向以及实现全球健康发展目

标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大会进一步提升了

健康在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地位和

作用，有利于推动健康促进的理论和实践，为健康

促进在 21 世纪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见图 4。

四、大会的启示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建议

近些年，健康不平等、基础设施落后、资源分配

不均等诸多问题进一步凸显［9］，全球健康面临更复

图 2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关键议题网络图

图 3　10 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行动者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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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挑战。自 1986 年至今，大会关注卫生基础设

施建设、健康不平等等重要议题，致力于健康促进

全球化共识与行动的推进，为中国及全球健康促进

行 动 提 供 了 重 要 指 导 和 支 持 ，为 未 来 工 作 提 供

启示。

大会为中国的健康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

帮助。中国在健康促进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并为全

球健康促进的发展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如“赤脚医

生”、爱国卫生运动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

将“赤脚医生”作为基础医疗保健的重要部分，解决

了全球近五分之二人口的健康问题。“赤脚医生”经

验启发了 WHO。1978 年，WHO 根据中国的“赤脚

医生”经验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制定了到

2000 年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10］。爱国卫生

运动是中国另一重要健康促进举措。1952 年，中

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以除“四害”、讲卫生

为主要工作内容。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内容从宣

传卫生防病知识、城乡卫生整治、卫生城市建设、农

村改水改厕，发展到目前的健康城市创建行动［11］，

是政府牵头、多部门合作和全民参与的中国群众性

卫生运动［12］。在 2016 年第九届大会召开同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明确了维护健康是国家政治的优先事项［13］，与

大会的重点内容不谋而合。

未来几年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大

会从顶层设计、中层理念、底层实践上为健康中国

建设提供了全球化的、可持续的视野、路径和方法。

应从中总结经验，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加以应用，

以提高我国公民健康素养，从而实现健康中国战略

目标，并为全球健康事业作出贡献。未来，我国的

健康促进工作中尤其需要关注：第一，继续深化健

康促进的内涵与意义，围绕五大关键行动领域，从

身体、精神和社会 3 个层面来推动健康促进，加强

健康教育，改善民众的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第二，

进一步推动健康促进政策的发展和完善，将“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变为现实；第三，建构全社会动

员、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民参与、群防群控、联

防联控的健康促进格局，创造促进和维护健康的良

好环境［9，13-15］；第四，增加政府及全社会对健康促进

的投资，强化社区赋权和个人素养，以应对全球化、

城市化、数字化等新挑战；第五，将健康促进与可持

续发展目标及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相衔接，进一步提

高全社会对健康促进重要性的充分重视，实现健康

促进的高位推动；第六，要开展深入的相关政策和

人群干预研究，帮助建立有效、可持续的健康政策

和项目；第七，以健康城市等健康促进场所建设为

图 4　2016 年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关注度与影响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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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开展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16］。

综上所述，1986 年以来举办的 10 届大会始终

秉持健康促进的核心理念，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全

球范围为推动健康促进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和创新

提供了指导，为实现公平、可持续和人人享有健康

的愿景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后我国各级政府部门、

相关机构和全社会需要密切合作，落实实施“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实现“人人

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的目标，同时也为其他国

家 提 供 借 鉴 ，为 全 球 健 康 事 业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和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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