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情况

一、背景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

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是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民健康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基

础，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把提升健康素养作为增进全民健

康的前提，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以及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内容。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一

项综合性评价指标。目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指标纳入国家多项考核，成为

衡量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2016年成为《“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3个主要指标之一。2018年成为健康城市的评价指标。

2019年成为《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的主要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作为明确要求。

从 2012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组织开展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动态监

测。监测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从 2012 年的 8.80%上升

到 2021年的 25.40%，提前实现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的“到

2025年，达到 25%”的目标。2022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继续开展，有

关情况如下。

二、监测方法与内容

2022 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的抽样方法、调查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严格按照

监测方案执行，在考虑全国代表性的同时兼顾城乡、地区代表性。



（一）监测范围

2022年全国及各省监测点总数不变，城乡监测点比例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监测点名单和调查对象采用和往年相同的方式随机抽

取。

2022年健康素养监测在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 336个监测点开展，其中城市监测点 177个，农村监测点 159个，覆

盖全国 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道）。

（二）监测对象

2022年健康素养监测对象为 15～69岁常住人口。全国共得到有效问卷71842

份。

（三）监测指标

1. 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

判定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标准：问卷得分达到总分 80%及以上，被判定具备

基本健康素养。

2. 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结合健康教育知-信-行理

论，将健康素养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

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

某方面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某方面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

判定具备某方面健康素养的标准：以考察某方面素养所有题目的分值之和为

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 80%及以上者，被判定具备该方面的健康素养。

3. 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结合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将健康素养划分为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即科学健康观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慢

性病防治素养、安全与急救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

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指具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

例。



判定具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标准：以考察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所有题目的分

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 80%及以上者，被判定具备该类健康问题素

养。

（四）数据分析

本报告结果部分呈现的健康素养水平及相关结果为加权数据，非样本数据，

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监测过程中收集的基础数据，对样本数

据的基础权重、无应答权重和事后分层调整权重进行了加权调整。

三、主要结果

（一）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02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7.78%；总体呈现以下特点：城市居民高

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城乡和地区特点

城乡：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1.94%，农村居民为 23.78%，城市居民高

于农村居民。

地区：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1.88%，中部地区为 26.70%，西部地

区为 22.56%，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城乡和地区分布

组别 分类 健康素养水平（％）

城乡 城市 31.94

农村 23.78

地区 东部 31.88
中部 26.70
西部 22.56

全国 27.78



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城乡分布及总体水平

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地区分布

（二）中国居民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2022 年中国居民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

41.2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 30.63%，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6.00%。



2022 年中国居民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三）中国居民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

2022 年中国居民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58.51%、科学健康观素养 53.55%、健康信息素养 39.81%、慢性病防治素养

28.85%、传染病防治素养 28.16%和基本医疗素养 27.68%。

2022 年中国居民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



四、主要结论

（一）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7.78%，继续稳步提升。

监测结果显示，2022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7.78%，较 2021 年的

25.40%提高了 2.38个百分点，继续呈现稳步提升的态势。

（二）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均有提升，农村和中西

部地区提升明显。

2022年城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1.94%，农村居民为 23.78%，较 2021年

分别增长 1.24个和 1.76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

31.88%、26.70%和 22.56%，较 2021年分别增长 1.48、2.87和 3.14个百分点。

（三）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提

升幅度较大。

2022 年我国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为 41.26%，较 2021 年提升

3.60 个百分点；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平为 30.63%，较 2021 年提升 2.58

个百分点；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6.00%，较 2021年提升 1.72个百分点。知识、

行为、技能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较 2021年均有提升，其中，基本知识和理念

素养水平提升幅度最大。

（四）六类健康问题素养中健康信息素养提升幅度较大。

2022年六类健康问题素养中，各类健康问题素养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

健康信息素养水平增幅最大，较 2021年提升了 3.8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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