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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 年

国民营养健康政策成效评估及优化策略研究

茆京来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北京 　 100044)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攀升,人民群众对营养健康的要求也逐步提高。 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已成

为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已建立多部门联动的营养健康工作体系,推出了很多新政

策、新举措,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总体还处于逐步探索完善的阶段,依然面临着膳食结构不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
法规标准不健全、人才培养不系统等问题。 建议通过政策引导,进一步改变营养观念、推进区域攻坚、健全法规标

准、完善人才体系,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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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rise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peoples
 

demand
 

for
 

dietary
 

structure
 

and
 

nutritional
 

level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mproving
 

nutritional
 

health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realiz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building
 

healthy
 

China.
 

At
 

present,
 

China
 

has
 

carried
 

out
 

multi-sectoral
 

linkage
 

nutrition
 

and
 

health
 

work
 

system,
 

and
 

pushed
 

out
 

of
 

many
 

politics
 

and
 

measures
 

that
 

achieved
 

very
 

great
 

development.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utrition
 

and
 

health
 

work
 

system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nutrition
 

is
 

still
 

severe
 

due
 

to
 

unreasonable
 

dietary
 

structure,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mperfect
 

regulatory
 

standards,
 

unsystematic
 

personnel
 

training
 

and
 

other
 

facto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rough
 

policy
 

guidance,
 

should
 

further
 

change
 

the
 

concept
 

of
 

nutrition,
 

promote
 

regional
 

efforts,
 

improv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mprove
 

the
 

talent
 

syste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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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1] 。 当前,国民营养健

康状况已得到明显改善,但仍面临着膳食结构不合

理、区域发展不平衡、法规标准不健全、人才培养不

系统等问题。 在从保障食物供应和食品安全转向

保障国民营养健康的进程中,公众对营养健康的需

求不断提升,给相关工作带来了新要求、新挑战。

1　 国民营养健康政策成效评估

1. 1　 加强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动保障政策有效落实

2019 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 17 个

部门组建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建立部门合作

机制,发挥统筹协调与组织联动作用,初步构建了

全国营养工作体系框架 [ 2] 。 在国民营养健康指导

委员会指导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启动开展健康

中国合理膳食行动,组织中国营养学会和食品产业

相关行业协会向全社会和食品产业发起以“ 三减”
(减盐、减油、减糖)为主题的合理膳食行动倡议。
1. 2　 完善政策引领,深化落实营养健康相关工作

原卫生部曾发布《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 [ 3]

《营养工作规范》 [ 4] 等文件,提出以平衡膳食、合理

营养和适量运动为中心开展营养改善工作。 近年

来,《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 5] 《中国食物与营

养发展纲要 ( 2014—2020 年 ) 》 [ 6] 《 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 》 [ 7] 等系列文件相继出台,营养健

康政策不断完善。 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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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针对 “ 儿童青少

年小胖墩”问题开展专门研究,联合印发《学校食品

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 [ 8] 等文件,加强儿童营

养膳食的管理。 此外,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正在着手编制 《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 2021—
2035 年) 》草案 [ 9] 。
1. 3　 健全行业标准,提升食品安全和质量

在预包装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等方面提出 12 项食品安全标准,旨在保

证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 发布《学生餐营养指南》
《老年人膳食指导》 《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 《高血压

患者膳食指导》 和《 脑卒中患者膳食指导》 等 31 项

行业标准,为特定人群、慢性病患者等提出适宜的

膳食指导。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已启动研制

45 项食品营养与健康标准,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对

食品质量国家标准进行修订清理,农业农村部已设

立专项构建农产品营养标准体系。
1. 4　 提升供给水平,减少区域间差距

国务院先后印发《九十年代食物结构改革与发

展纲要》 《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 2001—2010
年) 》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14—2020 年) 》
等文件,指导营养产业建设、农业结构性调整、食物

消费及贸易协调发展等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从 2012 年起持续开展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

目,每天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营养包,普及婴幼儿

科学喂养知识与技能 [ 10] ,截至 2017 年底,已有 580
万名儿童受益,切实提高了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水

平,在国际国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1. 5　 针对重点人群,精准推进政策落地

深入推进生命早期 1
 

000
 

d 营养健康行动,坚持

倡导母乳喂养,从政策和标准层面积极推进母婴设

施建设,加强妇幼保健营养专科规范化建设和科学

管理。 大力推进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开展“ 营养校

园”试点工作,探索适合不同地区特点的校园营养

改善模式,扎实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 逐步推进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不断深化贫

困地区营养干预行动。 有步骤研制运动人群营养

推荐标准,推动健身人群运动营养食品研发、功效

评价,开展中国成年人适宜身体活动能量消耗研

究,提高运动人群营养支持能力和效果。 突破性地

将营养改善指导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扎

实推进临床营养行动,推进营养相关慢性疾病国家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加强慢性病临床营养干预

研究。
1. 6　 开展科普宣传,增强食品营养社会关注度

充分利用全民营养周、学生营养日、减盐宣传

周、全民健身日等开展主题宣教活动,广泛宣传营

养健康政策和相关知识。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解答

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视频 APP 等新媒体手段进行宣教,带动宣教活动常

态化。 营养科普专家队伍建设不断加强,营养科普

志愿者队伍不断充实,基层营养科普教育活动不断

丰富。

2　 提升国民营养健康水平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2. 1　 膳食结构不合理,超重、肥胖和慢病患者人数

剧增

我国居民营养健康存在生活方式不健康、饮食

习惯不科学、膳食结构不均衡、营养不足与过剩并

存等现 象。 《 中 国 居 民 营 养 与 健 康 状 况 监 测 报

告》 [ 11] 显 示, 我 国 居 民 人 均 每 日 食 盐 摄 入 量 为

10. 5
 

g(推荐值上限为 6
 

g) ;居民家庭人均每日食用

油摄入量 42. 1
 

g(推荐标准为 25 ~ 30
 

g) ;居民膳食

脂肪提 供 能 量 比 例 达 到 32. 9% ( 推 荐 值 上 限 为

30. 0%) 。 此外,糖摄入量增加又让超重、肥胖等营

养失衡问题日渐突出,成人超重率为 30. 1%,肥胖

率为 11. 9%,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 9. 6%,肥胖率为

6. 4%。 高盐、高油、高脂、高糖等不合理膳食行为直

接导致我国糖尿病、高血压、脑卒中、冠心病等慢性

病患者人群数量显著上升,其中成人高血压患病率

为 25. 2%,糖尿病患病率为 9. 7%,慢性病死亡人数

占总死亡人数的 86. 6%,防控形势日益严峻。
2. 2　 区域发展不平衡,重点人群营养现状依然严峻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健康状况报告》 [ 12] 显

示,我国成人营养不良率为 6%,儿童青少年生长迟

缓率和消瘦率分别为 3. 2% 和 9. 0%,6 岁及以上居

民贫血率为 9. 7%,其中 6 ~ 11 岁儿童和孕妇贫血率

分别为 5. 0%和 17. 2%。 此外,钙、铁、维生素 A、维
生素 D 等微量营养素缺乏依然存在,膳食纤维摄入

明显不足。 其中,贫困地区人群营养缺乏的形势依

然严峻,儿童青少年低体质量、生长迟缓、贫血等问

题突出,微量营养素缺乏的“隐形饥饿” 现象比较普

遍 [ 13] 。 此外,由食品安全引发的营养健康问题以及

食品污染、食源性疾病导致的营养缺乏仍不容忽视。
2. 3　 法规标准不健全,产业体系建设处于探索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营养专家开始呼吁营养立法,
2001 年启动立法工作,2015 年形成《营养改善条例

(草案) 》 ,但此后营养立法工作一直未有进展。 工

业、餐饮业、快速消费品等领域的营养标准仍较少,
没有形成层次清晰、对象明确的营养标准体系 [ 14] 。
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营养产业虽然发展迅

猛,但缺乏科学规划和有序引导,存在极大风险,特



国民营养健康政策成效评估及优化策略研究———茆京来 —527　　 —

别是营养强化食品、营养保健食品、营养补充剂等

领域,大量产品游走在虚假宣传、违法生产销售等

灰色边缘地带。
2. 4　 人才培养不系统,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基础

薄弱

目前,国际上营养研究已从单一学科发展成交

叉学科 [ 15] ,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结合本国国情形成

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实际应用中引导居民食

品消费和产业创新发展。 我国只有少数高校培养

营养方面人才,“营养师” 职业认证、专业技能培训

以及医院营养科室建设等方面缺少政策保障,使得

基数本就不足的营养人才,在职业发展中不断流

失,最终形成人才严重匮乏的现状,不仅限制了营

养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发展,也影响了营养科普工

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　 国民营养健康政策优化策略

3. 1　 改变营养观念,增强能力建设

一是深入贯彻落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把
营养工作纳入公共基本服务等框架范畴,调动各级

政府、专业机构、行业学会、社区街道的积极性,持

续完善政府引导、行业参与、科学支撑、全民共建共

享的营养工作格局。 二是成立省市县级营养健康

指导委员会等机构,利用相关部门在科技创新、技

术集成、产业引领等方面的优势,加强实施《国民营

养计划》的协调指导,将与国民营养密切相关的关

键问题和关键技术统筹谋划。 三是在家庭、学校和

单位食堂、餐饮服务等场所积极倡导推广“分餐制”
“三减三健” ,预防疾病、减少浪费,以示范指导和典

型宣传为抓手,总结推广一批可借鉴有成效的经验

做法,改变不健康、不文明的饮食行为,提升营养公

共服务可及性和群众获得感。
3. 2　 推进区域攻坚,关注重点人群

一是深入分析贫困人群主要营养问题,总结推

广有效干预模式,充分运用科学发展成果,提高贫

困人群营养健康状况改善的效率效果;强化食品安

全底线思维,加强贫困地区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和

防控知识宣传。 二是深化贫困地区重点人群营养

干预行动,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和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进一步将营养健

康干预和健康扶贫、产业扶贫进行有机融合,因地

制宜开展营养科技和合理膳食指导,促进贫困地区

优质农产品营养升级,打造脱贫攻坚支柱产业。 三

是在总结营养监测、营养教育、营养指导、营养干预

等工作经验基础上,组织研制膳食指南和特殊人群

食谱推荐,推进吃动平衡、重点人群营养改善、临床

营养建设等专项行动落实,结合实际改进技术指导

方案。
3. 3　 健全法规标准,引导产业发展

一是以食品安全为基础,完善国民营养政策制

度,推进营养立法进程,引导食物营养供给,提升国

民合理膳食素养;建立儿童、学生、病人和老年人等

营养监测和评估制度,开展经常性的人群营养状况

监测评估,根据监测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制定营养

干预工作方案或膳食指导。 二是完善居民膳食营

养素摄入、各类人群膳食指导等标准,梳理营养健

康餐厅、营养健康食堂等系列标准,加快完善食盐

标准体系,修订完善营养标签标准,逐步实施油、
盐、糖正面标示,通过建立健全“最严谨的标准” 来

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和指导营养健康消费。 三

是进一步推动传统食养服务,规范传统食养指导,
加强对传统烹饪方式的营养化改造,鼓励产品创

新、业态创新、理念创新,扩大针对全生命周期人群

营养的产品转型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通过合

理膳食行为、改进生活方式增进自身健康的需求。
四是开展我国营养导向型农业推进策略研究,重点

推进营养型优质食用农产品生产,创立营养型农产

品推广体系,实施营养主食、双蛋白工程等重大项

目,优先研究加工食品中油、盐、糖用量及其与健康

的相关性,提出食品加工工艺营养化改造路径。 五

是关注网购、外卖、健身等行业发展带来的产业机

遇,加快食品加工营养化转型和创新发展,启动健

康烹饪模式与营养均衡配餐示范推广,做好行业引

导和产品研发,帮助企业在规范有序中转型升级。
3. 4　 完善人才体系,着力重点突破

一是规划我国营养人才队伍的培养体系和发

展路径,推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完善院校营养

相关专业配置和教学标准,多渠道、多方式拓展不

同层次营养人才队伍规模,探索营养师职业队伍建

设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二是在公共营养

师培训框架下,依托大专院校、疾控机构和医疗机

构试点开展注册营养师、营养指导员专业能力培

训,做好营养人才专业资格管理和继续教育,加快

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和职业化的营养人才梯队建

设。 三是在国家科技项目计划、重点实验室建设过

程中强化营养科技布局,对营养相关基础研究、关

键技术以及与国民营养密切相关的关键问题进行

重点突破;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探索建设区域性营

养创新平台和重点实验室,加快营养学前沿和重要

成果实践转化运用。 四是结合我国医学模式变化

和医疗体系发展方向,抓好临床营养科室建设,明

确临床营养科的主要诊疗范围、诊疗对象及诊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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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定疾病临床营养路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

临床营养管理制度、临床营养科室建设模式、运行

机制以及质量评估和持续改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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