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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 

  出处:中国网    

   （一）现状与措施  

   中国支持1994年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并致力于将生殖健康引入本国的人口和计

划生育方案，努力实现开罗国际人发大会所设定的有关目标。中国在促进生殖健康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但也存在挑战。  

   在开罗国际人发大会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认为，生殖健康不单纯是通过计划生育达到人

口学目标，而是要更广泛地满足男性和女性在其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生殖健康的需求。它主要包括

安全分娩、产前和产后保健、生殖道感染及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防治、不孕症防治以及计划生育。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也将促进公民的生殖健康作为重要目标。  

   10年来，中国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进一步完善适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方案，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中国主要在以下方面付诸了不懈努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公民生殖健康和计划

生育的权利；全面开展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关注和满足男性、青少年、

老年人等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积极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强化服务理

念，改进管理模式，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奔小康、建设文明

幸福家庭相结合，综合治理人口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2.0。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群众作为计划生育的主人，享有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各项权利，以及依法

履行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为人民群众

提供生产、生活、生育方面的优质服务。为全面达到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和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的有关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降低孕产妇和婴儿及儿童死亡率的工作。  

   中国政府加强有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完善，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转变，维护群众生

存和发展的权利。2000年，国家制定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

定》，体现了中国执行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的具体原则。《决定》在强调稳定低生育水

平的同时，阐明了加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协调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要求“尊重

人民群众作为计划生育主人的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2001年颁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

重申“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同时，强调要提高公民的生殖健康水平，保护其相应的权利。该

法明确了公民享有的包括生育、知情选择避孕方法、依法获得法律救济等8项权利和服务提供者的

职责。国务院2001年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

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

技术服务的权利。”各省（区、市）修订完善了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使群众获得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服务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中国政府不断加强服务网络建设，为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的开展提供条件和保障。截至

2003年，全国县乡两级人口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3.7万多个，技术服务人员14万人，此外，还

有近百万遍布乡村的志愿者和服务人员。加上卫生系统近3200所妇幼保健院和约50万妇幼卫生工作

者，中国政府已基本建立了遍布城乡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网络。政府为每一个县（区、市）

都配备了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流动服务车，以便相应的服务可以延伸到边远的农村和山区。国家为

群众免费提供基本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包括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基本项目的健康检查和咨

询等，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付。同时，政府加强队伍培训，严格技术服务规范和标准，改

进管理和评估，将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以促进和保证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

务水平的提高。  

   自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多个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如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试点项

目，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中国/世界卫生组织避孕节育优质服务、生殖



道感染干预、出生缺陷干预三大工程项目，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项目，关爱女孩项目，创建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区）活动项目，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

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项目，“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项目，等等。这些项目对于中国政府有效借

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改进服务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问题与挑战  

   ——现行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尚未有效覆盖青少年、老龄人口、流动人口、贫困人口以及

残疾人口等边缘和弱势群体。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是未婚人群人工流产率呈上升和低龄化趋势。  

   ——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的地区差异大。在广大农村和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生殖健

康/计划生育网络的服务能力尚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资金投入严重不足。  

   ——中国具有较高的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造成的原因包括营养不足、环境不良和围产期保

健不当等多种因素。降低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是中国生殖健康/计划生育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

务。  

   ——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习惯于原有的工作模式，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

展观，以及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尚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计划

生育向生殖健康领域拓展。  

   （三）战略与对策  

   为履行开罗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提出的“所有国家应不迟于2015年为年龄适合的所有

人尽早提供生殖保健”的要求，中国政府确立了相应的发展目标：到2005年全面推行医疗卫生和生

殖健康服务，开展避孕措施的知情选择；到2010年群众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务，普遍

实行避孕措施知情选择，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根本转变；到21世纪中叶，人口素质

和健康水平全面提高。  

   ——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提高育龄群众生殖健康

水平，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实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促进人口方案的管理创新，加快建立完善依法管

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深入开展生殖健康/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  

   ——加快建立和完善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地区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整合政府、

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各方面资源，促进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服务与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结合。支持

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认真组织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探索建

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计划生育家庭改善生活，建

设文明幸福家庭。  

   ——加强宣传倡导，重视并改善对青少年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生殖健康/计划生

育服务。大力推广安全套的使用，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人工流产，预防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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