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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支持会员国实施关于终生预防和管理肥胖症的建议的加速计划 

背景 

1. 2021 年，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 WHA74.4 号决议，其中要求总干事就终

身预防和管理肥胖症提出建议，并考虑可能的话制定这方面的目标。 

2. 秘书处起草了所要求的建议和目标，并将其列入总干事关于联大预防和控制非传染

性疾病问题第三次高级别会议政治宣言的报告附件 9，该报告已提交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1。 

3. 执行委员会在 EB150(4)号决定中做出决定，建议第七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注意该报

告及其附件，并通过关于终身预防和管理肥胖症的建议及相关目标。在讨论期间2，会员

国要求制定一项加速计划作为对肥胖症建议的补充，阐明秘书处将如何支持会员国根据

各自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实施这些建议，包括报告机制。 

加速计划的范围和目的 

4. 加速计划旨在通过本组织三个层级以及更广泛的支持生态系统内协调一致的努力，

巩固、优先考虑和加快国家一级应对肥胖症流行的行动，支持生态系统包括其他联合国

组织和多边实体、现有联盟和非国家行为者，即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实体（包括国际

商业协会）、慈善基金会和学术机构，以及肥胖症患者及其家庭和社区。 

5. 根据世卫组织旨在国家一级产生可衡量影响的转型议程，加速计划侧重于建立和实

施数据驱动的渐进式策略，以支持首批国家应对和扭转肥胖症趋势，以期日后将该战略

推广到其他国家。 

6. 加速计划为解决肥胖症多种驱动因素的全球行动制定了一个可实现的方案，旨在随

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肥胖症发病率和趋势，直至实现全球目标。通过绘制当前和未来全球

目标之间的路径，该加速方案可以帮助各国跟踪进展，在必要时纠正方向，并专注于雄

心勃勃的目标。加速努力将逐步取得以下成果：(i)更多的国家实施有效的政策来预防和

管理肥胖症；(ii)提高政策效率和覆盖面，扩大获得肥胖症预防和管理服务的机会；和(iii)

改善整个生命过程中肥胖率的趋势。 

 
1 文件 EB150/7。 
2 见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摘要记录，第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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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年，肥胖症导致约500万人死于1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

神经系统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相当于所有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

数的12%。实现肥胖症和糖尿病零增长的目标对于实现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

过早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一的可持续发展目标3.4至关重要。因此，加速计划的制定符合在

国家非传染性疾病规划中加强和监测糖尿病应对措施的建议，其时间表与《2013-2030年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2023-2030年实施路线图》相吻合。加速计划的起

草也是为了与更广泛的全球营养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因为肥胖症是营养不良双重

负担的一部分。 

8. 加速计划将用于指导秘书处的行动。然而，其成功将依赖于国家领导、政治承诺和

采取全社会的方法，其中每个人，包括肥胖症患者及其家庭和社区，都参与解决肥胖症

问题。 

加速计划的工作领域 

9. 加速计划将通过五个工作领域实施。 

工作领域 1：确定对终身预防和管理肥胖症产生更大影响的优先行动 

10. 秘书处将继续提供指导，使会员国能够设计和实施优先行动，包括建模和操作工具，

以支持干预措施的优先排序和扩大规模的理由。 

11. 该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内容。 

⚫ 针对多种环境下的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的一系列优先干预措施。肥胖症的发展

是个体易感性（生物学、遗传风险和其他条件）与致肥环境相结合的结果，受

到食物系统和食物环境；城市和建筑环境；信息系统和数字环境以及教育、体

育、社会保障和卫生系统的影响——并进一步受到上游社会、商业和经济决定

因素的影响。虽然需要全面的全社会转型，但有一些核心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

改变致肥环境，并支持广大民众预防和管理肥胖症。这些干预措施包括：关于

食品和饮料有害营销的法规，以保护儿童；促进健康饮食的财政和价格政策；

营养标签政策；学校食品和营养政策（包括监管学校附近高脂、高糖和高盐产

品销售的举措）；支持早期食物环境的行动（如推广、保护和支持母乳喂养）；

公共教育和宣传运动；学校中主动旅行和身体活动的标准和规定；以及将肥胖

症预防和管理服务纳入初级卫生保健，并为二级和三级卫生保健提供相关指

 
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in-pictures/detail/6-facts-on-obesity（2022 年 3 月 29 日访问）。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in-pictures/detail/6-facts-on-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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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这些优先干预措施基于世界卫生大会的决定和世卫组织的建议和指南，各

种实施工具为此提供了补充，如政策简报、政策范本、实施指南、营养分析系

统和营养基准。 

⚫ 影响分析和建模工具。这一简单易用的工具计算世卫组织建议的行动对儿童和

成人肥胖症结果和过程指标的影响，以期为关于实施选定干预措施所需资源的

优先排序和分配的政策决策提供信息。 

⚫ 肥胖症预防和管理服务提供框架。该工具旨在促进为所有人群扩大在整个生命

过程中获得肥胖症预防和管理服务的机会，包括患有肥胖症和有肥胖症风险的

人。它有助于将肥胖症预防和管理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以初级卫生保健原则为基础，遵循长期护理方法，将肥胖症预防和管理纳入整

个卫生保健系统（包括社区和家庭）的现有服务提供框架为它提供了支持。它

还支持规划服务规模扩大和可持续性所需的资源。该框架附有一份供国家使用

的操作指南，高、中、低收入国家可对指南进行调整。 

工作领域 2：支持实施国家行动 

12. 秘书处将提供支持，使会员国能够在从设计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到制定和实施具

体的政策措施或服务的整个肥胖症政策周期中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将向那些对采取

行动作出坚定承诺的国家提供支持。秘书处预计，将会有一些领先的国家表示出兴趣，

其牵头作用将推动全球运动，加快减少肥胖症的努力。 

13. 该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内容。 

⚫ 国家间对话。开展这些对话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现有的政策环境，明确当前的

需求，确定国家承诺，并制定国家行动蓝图。秘书处将与所有会员国合作，审

查各国的流行病负担，研究现有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并查明实施方面的共同障

碍。对话也将有助于建立国家间的合作。 

⚫ 各个国家的路线图。秘书处将与会员国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等其他相关利益攸

关方合作，以便：审查每个国家不同人群的肥胖症流行病学负担和肥胖症的潜

在杠杆；分析当前战略及与其他领域的整合，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和全民健康覆

盖的推行；找出现有差距和瓶颈，以设计针对具体国家的解决方案；设定相关

的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确定实施所需的资源；并制定加速计划，明确规定

行动和支持活动。建议召集实施实验室，并举办一系列有组织的研讨会，以便

让政府官员和国家办事处参与设计肥胖症预防和管理国家路线图的联合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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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实验室将是一个机会，可以：阐明国家卫生部门的目标，包括关于肥胖症

的目标；确定将要实施的干预措施的优先次序；设定具体目标、指标和加速方

案，以跟踪进展情况；确定国家一级的利益攸关方应如何参与；确定适当的报

告机制。 

⚫ 技术支持。秘书处将支持会员国根据既定时间表实施国别路线图。这将包括加

强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的行动能力，以及建立卫生知识普及规划。这还将涉及

确定联合国系统内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通过多年合作战略。 

工作领域 3：通报行动的理由，倡导采纳世卫组织的建议和目标，并确认进展 

14. 秘书处将开发分别针对普通公众和专门受众的宣传产品，这些产品将提供明确的行

动理由，促使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并在全球传播一种关于肥胖症的新说法，消除肥胖

症患者的污名，并在干预措施和服务的设计和实施中纳入他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观

点。还将开展交流和宣传工作，以扩大领先国家的数量。 

15. 该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内容。 

⚫ 关于肥胖症的宣传产品。秘书处将针对决策者编写宣传简报，说明应对肥胖症

行动的指导原则。这些简报将强调对肥胖症问题采取全政府、全社会方法以及

终生办法的重要性，并将包括旨在建立对政策采纳的支持的信息。秘书处还将

制作视频、公共广播节目、网络出版物、图片报道和社交媒体包，以支持参与

应对肥胖症人群的肥胖流行趋势，并提高公众对其需求的认识。 

⚫ 全球进展报告。这些报告将描述全球在应对肥胖流行趋势方面取得的进展，包

括采取的行动、阻碍实施的瓶颈和国家案例研究。报告还将用于确认国家一级

的进展。 

⚫ 国家一级公共宣传运动和传播计划的蓝图。这些蓝图将包括旨在与联合国各组

织和民间社会利益攸关方（包括世界肥胖联合会和代表肥胖症患者的协会）共

同在各区域和国家同步推出的公共宣传运动和传播计划。利用这些蓝图，可以

在世界肥胖症日组织联合宣传活动。 

工作领域 4：促进多利益攸关方参与支持国家行动 

16. 秘书处将促进合作伙伴参与支持加速计划，并将协助会员国努力建立适当的利益攸

关方参与机制。它还将与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在同一空间开展业务的具有类似任务的

其他利益攸关方联系，以优化资源和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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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该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内容。 

⚫ 利益攸关方摸底和参与。秘书处将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的摸底和分析，

以评估利益攸关方在实施国家路线图以及监测和审查国家一级行动方面的潜

在作用。这将包括：联合国组织和其他多边实体；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者；

以及代表肥胖症和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的协会。秘书处将支持会员国召集与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对话，并将就参与战略提供指导，包括促进协调和减少利益

冲突风险的机制。 

⚫ 支持建立一个生态系统，在全球和国家层面解决肥胖症问题。秘书处将与联合

国各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现有联盟和网络，如肥胖症联盟（由世卫组织、世

界肥胖联合会和儿童基金会牵头）以及其他身体活动和城市网络合作，动员各

方支持实施国家路线图。 

工作领域 5：监测实现全球肥胖症目标的进展 

18. 秘书处将支持在国家一级建立监测和审查机制，并将定期提供关于降低肥胖率进展

情况的全球报告。 

19. 该工作领域将包括以下内容。 

⚫ 监测工具的开发。秘书处将制定关于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及衡量实现全球肥

胖症目标进展情况的操作指南。它还将公布一套标准，以评估实施上文第2段

确定的优先干预措施的总体进展情况。同样，该操作指南将包括一个章节，介

绍如何通过与现有报告系统整合的机制，收集和评估与肥胖症潜在驱动因素变

化相关的数据。秘书处将进一步支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设计审查机制，包括制

定目标和指标，以跟踪全球肥胖症目标的进展情况。还将举行国家评估会议和

进行案例研究。 

⚫ 关于在实现全球肥胖症目标以及实施政策和规划方面取得的进展的综合报告。

秘书处将定期报告在实现全球肥胖症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作为加速计划报告

要求的一部分。这些报告将与非传染性疾病报告一起，每两年向世界卫生大会

提交一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