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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年鉴作为综合性工具书,为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提供重要参考,信息资料丰富,发挥着存史、资政、

育人的多重功能。年鉴最初起源于西方,相较于西方年鉴悠久的发展历史,我国的年鉴编撰发展起步较晚,

但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年鉴工作更是取得了长足进步,各地编纂了一批卫生

健康年鉴,为助力医学研究、政府决策、支持和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文对

通过卫生年鉴编撰工作实践,希望能为推进新时代年鉴编撰高质量发展方面提供一些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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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book, yearbook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our work and 

life,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play multiple roles in preserving history, providing guidance for politics, and 

educating people.Yearbook originated in the West, and compared to the long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stern 

yearbooks, the development of yearbook compilation in China started relatively late,but the development speed 

is very fast.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s health 

yearbook work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Many health yearbooks have been compiled in various regions, making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medical research,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and supporting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health and wellness indust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health yearbook compilation work, hoping to provide some 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earbook compil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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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曾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

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即前人各种知

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年鉴作为综合性工具书,为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提供

重要参考,信息资料丰富,发挥着存史、资政、育人的多重功能,

记载着历史的烟波浩渺与沧海桑田。年鉴已发展成为记录历史、

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年鉴编撰人员要切实肩负起践行

“为党立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的职责与使命,使得年鉴鉴

往知来与服务现实的作用得到充分彰显。近年来,通过卫生年鉴

编撰工作实践,在推进新时代年鉴编撰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初

步探索与思考。 

1 中西方年鉴的典型代表 

年鉴最初起源于西方,英语为almanac,法语为almanach,西

班牙语为almanaque,通过观察单词我们也可发现其有着共同的

渊源。1639年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出版的《1639年新英格兰

年鉴》是美国本土最早的一部印刷而成的年鉴。1732年本杰明•

富兰克林创办了《穷人理查德年鉴》,至1758年,连续出版25年,

是在美洲殖民地出版的最为畅销的书之一,印数达到每年10000

册,它的出现标志着美国近现代年鉴的形成。[1]此外,如《老农

夫年鉴》是世界上连续出版时间最久的年鉴,著名的美国《世界

年鉴》(其他国家也有同名年鉴)公认为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

年鉴。1497年,英国大规模编写并印制年鉴,出版的第一部印刷

本年鉴《牧羊人年鉴》,影响深远,获得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

《惠特克年鉴》同样是英国历史上较为著名且极具有代表性的

年鉴之一,内容定位清晰明朗,工具书特点鲜明,读者可以获取

重要的有用信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出版发行至今取得了巨

大成功。 

相较于西方年鉴悠久的发展历史,我国的年鉴编撰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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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较晚,形式较为单一。明末清初及晚清民初时期,西方学术思

想逐步传入中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产

生深远影响。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年鉴逐步传入

中国。清咸丰二年,由北华捷报馆出版的《上海年鉴》是目前所

查询到的我国内地最早的年鉴,重现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时代风

貌,具备独特的地域特色。1909年,奉天(今沈阳)图书馆谢荫昌

辑译出版日本伊东佑谷所著《世界年鉴》,定名为《新译世界统

计年鉴》,是中国人首部自己编纂出版的年鉴。[2]我国的年鉴编

撰工作历经波折发展,改革开放后编撰出版的《中国百科年鉴》

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综合年鉴,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国

内外多领域取得的进展。 

2 卫生年鉴工作内涵和意义 

2.1卫生年鉴的内涵 

卫生年鉴是反映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和居民健康状况的

资料性年刊,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使用价值。卫生年鉴可以全

面反映国家或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情况,为政府决策、医学研

究、行政管理等提供有力支撑。卫生年鉴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重要会议报告：收录国家或地区关于卫生健康领域的重

要会议内容和领导讲话,体现政策导向和工作重点。(2)政策法

规：汇编国家或地区卫生健康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

可为相关行业从业者提供法律依据和准则。(3)工作进展：记录

国家或地区卫生健康领域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疾病预防

控制、医疗资源配置、医疗服务质量提升等。(4)卫生统计信

息：涉及国家或地区医疗机构数量、床位数、人员数,以及诊

疗人次、入院人次、病人医药费用等,可全面反映卫生健康事

业的发展状况。 

此外,不同年份和地区的卫生年鉴还可能包括一些特定内

容,比如军队卫生工作、学术团体和群团工作等。 

以《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1981-2023年)为例,该书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编制,每年更新,是一部专门反映中国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情况和居民健康状况的资料性年刊,全书包括医疗卫

生机构、卫生人员、卫生设施、卫生经费、医疗服务等16个部

分,收录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和居民健康水平的统计

数据。 

2.2卫生年鉴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2.2.1记录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轨迹 

卫生年鉴详细记录了国家或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

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疾病预防控

制、妇幼保健、医疗科学研究、食品安全与卫生健康监督等内

容,这些资料不仅是对过去成绩的总结,更是对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历史见证和记录。 

2.2.2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卫生年鉴涵盖了包括卫生机构、人员、设施、经费在内的

大量统计数据信息,可以全面反映国家或地区卫生健康工作开

展情况,可为政策制定、资源配置等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例

如在布局医疗卫生资源、疾病风控方面,卫生年鉴数据可发挥重

要参考。 

2.2.3促进学术交流与科研发展 

卫生年鉴中记录了各类疾病患病率、居民病伤死亡原因以

及大量医疗卫生案例,可为医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不同地区

的卫生年鉴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资料,有助于相互学习借鉴。 

2.2.4增强公众健康意识 

卫生年鉴所反映的卫生健康信息,经过提炼加工形成面向

大众的宣传资料,可以通过多种平台渠道向社会开放,有助于公

众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促进公众积极参与卫生健康管理,自

觉形成绿色健康生活方式。 

3 我国卫生年鉴编撰的工作实践 

我国的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收录全国卫生统计数据,反映我

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情况和居民健康状况。我国的卫生健康年

鉴由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演变而来,卫生健康系统和相关机构

共同参与编撰,真实客观反映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概况,在

保存史实资料、总结传播经验、宣传先进典型、提供历史借鉴、

辅助领导决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持续参与卫生健康年鉴的编撰工作,在借鉴研究国

内外历史上优秀年鉴基础上,多措并举提升编撰工作水平,努力

扩大年鉴覆盖面及影响力,汲取历史智慧,服务当下发展,引领

创新未来,使其更好地服务医学科技工作者。 

医学会充分发挥联系我国政府和医学科技工作者的桥梁与

纽带作用,强化学术引领,持续提升学会治理能力,为推进我国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学会智慧。在各个部门通力配合与支持

下,医学会年度报告至今已连续编撰二十五卷,编辑体例沿用

一、二级栏目的形式,主要设有年度工作总结及计划、重要会议

文件和纪要、主要业务工作进展、工作纪事及地方医学会等栏

目,收录了年度公布施行的文件,并遴选真实、有价值且具有代

表性的工作图片,图文并茂记载和宣传学会在组织建设、学术交

流、编辑出版与发行、继续医学教育、科学普及、科技评价、对

外联络等方面年度重要活动和工作进展、工作成就、工作经验。

《中国卫生健康年鉴》及《中国科协年鉴》收录了医学会年度

报告中主要业务工作内容。 

在编撰过程中,也反映出顶层规划设计需要更为坚实的理

论基础。在海量的工作信息中采用凝练的语言表述事件性条目,

涵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其意义等要素,以编年体和纪事

本末体相结合形式记述卫生健康工作发展,着重突出年度亮点

工作,同时注重统筹平衡不同工作领域的信息及数据。作为整部

年鉴缩影的大事记栏目在内容设置上应着重突出大事、要事、新

事,为读者检索提供更多便利。 

年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照鉴过去也照耀未来。医学会已走

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要传承弘扬百年学会优良传统,坚持

改革创新,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

在编写记载卫生年鉴的工作实践中履职尽责极大提高编写质量

及使用效率。 

4 卫生年鉴工作的思考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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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年鉴是综合反映卫生方面情况、进展、成就的资料工

具书。如何使其成为新时期服务于卫生工作的有力武器和有效

工具,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领导提供决策信息参考资料和数

据,如何提高利用率,提高检索和查阅的效率,是年鉴编辑出版

者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3] 

一是要始终坚持科学指引。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穿年鉴编撰工作始终,学习好、落实好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

要求,与时俱进,将科学理论与编撰工作实际相结合赋予年鉴高

质量的时代表达。 

二是要提升年鉴工作重视度。提升对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的

扶持力度,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结合编撰工作实践,加强编辑人

员队伍建设,研究学习专业编撰知识,全力提升年鉴编撰人员重

视投入程度,加大宣传交流力度,扩大年鉴覆盖面及影响力。构

建动态化编纂机制,引入“实时年鉴”概念,通过信息化手段动

态采集数据,缩短出版周期,提升年鉴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三是要增强框架设置合理度。框架是年鉴基本内容的主体

结构,应涵盖年度内本专业的基本情况,做到分类科学,层次清

晰,领属得当,编排有序。[4]目前所编纂的工具书年度报告在整

体框架结构上仍需进一步优化,栏目设置及排列顺序可进行适

度调整,便于读者快捷获取有效信息。拓展卫生年鉴信息收集渠

道,与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合作,获取更多学术交流、行业调研

等方面信息；关注医疗卫生资讯平台、社交媒体等,收集公众关

注的热点话题和相关信息。 

四是要探索内容新意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年鉴内容应力求反映年度特色、发展特色、地域特色、学科特

色,实际上部分记载内容空泛,缺乏新意。为更有效传达信息,

同性质内容仍需进一步统一篇幅并着重考虑突出重点,增加数

据准确性,可考虑增加图表比重且注重提升图文质量,以更为生

动形象的多样形式展现工作成果,提升可读性、实用性。结合健

康中国战略、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增加生物医药科技、基层卫生

改革等新兴领域内容,例如烟台市将“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

建设”纳入年鉴,具有一定新意。创新年鉴展示形式,根据往年

年鉴使用反馈,调整版式设计、丰富数据图表,增强实用性与便

捷性。 

五是要逐步实现信息数字化。将传统纸质年鉴文档进行数

字化改革的重点在于努力为读者提供高度整合的、以需求为导

向的文献服务。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发利用数据资源,在传统

纸质版上增加电子版形式,逐步实现信息数据数字化、网络化,

读者可以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挖掘有用信息。探索数字化年鉴

平台建设,整合大数据与可视化工具,提升信息检索效率。将卫

生年鉴内容与卫生监督信息化系统联动,实现动态更新与共享,

提高工作效能。 

六是强化经费与资源保障。探索政府财政拨款外的多元化

资金支撑,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赠,设立专项基金用于年鉴

编纂工作等等。 

5 结语 

卫生年鉴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于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卫生年鉴工作的探索与思

考,我们深刻认识到其在记录历史、辅助决策、促进科研和增强

公众健康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目前卫生年鉴工作面临

着诸多挑战,但只要我们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体系建设、提高人

才素质、强化保障措施,就能够不断提升卫生年鉴的质量和水平,

更好地发挥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作用。未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应用,卫生年鉴工作将朝着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

方向迈进,为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洪泉.中美日年鉴对比与启示[J].中国年鉴研

究,2019(03):68-75. 

[2]杨永成.中西方对年鉴的认知和定位[J].中国地方

志,2016(11):51-56. 

[3]魏津平,丁会峰,温怀忠.卫生年鉴内容及作用的比较分

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0(S1):243-244. 

[4]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J].中国地方

志,2013(1):5-7. 

作者简介： 

陈旸(1991--),女,满族,北京人,中华医学会,卫生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