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全球契约表明了我们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宗旨的坚定支持，它秉承其它政府间
协议的抱负与承诺，并与《亚的斯亚贝巴行
动议程》保持一致，该议程本着全球合作与
团结的精神，力求克服困难，在各级为可持
续发展筹措资金并创造有利环境。

	 我们重申，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一
个广泛而雄心勃勃的议程，旨在到	2030	年
实现一个更安全、更公平和更健康的世界。
为了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促进各年龄段人
群的福祉，我们必须通力合作，在所有国家
加强卫生系统并改善卫生结果，从而实现全
民健康覆盖。为确保不落下任何人，必须逐
步走向全面覆盖，这意味着首先要努力覆盖
最弱势和最边缘化的人群。

	 全民健康覆盖可使所有人和社区都能
获得所需的优质卫生服务而不会面临经济困
难的风险，还可推动所有卫生相关具体目
标，并有助于促进卫生安全与公平。正在朝
全民健康覆盖目标努力的国家将在不同部门
推进其它卫生相关具体目标并努力实现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孩子们身体健康便能读书
学习，成年人身体健康便能赚取收入，身体
健康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解决社会和性别
不平等问题，为幸福安康、社会团结，卫生
安全和长期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推进全民健康覆盖全球契约
	 我们，作为全民健康覆盖	2030	国际卫
生伙伴关系（全民健康覆盖	 2030）的签署
方，承诺要秉着新的紧迫感通力合作，加快
实现全民健康覆盖，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体目标	3.8	的愿景。这将需要建立和扩大主
要由公共财政资助的公平和有适应力的可持
续卫生系统，并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为
所有人提供以人为本、综合全面的优质卫生
服务，同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家庭不因卫生
支出而面临经济危险。这些努力应由国家政
府领导，应支持国家卫生政策和计划，并应
依赖和加强现有的全部门整体流程，以避免
各自为政。

	 通过全民健康覆盖逐步实现健康权主
要是一项国家责任，而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团
结、交流以及国际合作可协助履行这一责
任。实现此目标的最佳途径是改革，首先注
重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一方面各国在努力
加强国内资源调动，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合
作、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等国际发展合作仍
然在许多国家继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我
们重申对有效发展合作原则与行为的承诺，
保证通过这种合作最大限度促进公平和有适
应力的可持续卫生系统，努力实现全民健康
覆盖。



	 我们还将支持卫生安全与卫生系统强
化之间更紧密地协调一致。我们呼吁在加强
卫生系统的框架下采取跨部门“一体化卫生”
方法来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我们还呼吁国
家战略、计划和服务提供模式应体现相关的
国际原则和承诺，特别要体现《国际卫生条
例》。

	 该方法包括加强政府卫生部门与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政策对话，确保全
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卫生系统强化工作协
调一致，并与其它部门适当挂钩。在各国为
政策对话和协调所作的安排中应体现共同愿
景。此方法的要点是通过政策对话和宣传促
进国家和全球的政治意愿，推动为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对卫生系统作出充足、可持续和公
平的投资；以及促进监测和问责，争取公平
地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不让任何人掉队。这
种监测和问责关键取决于受益方的参与，尤
其是那些能从全民健康覆盖获得最大利益的
社区的代表，此外还取决于鼓励人们发声和
向社区赋权的机制。

	 我们确认，要开展一场运动，以便更
迅速地以公平和可持续方式实现全民健康覆
盖，需要在国家政府领导下与包括（但不限
于）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学术界、媒体、
私营部门和发展伙伴在内的多方利益攸关者
合作。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部分，我们邀请并
鼓励推动全民健康覆盖的所有各方加入全民
健康覆盖	 2030，以此体现我们对全民健康
覆盖，对公平和有适应力的可持续卫生系统
以及对有效发展合作的集体承诺。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将为全民健
康覆盖	2030	提供秘书处支持，并酌情与其
他签署方合作，促进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
在该伙伴关系框架下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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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努力加强卫生系统并实现全民
健康覆盖的进程中，我们一致同意以下述
主要原则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	不落下任何人：承诺保证公平、不歧视和
基于权利的方法

•	保证结果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	国家战略和领导以证据为基础，由政府管
理以确保服务的可得性、可及性、可接受
性和质量

•	维护卫生系统，人人有责——鼓励公民、
社区、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参与

•	在各国（不论其发展状况如何，也不论其
在实现和维持全民健康覆盖方面的进展
如何）相互学习以及发展实效原则基础上
开展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