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 

 

为切实加强癌症防治工作，提高癌症防治水平，维护人

民群众健康，制订本行动计划。 

一、防治现状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类疾病。党中央、国务

院高度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印发了《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

规划》和《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

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和职业病

防治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推动落实《中

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 年）》和《国家环境与

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年）》，逐步建立癌症防治体系。

在全国范围开展死因调查和肿瘤登记工作，基本掌握我国癌

症的发病和死亡情况。在癌症高发区开展病因学研究和防治

适宜技术探索，形成了食管癌、妇女“两癌”综合防治等具

有我国特色的防控模式。在部分重点地区实施癌症综合干预、

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食管癌、胃癌发病率已呈现下降趋势。

乙肝疫苗接种普及已大大降低年轻人群肝癌发病风险。 

但是，我国癌症防治形势仍十分严峻，每年新发癌症病

例约 310 万，死亡约 200 万。近 20 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致癌因素主要包括慢性感染、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环境污染和职业暴露等。目前我国癌谱兼具发展中

国家与发达国家癌谱特征，一段时期内以肝癌、胃癌、食管

癌、宫颈癌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癌谱和以肺癌、乳腺癌、结直



肠癌为主的发达国家癌谱将在我国并存。随着老龄化进程的

加快，我国癌症发病、死亡率还将不断上升，对国家、社会

和个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目标 

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中西医并重，加强癌症防治

体系建设，提高癌症防治能力，实施癌症综合防治策略和措

施，为遏制癌症增长、降低癌症疾病负担奠定基础。到 2017

年，达到以下具体目标： 

（一）建立国家和省级癌症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落

实部门职责，控制主要可防可控致癌因素增长水平。 

（二）完善国家癌症中心机构能力建设并充分发挥其技

术指导作用，基本建立以医院、疾控机构为主体和基层医疗

机构上下联动的癌症综合防治网络。依托现有资源加快提升

区域癌症综合防治服务管理水平。 

（三）进一步规范肿瘤登记制度，肿瘤登记覆盖全国 30%

以上人口，掌握全国和各省（区、市）癌症发病和死亡情况，

绘制全国癌症地图。 

（四）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达到 60%，成人吸烟率

下降 3%。 

（五）以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大肠癌、乳腺癌、

宫颈癌、鼻咽癌为重点，扩大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面，

重点地区、重点癌症早诊率达到 50%。 

（六）完善重点癌症的诊疗规范，推广癌症机会性筛查

和规范化诊疗，逐步提高重点癌症 5年生存率，降低病死率。 



三、主要措施 

（一）履行部门职责，落实综合措施。卫生计生部门负

责制订癌症防治规划、规范、技术标准，做好癌症防治工作

的组织协调、技术指导、健康教育、预防诊治和监测评估；

发展改革部门将癌症等慢性病防治相关内容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癌症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建设，促进防

治药物研发和产业化；教育部门将癌症等慢性病预防相关知

识纳入中小学健康教育内容；科技部门牵头通过国家和地方

相关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对癌症防治研究进行支持；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加强控烟履约协调工作，推进抗肿瘤药的

仿制创新和相关成果的产业化；民政部门进一步完善贫困癌

症患者及家庭的医疗救助政策，加大救助力度；财政部门安

排有关经费，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卫

生计生部门积极完善医疗保险政策，落实包括癌症患者在内

参保人员的保障待遇；环境保护部门加强环境监测和污染治

理，优先整治易于导致人群健康损害的环境污染；农业部门

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品质改善；新闻出版广电部

门组织广播、电视等主要媒体科学传播癌症防治知识；体育

部门推广全民健身运动，加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科学指导；

安全监管部门监督用人单位对可能导致职业性肿瘤的危害

因素进行辨识，加强对相关作业场所和个人防护情况的监督

检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加强抗肿瘤药品生产流通的监管，

加快专利即将到期抗肿瘤药物仿制创新的审批；知识产权部

门负责抗肿瘤药品专利审批和保护；中医药管理部门指导医



疗机构开展癌症中医药防治工作，推广应用中医药防治癌症

的技术和方法。 

（二）加强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国家癌

症中心机构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癌症中心在全国癌症防

治工作中的技术支撑和技术指导作用。建立全国癌症防治协

作网络，依托条件较好、能力较强的省级肿瘤医院，承担区

域癌症防治技术指导职能，提高区域癌症防治服务能力。加

强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人群癌症危险因素监测干预、流

行病学调查、信息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建设。结合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进程，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

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癌症筛查、综合干预、宣传教育

和患者管理等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完善癌症综合防治网络。 

（三）加强肿瘤信息收集工作。健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

实施《肿瘤登记管理办法》。将肿瘤登记纳入全民健康保障

信息化工程建设。逐年扩大肿瘤登记覆盖面，切实提高肿瘤

登记工作质量，加强全国癌症信息资源整合收集，定期发布

癌症相关信息，系统整理肿瘤登记、死因监测、地理信息等

相关数据，建立数学预测模型，编绘全国癌症地图。建立医

院肿瘤病例信息监测体系，收集癌症临床诊治及预后信息，

科学指导癌症规范化诊疗。对个案肿瘤病例信息采取管理和

技术上的安全措施，保护患者隐私和信息安全。 

（四）推进癌症危险因素综合防控。积极推动各地控烟

立法进程，促进国家控烟规划的实施；大力宣传吸烟及二手

烟危害，严格实施室内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全面禁烟。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赞助，强化卷烟包

装标识健康危害警示，向公众警示烟草危害。推动提高烟草

制品价格，大力推广戒烟服务。加强乙肝疫苗接种工作，落

实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计划。积极推进人乳头瘤病毒疫苗研

发与应用。加强环境保护力度，针对当前影响人体健康的突

出环境污染问题，开展综合整治，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强职

业性肿瘤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改善作业环境，强调

个人防护和轮岗作业，降低职业致癌物、电离辐射等暴露风

险。 

（五）推广癌症筛查及早诊早治策略。对发病率高、筛

查手段成熟的食管癌、宫颈癌等重点癌症，逐步扩大早诊早

治项目覆盖面，对筛查手段尚不成熟的重点癌症，优化筛查

适宜技术。建设省级技术培训中心，加大培训力度。继续发

挥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试点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探索建立癌

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长效机制。加强防癌体检的规范化管理。

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探索建立政府指导、医疗机构实施、健康

管理机构参与的防癌体检运行机制。增强医务人员癌症早诊

早治的意识和能力，推广癌症机会性筛查,提高医院就诊患

者早诊率。 

（六）提高癌症诊疗水平。通过加强医疗卫生机构癌症

诊疗能力建设，规范化治疗肿瘤，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

量。将癌症诊疗规范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完善相

关常见癌症诊疗规范，加强筛查、诊疗等新技术的推广以及

个体化规范治疗方案的应用，开展质量控制与评价。开展癌



症康复、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建立与肿瘤专科机

构的双向转诊、急慢分治制度。加强癌症患者的康复指导、

疼痛管理和心理支持，对晚期患者开展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 

（七）推动抗肿瘤药研制生产。建立和完善新药创制体

系，加强药品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研制开发一批具有我国自

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做好专利到期药物的生产和上市准备，

促进药品价格下降，提高药品的可及性。探索通过利用专利

实施强制许可制度提高药物可及性的可行性，国内尚不能仿

制的，通过建立谈判机制，降低采购价格，加快国内相关药

品上市速度。 

（八）加大中医药防治癌症工作力度。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肿瘤防治中的优势和作用，强化肿瘤中医临床防治能力建

设，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和区域中医专科专病

诊疗中心、中医肿瘤重点专科建设，优化中医临床路径和诊

疗方案，创新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中医肿瘤诊疗模式，

提高中医药肿瘤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对口支援、人员

培训等措施，推进县级中医医院肿瘤科建设，提升基层服务

能力。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将成熟的中医药技术、方法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运用中医治未病的理念，开展肿

瘤预防及防复发服务。鼓励支持中药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与生

产。 

（九）加强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加强癌症防治研究，

加强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研究网络建设，

加强环境致癌因素、癌前病变诊疗、早期筛查检测技术等研



究，鼓励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支持癌症早期诊断试剂、

预防性疫苗等创新品种研发。加强中医防治常见肿瘤的系统

化研究和关键领域的中医药精细化研究。在信息共享、能力

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十）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全民防癌意识。充分发挥广

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作用，

广泛宣传癌症防治知识核心信息，普及戒烟限酒、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和心理平衡等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群众自我防控意

识和能力。制作播放防癌公益广告、专题节目、影视文艺作

品、科普图书等，充分利用卫生相关节日纪念日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鼓励社会组织和癌症防治机构共同行动，建立抗癌

健康教育专家库，编制抗癌知识手册，深入城乡开展义诊咨

询活动，设立咨询热线，为公民提供针对性的科学防癌知识。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建立国家和省级

癌症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对防治工作领导，协调解

决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并发布癌症等慢性病防治中

长期规划。完善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

的防治工作机制，将防治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工作重要内容，

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任务。 

（二）加强保障力度，拓宽筹资渠道。根据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癌症流行程度，不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并将财政

补助资金与癌症防治任务完成情况和绩效考核结果挂钩。逐

步扩大癌症等重大疾病基本医保保障范围，增加基本医保相



关目录中治疗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药品种类，加快实施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制度，加强基本医保与医疗救助工作的衔接。建

立多元资金筹措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为癌症防治提供

公益性支持。 

（三）加强人才储备，强化队伍建设。根据区域卫生规

划，在依托现有资源基础上，加强肿瘤外科、肿瘤内科、放

射治疗、中医肿瘤等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以肿瘤防控为重

点的公共卫生医师培训，在全科医师、住院医师和公共卫生

医师规范化培训及继续医学教育中，强化癌症防治内容，提

高防治技能。通过重点专科建设、城乡医院对口支援等，提

高中西部地区及基层能力。 

（四）加强督导检查，开展效果评估。各地要根据本行动计

划要求，将工作目标和任务层层分解到具体部门，落实工作

责任。各地卫生计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防治工作年

度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督促各项目标和任务

完成。国家卫生计生委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癌症防治行动计划

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考核评估，综合评价政策措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