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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残疾人工作光辉的转折点
——贺《世界残疾报告》隆重发布

经过5年多的努力，由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发起和组织编写的一部划时代的经典文献“World Re-

port on Disability”（《世界残疾报告》）终于在不久前正式面世了，2011年6月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隆重发

布，继而于6月27日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隆重发布，从此开启了世界残疾人工作历史的新篇章。

诚如国际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有着严重残疾的英国学者史蒂芬·霍金（Stephen W Hawking）在该书的前

言中所言：“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开始，到现在《世界残疾报告》的出版，本世纪将标志着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

的一个转折点。”本书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著作——对残疾和残疾人问题作出了如此科学的、既富于理

性、又富于人性的、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当代残疾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残疾对个体、家庭和社会

的影响，尤其基于人权法则而揭示了致残的各种障碍和不平等，及其造成的影响，同时又根据目前所得的最

佳科学证据，综合地提出了克服残疾人士所面对的各种障碍的可行办法。该报告从国家政府和社会层面上

提出了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的九条行动建议，号召各层面的有关部门和人士行动起来，各尽其责，采取相应

的措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包容性的、展能的社会，使残疾人在社会中能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潜能取得成

功。

《世界残疾报告》通过客观的记述和科学的论证，提出了许多有关残疾问题和残疾人工作的新理念和新

愿景，诸如：

在ICF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环境是促成残疾和造成残疾不利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个体

（个人）因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有关残疾和功能障碍的各种消极的影响。

残疾问题的工作模式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经逐渐地从医学模式向社会模式转变，5年前联大通过的

《残疾人权利公约》和今年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都是反映了应该着重从社会的角度对待和处理残疾问题，

强调要消除环境的障碍，才能让残疾人融入社会。

要了解和更多关怀残疾人中的最弱势者，目前全世界残疾人总数超过10亿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

15%），在残疾人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残疾妇女、残疾儿童、贫困家庭的残疾人、精神残疾者、智力残疾者和严

重的多重残疾者。他们最需要支持和帮助。

有许多致残的障碍是可以避免的，由残疾所致的不利是可以克服的。要消除致残的障碍（包括保健医

疗、康复、生活服务的缺乏和不足，以及环境、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障碍），有赖于国家政府的战略规划和国际

国内社会有关方面的通力参与和合作，为消除残疾和障碍提供计划项目、资金、人力资源、社会风气（公众意

识）和科研成果。

要在社会上创建一个“致能的环境”（enabling environment），包括物理的、社会的、态度的环境，这是一个

从更积极方向促进残疾人融入社会的战略性目标，让残疾人能够在一个家居、通行、工作、通讯和交流、社会

生活和人际交往无障碍的环境下，充分发挥其潜能、尽量拓展和增进其能力，得以融入主流社会生活，提高生

活质量，为社会做出贡献。尽管创建“致能的环境”是一个浩大的、长期的、多领域的工程，也是一个政策性、

技术性、人文性都很强的工程，但是，《世界残疾报告》高瞻远瞩而又实事求是地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提出致

能环境建设的现状问题、创建策略和展望，提倡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专业化和社会化并重的方针，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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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能环境的标准和成效，从而打通残疾人士融入社会的一条最为关键的渠道。

这本篇幅近400页的《世界残疾报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部在现代残疾人工作上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创

新性、继往开来的经典文献，并不是偶然的，编著者注重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在全球范围广泛搜集数据和证

据，按照循证（evidence-based）原则，寻找最有成效和成功的案例或模式加以分析推介，全书引用的参考文献

共1592篇，其中一些核心性数据更是采用国际最权威的全球统计资料；在组稿和审稿过程中，注意听取和吸

收全球范围残疾人工作者、专业人员和专家、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士及其家属等代表的意见。书中的内容不

仅有事实和状况的记述，更有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以及解决问题、推进工作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

性。

目前，《世界残疾报告》正在全球推广，首先是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社会各有关

部门、团体和有关人士将会认真加以参考研究，结合贯彻执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联合国《残疾人

权利公约》（2006）、世卫组织等的《社区康复指南》（2010），并结合各国的国情，在《世界残疾报告》精神的鼓舞

和指导下，把残疾人工作推向新的更高的境界，为残疾人士造福。

卓大宏

励建安教授即将担任 ISPRM候任主席

在国际物理医学与康复医学学会（ISPRM）第10次理事会上，励建安教授全票当选为副主席。根据ISPRM的规则，学会每

2年只选举一位副主席。担任副主席2年后自动升任为候任主席，再过2年后自动升任为主席。因此，励建安教授即将成为第

一位担任ISPRM最高层领导的中国学者。这是我国本学科专家国际地位提高的表现，也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专科医院吴宗耀教授荣获
ISPRM颁发的赫尔曼·弗莱克斯终身成就奖

2011年6月16日，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会（ISPRM）在波多黎各圣胡安市举行第6次世界会议，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康复

专科医院吴宗耀教授被大会授予赫尔曼·弗莱克斯终身成就奖，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闭幕式上，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

会主席Melvin教授亲自为吴教授颁奖，并对他在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而独特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ISPRM

是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世界物理与康复医学的唯一代表性组织和政策制定的咨询机构。赫尔曼·弗莱克斯终身成就奖是IS-

PRM为纪念物理与康复学家赫尔曼·弗莱克斯所设立的。ISPRM以此项奖励表彰在对残疾人的关怀和物理与康复医学专业有

重要贡献的个人。该奖项是国际物理与康复医学会的最高奖项，大致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仅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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