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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国内外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现状，从供给主体结构、作用、主体作用力等方面阐述在线健康信
息服务平台运行模式及其内在机理，提出提高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服务社会共治水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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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行业组织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全民健康科普工作［１］。 “健康中国”发展

战略中指出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２］。强化健康信息服务是提

升公众健康素养、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途

径［３］。健康信息是公共产品，健康信息服务是公共

信息服务的子领域。《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
确指出健康信息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

之间的矛盾较突出，健康领域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协调性有待增强，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解决

有关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５］。因此研究健康信息

服务供给问题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２　国内外健康信息服务研究现状

２１　国内

２１１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状调查、实践启
示、案例分析及服务模式研究　国内公共图书馆现
状调查方面，任煦和石艳霞［６］、金燕和张启源［７］、

袁梦群和严贝妮［８］采用问卷调查法和网络调查法，

选取国内公共图书馆进行多角度调查分析。国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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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实践启示及案例分析方面，谈大军［９－１０］、雷楚

越和谈大军［１１］对美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开展

情况进行调查，任勇旗［１２］对日本致道图书馆运营经

验进行研究。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方面，李岩、

曹锦丹和李玉玲等［１３］以健康信息需求、服务要素、

服务方式为基础，提出健康信息多元化服务模型。

２１２　网络健康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满意度分析
及平台建设　服务质量评价和满意度分析方面，刘
冰和张文珏［１４］基于用户视角从健康信息质量、健康

信息系统质量、健康信息服务水平３个维度构建网
络健康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平台建设方面，于

微微、王糰和曹锦丹［１５］从网站主体、网站性质、服

务业务、网站认证等角度对中美两国网络健康信息

服务平台开展调研。

２１３　健康教育　邓胜利和付少雄［１６］针对图书馆

参与健康信息素养促进的驱动因素、国外参与实践

等进行研究。

２２　国外

２２１　教育咨询　Ｏｓｅｉ－ＦｒｉｍｐｏｎｇＫ、ＷｉｌｓｏｎＡ和

ＬｅｍｋｅＦ［１７］对在线医药咨询进行研究并指出该技术
能通过互联网整合有效信息，推动患者与医生在临

床接触中共同创造价值。

２２２　政策　ＥｄａｉｂａｔＥＡ、ＤｅｖｅｒＪ和 ＳｔｕｂａｎＳＭ
Ｆ［１８］提出采取政策干预对健康信息交流有不同程度
的正向影响。

２２３　技术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ａＣＢＭａｎｉｔｏａ、ＴｉａｇｏＧｒｆａ
ｂ和ＶａｇｎｅｒＲＬｕｎｇｅａ等［１９］使用贝叶斯系统地理学

和动力学模型方法重建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 ｐｄｍ０９在巴
西和相关国家的历史情形，建立流感病毒迁移预测

模型。

３　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行模式及其内在
机理分析

３１　国内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行模式比较

以南京１２３２０公众健康服务平台、人民网健康
全媒体平台、中国公众健康网作为分析对象，分析

目前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主体结构及作用、

供给客体、平台运行模式，见表１。

表１　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主体结构、作用及其运行模式

平台名称
供给主体结构及作用

政府 企业 社会非营利组织 个人
供给客体 运行模式

南京１２３２０
平台　　　

运营维护及子平

台开发；监管指

导；政 策 支 持；

信息内容供给等

技术开发；健康

分析服务；多种

方式预约挂号服

务；医疗地图服

务；智能问诊系

统服务等

与南京市三甲医

院合作提供预约

挂号、智能预约

服务等

－ 预约挂号服务、

健康知识咨询、

专家在线答疑等

一站式服务

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

创办，非营利性，国

家财政拨款。建设统

一服务入口，整合全

市医疗资源，将线上

和线下服务结合，实

现相关平台数据共享

人民健康网 监管指导；法规

制定；共建栏目

专题；进行健康

促进教育；牵头

培训、规范整治、

收集建设性意见

等；提供健康资

讯

创建平台并运营

维护；生成健康

信息内容并进行

审核；对健康促

进活动进行宣传

推广；广告出资；

联合出品健康有

方；设立专项基

金等

提供权威专家资

源；配合政府部

门做市场监管工

作；学 术 支 持；

供稿服务；联合

主办人民营养家

栏目

健康领域专家提

供专业健康知识；

三甲医院医生对

平台内容进行科

学性把关

提供健康保健资

讯、打造健康科

普专栏；与各单

位联合发起公益

活动；承办会议

论坛；建设专题

数据库、与医院

专家进行互动交

流等

营利性网站，联合监

管方、资本方、技术

方、社会组织、运维

机构，通过资源互

换、购买服务、资本

合作等方式，聚集健

康相关内容、技术和

平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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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中国公众

健康网　
组织领导 宣传与推广；信

息内容供给、审

核等

提供健康科普资

讯；对科普视频

进行审核把关；

提供竞赛试题

专家团队来自三

甲医院及专业学

会

８个专科知识库、
多个科普常识库

和科普新闻库

非营利性网站，纯公

益模式运行。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开发维护，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组织指

导，中华医学会等进

行内容维护更新。平

台由权威专家、编辑

团队提供原创健康资

讯并审核

３２　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主体构成及其作
用分析

３２１　概述　目前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模

式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政府、社会非营利性组织、企

业和个人多主体共同参与，其发挥作用各异，目标

都是实现健康信息资源合理配置，为公众提供一站

式的健康信息服务。

３２２　政府　主要表现为监管指导、调节规范、

政策支持、项目支持、财政支持等。政府大多使用

直接和间接干预相结合方式参与平台建设管理。直

接干预体现在通过行政、经济手段等方式参与平台

运营，例如政府直接监管指导、调节健康信息资源

配置，通过财政拨款为平台提供资金支持，通过项

目支持平台建设，直接参与平台特色健康服务供给

等。政府间接干预主要体现在政策导向支持。在线

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在运营过程中涉及各类主客体间

的复杂关系，需要法律规范、政策驱动，使平台在

运营中实现规范化、便捷化和可持续性。

３２３　社会非营利组织　主要发挥信息内容供

给、提供权威专家资源等作用。社会非营利性组织

一般由具有一定专业背景的社会人士组成，其中某

些成员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成就和社会地

位，所提供健康信息具有较高权威性。主要根据健

康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并结合自身内容资源、专

家资源优势在某些方面形成专业化合作。但由于某

些非营利性组织自身存在局限性，在平台运营中其

部分作用被限制。

３２４　企业　企业性质决定其具有营利动机。企

业在技术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为

平台运营注入力量。企业参与平台运营，在参与程

度和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决定平台服务模

式、服务水平具有差异性。企业通过在线健康信息

服务平台可以提供公众健康分析、智能问诊、医疗

地图等技术性服务，也可以借助品牌服务创新力提

供信息安全认证、信誉保障、宣传推广等服务。企

业参与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营建设以营利为目的，

但最终会不同程度产生客观公益效果。

３２５　个人　在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营中主要提

供专业学术支持，具体可分为直接和间接支持两种

形式。直接支持表现为相关健康领域专家以线上、

线下方式接受媒体访谈对公众进行专项科普，以及

担任平台特邀评论员、进行公益巡讲等。间接支持

主要表现为三甲医院医师对平台发布的健康信息内

容进行科学性把关等。个人发挥作用大小与其学术

背景、知识储备密切相关。

３３　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主体作用力差异

３３１　平台运营模式　目前国内在线健康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运营均呈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

治基本态势，但参与主体在平台中所发挥作用各不

相同，导致平台运营模式存在差异。依据各主体发

挥作用力大小进行归类可以总结出３种基本模式，

一是以政府为核心，其他组织参与；二是以企业为

核心，其他组织参与；三是以社会非营利组织为核

心，其他组织参与。

３３２　以政府为主导者的社会共治模式　该模式

平台建设运营由政府牵头主导，通过财政投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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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指导、健康内容发布、参与平台服务提供、流程

和标准建设及医疗卫生系统开发等手段，联合企

业、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等，利用其他主体优势资

源，为公众提供权威性的健康信息服务。在此类社

会共治模式中企业通过技术支持、专业化服务参与

平台运营，例如提供平台技术开发、公众健康分析

等服务；社会非营利性组织通过提供医疗专家资

源、引入特色健康服务体系参与平台运营，例如平

台与某一区域范围内医院合作，提供预约挂号、一

对一咨询等服务。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共治模式在

健康信息资源总体配置上具有强有力的资源调动和

配置能力。在健康信息内容供给上，政府提供的健

康信息内容具有较高权威性，内容资讯大多来源于

政府相关部门网站。在平台建设运营保障上，政府

能够提供有力的政策和资金保障。但此种社会共治

模式存在管理手段单一、平台模式创新及技术开发

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

３３３　以社会非营利组织为主导者的社会共治模

式　该模式平台建设运营由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牵头

主导，纯公益模式运营，政府在平台运营中进行宏

观组织领导，提供健康资讯内容，通过部署实施项

目、提供资金等方式对平台进行支持。社会非营利

性组织主要选择媒体作为企业型合作伙伴，有利于

活动宣传推广、各大网络媒体网站健康相关信息获

取；同时也会与能够提供安全资质、信誉保障的企

业合作。在公益性方面，此社会共治模式是纯公益

模式运行，不以营利为目的，平台不为任何企业及

产品提供广告服务，其运营资金来源于项目支持。

在健康信息内容供给方面，更倾向于同其他各非营

利性组织展开合作。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大多拥有专

业人才及专家队伍，其信息内容更具专业性、可靠

性。但此种社会共治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推动力受到

各种因素影响。

３３４　以企业为主导者的社会共治模式　该模式

由企业牵头主导并以最终实现营利为目的。在平台

运营中企业擅长联合监管方、资本方、技术方、社

会组织、运维机构等多主体，以资源互换、购买服

务、资本合作等形式聚集相关资源。在此种社会共

治模式下政府一般通过宏观政策指导、项目支持、

共建栏目专题、共同发起公益活动等形式参与平台

运营。社会非营利性机构大多以提供权威专家资

源、学术支持、健康信息内容供给、共同发起公益

行动等方式参与平台管理运营。以企业为主导的在

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营利渠道主要是广告服务，广

告商通过直接在平台上投放广告、进行活动赞助、

活动冠名等方式与平台进行资本合作。此外平台还

可以通过公关策划、供稿服务、栏目合作等方式营

利。企业主导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运营，在合作

模式上体现多元化特征。此种社会共治模式营利目

的较强，公益性较弱，具有天然局限性，在运营过

程中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约束。

４　提高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服务社会
共治水平的措施

４１　建立社会共治明确分工机制

４１１　概述　通过调查发现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

台会得到多元主体支持。由于各主体在角色性质、

自身特点、优势资源上存在差异，有必要整合优化

平台结构体系，建立明确、专业化的分工机制，使

各主体在社会共治中良性协作、资源共享，从而提

高平台供给服务社会共治水平。

４１２　政府分工　目前主要发挥宏观层面监管指

导、财政支持、项目支持等作用。政府除在宏观层

面进行政策立法外，还应将重心放在微观且具有针

对性的制度建设上，制度设计重点应以公众需求为

出发点、公众权益保障为立足点，以协调平台运营

中各方关系和利益冲突为关键点。此外政府还应加

大对平台的规范整治力度，重点包括不规范的信息

内容、不符合标准的服务流程及资质低、信誉较差

的供给主体，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及法律途径进行规

范整治。

４１３　企业分工　应当继续以技术开发者和服

务创新者的角色投入其中，发挥技术优势并积极

探索新服务方式。企业参与服务供给以营利为目

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从长远角度出

发探索良性且兼顾公益性的营利模式是企业的生

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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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分工　主要承

担健康信息内容供给、提供权威专家资源等责任。

在后续发展中应当不断扩大自身队伍建设、丰富

成员类别，吸引更多专业学会加入，专业学会具

有细分专业背景优势，在服务供给上更具针对性、

特色化。还可以吸纳具有实力的研究院所加入，

其拥有高水平学科专家，在技术开发上具有优势。

此外还可以吸收图书馆等公益组织，尤其是医学图

书馆，在健康信息内容资源方面具有数量多、类别

全的优势。

４２　建立社会共治可持续性发展模式

４２１　解决各服务供给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

健康信息服务供给中各主体由于最终目的、方式手

段、所拥有资源存在差异而容易造成利益冲突，因

此需要确立服务供给主体中的主导人物，由其制定

供给规则同时找到利益契合点以推动社会共治可持

续性发展。

４２２　解决健康信息服务供给成本问题　通过

恰当方式转移服务成本、最大限度消除服务供给

优化的负向因素是优化健康信息服务供给的关键

举措［３］。如可通过项目经费支持有效降低服务供

给主导者的成本压力，从而使平台运营更具长远

发展潜力。

４２３　提供针对特定需求的精准化健康信息服

务　精准化健康信息服务供给需以个体特征差异

为出发点，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手

段，建立包括用户健康信息收集、健康信息分析、

精准服务供给、服务成效测评的可持续发展闭环

系统。

４２４　实现健康信息服务多元化质量控制　健

康信息服务质量关系用户健康决策，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的 《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健康大数据的运用有

助于扩大健康信息服务供给，但是必须控制健康

信息服务供给质量［２０］。健康信息服务质量控制可

以从建立健康标准规范入手，规范健康信息开发、

应用行为，建立健康信息诚信机制，提高健康信

息服务可信度。

４３　建立社会共治监督机制

４３１　概述　目前公共信息服务领域以政府监督

为主，政府作为公共信息服务的供给主体之一，在

提供基础信息外主要对公共信息服务供给主体、信

息服务质量与效果、政府政策法规执行等方面进行

监督管理［２１］。而公共信息服务社会共治模式中的监

督应是多主体之间的共同监督，包括政府、市场、

社会和用户监督［２２］。健康信息服务属于公共信息服

务子领域，在社会共治模式下同样适用多主体共同

监督机制。

４３２　各监督主体发挥独特作用　为切实增强共

同监督效果需要明确各监督主体职责权限，完善各

项监督制度，加强多主体协调配合，将整体监督效

能最优化。其中政府监督是指政府部门依照法律法

规对健康信息开发、采集、利用过程加大监管力

度，确保供给主体遵守相关法律规范，同时确保平

台运营中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社会监督是社会

组织凭借其行业性和专业性对健康信息服务质量进

行客观评估［２３］。市场监督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要

求，运用科学方法对健康信息服务供给方、服务质

量等方面进行监督。用户监督是指服务受众从自身

需求出发，对健康信息服务整体效果进行评价与监

督，此种监督更具主观性。

５　结语

健康信息服务从政府、企业或社会非营利性机

构单一供给向社会共治模式的转型可以很大程度上

改善健康信息服务供给结构与效率。在健康信息服

务社会共治模式中，明晰各主体作用力差异，对发

现社会共治模式的优劣从而进一步提高健康信息服

务供给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健康信息服务

平台案例形式，剖析平台供给主体结构、作用、运

行模式及供给主体作用力差异，最后提出提高在线

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供给服务社会共治水平的策略。

在后续实际发展过程中，各大供给主体在服务供给

过程中如何权衡利益冲突、明确责任主体是亟需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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