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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清博大数据平台，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比法分析我国省级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服务现状、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包括提升公众号运营质量、输出高质量原创性文章、完善菜单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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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１９日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官方
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工作会召开，要求卫生健康宣传

工作者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把握媒

体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主动适应和融入全媒体传播

格局，着力提升全系统运用网络和新媒体联系群

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的能力，大力推进互联网

和新媒体信息发布工作，充分发挥新媒体在深化医

改、健康服务等主题宣传和舆论引导中的作用，做

大做强卫生健康主流舆论。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微

信公众号是隶属于机构的政务新媒体，也是信息传

播和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公众健康教育和

健康促进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顺应时代需要，分析

省级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运营及服务情况，以期提

高省级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服务能力，向公众提供

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从而不断提升全民健康

素养。

２　对象和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政务微信公众号主要由政府机构运营主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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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政府工作，无营利需求。本研究所指省级卫生政

务微信公众号系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公众号，

研究对象包括我国３１个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省

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微信公众号服务情况。

２２　研究方法

通过微信手机客户端以 “地区 ＋卫生健康委员

会”“地区 ＋卫健委” “健康 ＋地区”检索我国省

级卫健委的微信公众号，记录公众号名称及账号信

息，在清博大数据平台上将检索出的微信公众号加

入自制榜单，利用公众号回溯功能导出２０２１年４月

各公众号发表的文章总数、阅读总数及传播指数

（ＷｅＣｈ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ＷＣＩ）等数据，对

微信指数排名、文章原创性、菜单设置等进行

调研。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对导出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文献分析法、对比法对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现状、

存在问题及对策进行深入探讨。

３　结果

３１　微信指数排名

我国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均开通微信公众号，

其２０２１年４月传播指数在３０６２６～１２５４１之间，

平均传播指数约为７０１７６。微信传播指数排名前５

的分别是：健康湖北、河北卫生健康、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健康贵州、健康广东。

３２　发布文章的原创性

以３１个省级卫生健康委员会公众号２０２１年４

月１２－１８日发布的所有文章 （共１０００篇）为样

本，调查其原创性，原创文章占比约２５５％，非原

创文章占比约７４５％。同时发现原创文章占比较高

的公众号平均点赞数相对较高。　

３３　阅读数排名前１０的文章特征

推文阅读数排名前１０的文章中，有４篇来自微

信传播指数排名第１的健康湖北公众号，ＷＣＩ排名
第４的健康贵州、第５的健康广东、第７的江西卫
生健康、第９的健康天津、第１２的吉林卫生健康、
第１６的辽健康辽医疗服务平台各占１篇，见表１。

表１　省级卫健委公众号文章阅读数排名前１０的文章

序号 阅读数 在看数 公众号名称 文章特点

１ １００００１ ５５２ 吉林卫生健康　　　　 疫苗科普　　
２ １００００１ ７６０ 健康贵州　　　　　　 社会热点　　
３ １００００１ １１０３ 辽健康辽医疗服务平台 疫苗科普　　
４ ６５３８０ １４５ 健康广东　　　　　　 疫苗科普　　
５ ６２８８５ １２９ 健康湖北　　　　　　 疫苗科普　　
６ ６２８２４ １８３ 健康湖北　　　　　　 贴近群众生活

７ ６０６０８ １１３ 健康天津　　　　　　 疫苗科普　　
８ ５８８６１ １１３ 江西卫生健康　　　　 互动答题　　
９ ５８２１８ ５２ 健康湖北　　　　　　 社会热点　　
１０ ５６００３ ９１ 健康湖北　　　　　　 疫苗科普　　

　　注：数据导出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０日。

３４　菜单设置情况

３１个省级卫健委公众号除了健康新疆１２３２０没
有设置菜单栏，健康山西官微只设置政民互动１个

１级菜单，其他均设置３个１级菜单。大部分公众
号菜单栏都设置有便民服务、疫情防控、健康科

普、党史学习等相关信息，见表２。

表２　省级卫健委公众号１级菜单栏设置情况

菜单功能 开通个数

疫情防控 １６
健康科普 １６
党史学习 ７
权威发布 １０
便民服务 １８

４　讨论

４１　提升公众号运营质量，缩小传播指数差距

微信公众平台通过订阅、即时推送、互动等功

能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１］。从微信传播指数来

看，我国省级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传播效果差距较

大，排名前１０的公众号中，中东部地区有８个，西
部地区仅有两个；排名后 １０位的公众号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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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占７个，中东部地区有３个，这与我国区域经
济发展情况相一致。为了缩小中东西部地区差异，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对西部地区公众号运营提供经费

和政策支持，公众号的运营部门积极与医学院校合

作，聘请权威专家为用户撰写高质量、权威性的健

康类推文。此外还要重视用户反馈［２］，不断提升公

众号运营质量。

４２　输出高质量原创性文章，满足用户需求

随着社会发展，公众健康保健意识普遍提高。

有调查显示８８３％的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关注

健康信息，健康信息已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

源［３］。原创文章相对而言更能吸引用户关注，但我

国省级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文章原创率较低。在国家

推广大健康理念的背景下，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应

在了解公众健康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发

布原创健康内容，在健康信息传播中发挥主导作

用，成为发布健康信息的权威平台［４］。在内容撰写

上，要保持内容真实性，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内容［５］。在发布健康科普类信息时，要重视信息源

准确标注以及权威性，方便用户参考查询，增强用

户对于卫生政务公众号的信任，优化公众号传播效

果。例如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依靠优质专业的医生

资源，保证内容生产专业化，用科学求证的方式传

播健康信息，吸引众多用户［６］。推文阅读数排名第

１的３篇文章均与疫苗接种相关，这是当前公众最

为关心的事件，因此此类内容阅读量最高。

４３　完善菜单功能，推出特色服务

微信公众号健康传播具有功能融合、精准性

强、互动反馈性强等优势，通过对 ３１个省级卫健

委公众号调查发现，较多微信平台菜单功能设置不

完善，缺少特色服务功能。根据孙亚飞［７］的研究，

被调查者对网上办事 （７６２４％）、信息公开

（７３２７％）和投诉建议 （６７３３％）功能均有较多

期待。卫生政务微信公众号要将线上服务和线下督

查有效连接，使用户轻松获取政务信息。微信公众

号平台上可开通留言问答功能以收集公众反馈意

见，根据公众需求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有助于公

众对单位业务进行了解，能有效提升文章点击量，

吸引更多用户，获得更多阅读量［８］。另外还可以增

加一些特色服务，如健康浙江的 “十大投票”、健

康江苏的 “健康知识周周练”等，当用户对话题感

兴趣时会积极参与其中，增强传播效果，提升服务

能力。

５　结语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公众

号和微信朋友圈不断受到公众关注。卫生政务微信

公众号承担健康知识传播重任，应提供优质健康服

务，为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提供助力［９］。

我国各省市均开通了卫生政务公众号，但其传播指

数差距较大，文章原创性不高，菜单功能不完善，

相关职能部门应重视微信公众号建设，优化发布内

容，开通留言功能，提高运营质量，以增强卫生政

务微信公众号健康教育和促进能力，满足用户需

求，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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