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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互联网医疗广告作为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兴事物，其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深入研究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内外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 采用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法，从政治、经
济、社会和技术４个层面探究互联网医疗广告在我国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并提出建议。结果／
结论 医疗健康机构应把握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趋势，加强技术支撑，相关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完善

监管机制，并注重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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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经济已成为

我国经济构成的重要部分，互联网广告发展也成为

必然趋势［１］。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

互联网广告是指以互联网为媒介，以图文等形式直

接或间接向用户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广告行为［２］。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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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用户数量飞速增长，互联网已成为广告投放的

主要平台之一，发展潜力巨大［３］。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医疗健康服务逐步走

向市场化［４］。因此，许多医疗机构选择通过投放广

告的方式提高竞争力。互联网医疗广告是指医疗产

品经营者或医疗服务提供方以互联网为媒介，为吸

引患者而推销商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５］。互联网医

疗广告作为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兴事物，以其形式多

样、互动性强和个性化程度高等特点受到广大医疗

服务提供方的推崇。医疗健康服务提供方可以通过

移动健康应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媒介开

展形式多样的医疗广告宣传，不仅为公众了解医疗

信息提供新途径，而且也会带动经济发展。

然而，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起步较晚，尚

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医疗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

境下，许多医疗机构为吸引更多患者，花费大量资

金进行广告推广，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也导致违规

竞价、虚假宣传等情况的发生，为互联网医疗广告

发展带来不利影响［６］。

综上所述，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机遇与挑

战并存。因此，深入研究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

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具有重要意义。ＳＷＯＴ分析法，
旨在从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和挑战 （ｔｈｒｅａｔ）４个层面对分析对象
的内在情况进行评价［７］；而 ＰＥＳＴ分析是从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和技
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个层面分析行业发展所处的外部
环境［８］。ＰＥＳＴ分析具有动态和变化的特点，将其
与ＳＷＯＴ分析方法相结合，可以很好地弥补 ＳＷＯＴ
静态分析的不足。因此，本文基于 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
析法，对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

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互联网医疗广

告的良性发展［８］，见表１。

表１　互联网医疗广告ＳＷＯＴ－ＰＥＳＴ矩阵

项目 政治 （Ｐ） 经济 （Ｅ） 社会 （Ｓ） 技术 （Ｔ）

优势 （Ｓ） 政策支持有利

制度不断优化

卫生总费用不断上升

社会资本加入

市场经济支持

社会需求增长

用户基础庞大

应用范围广泛

国家注重复合人才培养

识别虚假医疗信息研究增多

劣势 （Ｗ） 针对互联网医疗广告的法律制

度不足

违规竞价等经济问题 受众接受度不足

受众信任度不足

存在隐私泄露问题

存在误导用户的风险

机会 （Ｏ） 国家推动互联网医疗发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种类增多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传统医疗机构转型

需求方增多

互联网医疗重要性突显

互联网医疗涉及范围扩大

广告形式多样

信息技术发展迅速

智能手机普及

挑战 （Ｔ） 实现有效监管与合理引导存在

难度

需要政策扶持优化资源配置

医疗机构亏损严重

加重医疗机构间差距

广告投入与医疗资源投入不均衡

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需要多方协同监管

互联网医疗广告需求与信

息技术能力不匹配

２　互联网医疗广告的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

２１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优势

２１１　政治优势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不断深

入和互联网医疗飞速发展，互联网医疗广告已逐渐

进入人们的生活。为了规范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

２０１５年新修订的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对医疗广告

市场秩序、管理办法等进行重新规定［９］；２０１６年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对互联网医疗广告监

管审查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２］。２０１７年 《“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

步推进健康相关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１０］。我国一直努力加速推进医疗广告领域的

“放管服”改革，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

系，激发各方面活力，为互联网医疗广告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的保障［１０］。

２１２　经济优势　我国卫生总费用的不断增长和
·５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９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９



居民医疗健康需求的增加为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提

供良好契机［１１］。越来越多社会资本开始关注医疗健

康产业的潜力和价值，以百度、阿里巴巴等为代表

的信息技术企业，以春雨医生、丁香园等为代表的

医疗服务企业纷纷向互联网医疗行业开拓发展［１２］。

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和提高总体收入，医疗健康服务

提供商利用互联网平台发布广告。未来互联网医疗

广告将在卫生经济多元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进步，随

着卫生经济发展继续成长。

２１３　社会优势　随着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和健康

需求提升，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上升［１３］，居

民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取医疗健康信息的比例不断增

长。此外，随着互联网普及率提高，互联网使用人数

连年增长，为互联网医疗广告传播带来巨大优势。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服务获得更广泛的认可［１４］。庞

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为互联网医疗广告提供了充足

的受众，面对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的健康需求，互

联网医疗广告的传播和发展具有良好前景。

２１４　技术优势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注重医学

交叉学科建设，为互联网医疗领域输送大量技术人

才，为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同

时，针对互联网平台中虚假医疗信息泛滥的问题，

学术界相关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学者提出应用于虚

假医疗信息识别的方法，如自然语言处理、命名实

体识别等［１５－１６］。将相关技术应用于互联网医疗广

告领域，能够有效提升互联网医疗广告的监管效

率［６］，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

２２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劣势

２２１　政治劣势　由于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互

联网医疗广告的内容和形式比传统医疗广告更加复

杂，所涉及法律问题更加多样。我国有关互联网医

疗广告的法律法规正在不断细化和完善，但依据现

有法律法规尚难以实现全面管控和规范。虽然互联

网医疗广告属于医疗广告范畴，但在互联网平台

中，医疗信息与医疗广告难以界定，导致互联网医

疗广告监管和审核难度增加［５］。

２２２　经济劣势　社会资本为互联网医疗广告行

业发展带来强大推动力，同时也带来新问题，如竞

价排名。竞价排名是指搜索引擎服务商向客户提供

的以关键词付费高低为标准、在搜索结果中给予先

后排名的网络营销服务，付费越高排名越靠前［１７］。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让自己的广告优先展示在搜索结

果中，会出资追求搜索引擎中的竞价排名高位，从

而吸引更多流量和点击量。竞价排名宣传方式为一

些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商进行虚假宣传提供了契机，

造成违规竞价，这无疑会对居民健康造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互联网医疗广告竞价已成为当前医疗改革

中关于医疗广告宣传方式的热点问题。

２２３　社会劣势　互联网医疗广告的社会接受度

和信任度还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主要包括虚假宣

传和隐私泄露带来的负面影响。互联网医疗广告虚

假宣传会对居民健康带来危害，也会导致公众信任

度下降。此外，由于互联网医疗广告的传播媒介多

样，包括社交媒体、健康应用软件等，这些平台中

存储了大量用户健康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险。用

户医疗数据信息具有敏感性，一旦健康信息被泄

露，用户便会对互联网医疗广告的安全性提出质

疑［１１］。目前已有学者对互联网医疗数据伦理问题进

行探讨研究，但提升公众接受度和信任度是一个长

期过程，尚需持续性研究［１８］。

２２４　技术劣势　互联网医疗广告个性化推送是

其特有的传播特征，但精准投放所依赖的技术手段

还存在一定问题。具体来说，互联网医疗广告需要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获取用户健康数

据并进行分析后再推送。个人健康数据收集和使用

涉及隐私保护等方面问题。此外，一些健康应用软

件和社交软件广告推送算法可能存在误导用户的情

况，如推荐不科学的药品或医疗服务，给用户带来

健康风险。

２３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机会

２３１　政治机会　２０１８年 《关于促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为互联网医疗服务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１９］。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为互联网医疗

广告带来更多机会。互联网医疗逐步实现全流程服

务，包括远程诊疗、药品配送、健康监护等。我国

相关政策正在不断细化和完善，为互联网医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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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更加稳定的环境和有力支持。

２３２　经济机会　随着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普及，
传统医疗机构正逐步向Ｂ２Ｃ运营模式转型，许多线
下医疗机构将互联网医疗广告作为线上宣传方

式［５］。同时，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日渐丰富，互联

网医疗广告的宣传对象不仅局限于医疗产品购买，

还包括问诊咨询、医疗服务等。医疗产品企业、互

联网医院、移动健康应用开发商等供应方均需要通

过互联网医疗广告扩大宣传，这为互联网医疗广告

发展带来更多机遇。

２３３　社会机会　从社会需求动机视角来看，随
着社会整体医疗技术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

众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健康意识不断增

强。互联网医疗广告为居民提供更多就医信息渠道，

在未来医疗广告市场中，互联网医疗广告形式将越

来越丰富。公众对互联网医疗服务需求的大量增

加，为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开拓了机会和市场［５］。

２３４　技术机会　相比传统媒介广告，互联网广
告可以根据用户兴趣，通过算法精准推送［２０］，使用

户更轻松快捷地找到所需要的医疗服务信息。精准

推送不仅有效提升互联网医疗广告的传播效率，也

有助于提高受众满意度。此外，由于智能手机普

及、应用软件功能不断优化，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可

传播范围得到大幅提升，用户将有更多机会接触互

联网医疗广告。

２４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挑战

２４１　政治挑战　互联网医疗广告由于其广泛
性、多样性以及海量性的特点，与传统广告相比政

府监管难度提升。互联网医疗广告除了传播医疗信

息还具有宣传作用，可能影响公众的消费行为和医

疗选择，因此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引导和监管，以避

免对公众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衡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２１］。互

联网医疗广告传播需要互联网资源配置与使用能力

的匹配。对较贫困的地区和人群，互联网医疗广告

可能会加剧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有待未来进一

步研究和解决。

２４２　经济挑战　经济发展是互联网医疗广告发
展的强大推动力，然而近年来，我国非公立医疗机

构大量倒闭，亏损严重。根据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

年鉴 （２０２１）》，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一年亏损金额
超１０００亿元［２２］。此外，互联网医疗广告推广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对大型医疗机构而言，广告经费是

可负担支出，但对小型机构而言是较大负担，长此

以往会加大企业间差距，阻碍医疗健康行业的全面

发展。在投资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广告宣传支出的

增多必将影响医疗设备资源投入，可能影响医疗服

务质量。

２４３　社会挑战　互联网医疗广告作为医疗健康
领域的新兴事物，受众对其认可度还有很大提升空

间。如果社会认可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那么互联

网医疗广告价值将大打折扣［５］。因此，未来还需要

相关政府部门对互联网医疗广告协同管理，提升互

联网医疗广告质量，提高社会认可度，实现互联网

医疗广告价值最大化。

２４４　技术挑战　信息技术进步是互联网医疗广
告发展的前提，互联网医疗广告丰富性与精准性的

增强对信息技术提出更高要求，而互联网医疗广告

需求与信息技术能力不匹配是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主要挑战之一，包括数据需求和隐私保护不匹配、

虚假广告传播与识别效率不匹配。互联网医疗广告

传播涉及对用户健康信息的收集处理，如何确保数

据安全是目前技术层面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此外，

由于医疗广告专业性较强，虚假医疗广告识别存在

效率低、准确性差等问题［２３］。因此，通过技术手段

实现虚假医疗广告自动识别和过滤是至关重要的。

３　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建议

３１　多方位制定严格的监管政策

目前，一些互联网医疗广告尚存在违规现象，

监管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政策

制定方需要明确规定医疗广告的范围、内容、发布

方式等，并针对不合规行为制定处罚和惩戒条例；

互联网广告平台应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确保医疗

广告真实、准确、可靠。除各部门提升监管审核力

度外，互联网医疗广告还需要社会层面监督。提升

互联网平台用户监督意愿，发现虚假宣传及时举

报，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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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加强互联网医疗广告技术支持

互联网医疗广告是医疗服务和产品推广的重要

手段，但目前在技术层面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加

强技术支持，提高广告的精准度和可信度。同时对

违规行为加强监管，以推动互联网医疗广告市场健

康发展。可以通过建立医疗广告数据库，对广告进

行分类和整理，实现对医疗广告的全程跟踪和监

管。另外，可以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等技

术，对广告的投放位置、时间、语言等信息进行自

动审核，提高互联网医疗广告审核效率和准确性。

３３　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医学交叉学科发展，但是

针对互联网医疗广告的研究仍然较少。互联网医疗

广告和公众健康息息相关，与其他商品广告相比有

着更高的专业性和敏感性。因此，加强医疗广告专

业人才培养，对提升互联网医疗广告的认可度和传

播度至关重要。

４　结语

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还

有很大进步空间。互联网医疗广告传播推动线上医

疗服务发展，对完善我国医疗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积

极作用。互联网医疗广告作为医疗健康领域新兴事

物，存在问题是难免的，解决问题尚需要不断尝试

和完善。本文基于ＳＷＯＴ－ＰＥＳＴ分析方法对我国互
联网医疗广告发展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

现当前我国互联网医疗广告发展存在政策法规不完

善、行业监管不够严格、公众对互联网医疗广告的

认知度和信任度不高、数据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相应对策，如加强政策制

定与监管力度、加强技术支持、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等。然而，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在 ＳＷＯＴ－
ＰＥＳＴ分析过程中，仅对部分重要因素进行分析，
对新兴技术应用的探讨还不够到位，如基于区块链

智能合约平台［２４］等，这也是未来进一步探讨和补充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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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２０２２，３９（１）：６６－７０．

２３　何兰满城市低收入者日常生活信息获取行为研究综述

［Ｊ］．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３）：３４－３９．

２４　蒋茜脑卒中预防及护理的现状与展望 ［Ｊ］．护理研

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７－１３．

２５　王梦佳，谢臖，吴丹，等缺血性脑卒中复发预防管理策略

研究进展 ［Ｊ］．护理研究，２０２０，３４（２４）：４４３３－４４３５．

（上接第４８页）
１３　李本燕，白露露，吴楷雯，等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

的难点与对策探析 ［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２０２１，

１６（１）：５３－５７．

１４　华怡婷，石宝峰互联网使用与家庭间接碳排放：测度

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２９（１）：１１７－１３４．

１５　ＣＨＥＮＪ，ＺＨＡＮＧＬ，ＬＵＱ，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ｍｏｄａｌ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３，

６０（２）：１０３２２０．

１６　袁子博，姚涛，闫连山基于命名实体识别的违法广告

词检测方法 ［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２３，５９（１５）：

１４１－１５０．

１７　宋亚辉旧法律如何回应新事物？———竞价排名的规制经

验与教训 ［Ｊ］．社会科学辑刊，２０２２（４）：５９－６７，２０９．

１８　ＳＰＲＩＧＧＳＭ，ＡＲＮＯＬＤＭＶ，ＰＥＡＲＣＥＣＭ，ｅｔａｌ．Ｅｔｈｉｃ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ｆｏｒ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ｃｏｒｄ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８（９）：５３５－５３９．

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０３－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４／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６６４５．ｈｔｍ？

ｉｖｋ＿ｓａ＝１０２４３２０ｕ．

２０　ＧＥＴ，ＷＵＸ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Ｊ］．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１（６）：１－１０．

２１　刘刊，周宏瑞，侯月婷共享医疗平台如何实现价值共

创？———一个探索性单案例研究 ［Ｊ］．管理评论，２０２２，

３４（１１）：３３７－３５２．

２２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

［Ｍ］．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２３　金燕，徐何贤，毕崇武多维特征融合的虚假健康信息

识别方法研究：基于 ＬｉｇｈｔＧＢＭ算法 ［Ｊ］．情报理论与

实践，２０２３，４６（８）：１５６－１６４．

２４　柳庆勇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数字广告流量造假治理

机制及创新研究———以ＡｄＣｈａｉｎ应用为个案 ［Ｊ］．新闻

大学，２０２２，１９９（１１）：１６－２８，１１６－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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