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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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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健康中国建设深入推进，我国居民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对健康信息关注度日益提高，与健

康信息相关的行为研究受到学界关注，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成熟话语体系和价值认同的交叉研究领域。健康

信息行为从信息行为基础上衍生而来，指个体通过互联网对健康信息进行查询、获取、评价及利用的一系

列行为。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健康信息发现、健康信息采纳、健康信息评价和健康信息共享

等；研究视线聚焦于需要被关注的社会群体，如大学生、科研人员、不同年龄群体等；研究情境不断拓

展，移动互联网情境成为研究新视域，基于社交媒体的健康信息行为备受关注。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为提高

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功能及健康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行方案。本期专论着眼于健康信息行为，所载论文围绕微

信健康信息行为、健康数字囤积行为和农村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替代搜寻者行为特征展开研究，以期为进

一步有效推动健康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利用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基本
特征、主题范畴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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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梳理基于微信平台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现状，把握研究动态、拓宽媒介视角。方法／过

程 系统搜集国内外文献，运用内容分析法统计其发文趋势、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主题范畴并展

望未来发展方向。结果／结论 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广泛应用于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中；老年微信用户

和公众号功能成为热点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主题可归纳为健康信息使用行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

息传播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４个范畴。未来应进一步丰富研究方法、细分研究对象、厘清主题内涵及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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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ｎＷｅＣｈａ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ｈｅｅｌｄｅｒｌｙｕｓ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ｅＣｈａ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ｂｅｃｏｍｅｈｏ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ｃａｎｂ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ｕｓａｇ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ｅｎｒｉ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ｕｂｄｉｖｉｄ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ｅＣｈａｔ；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引言

随着兼具传播和互动属性的社交媒体成为用户

获取和传播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社交媒体情境下

的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日益成为关注热点［１］。不同类

型社交媒体平台在功能和受众上兼具共通性和差异

性，而媒介特点已被证明是影响用户健康信息行为

的重要外驱因素［２］。微信作为我国移动互联网时代

极具代表意义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在传播力、影

响力、覆盖面、功能性、易用性等方面均具有优

势。微信中的健康信息既存在于以弱关系为主导的

公众号，又存在于以强关系为纽带的朋友圈、微信

群。用户不仅可以利用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信

群等功能获取、咨询、分享健康信息，还可以利用

微信小程序获取、购买健康服务。社交媒体平台的

共通性为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指导和

借鉴，而社交媒体平台内部的差异性使单独针对微

信平台的研究更具实用价值。通过文献调研，发现

当前研究缺乏单独针对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的全

面总结，以及对社交媒体情境下健康信息行为全过

程的系统梳理，本研究基于系统的文献调研，运用

文献统计法、内容分析法提炼与总结微信平台用户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的基本特征、主题范畴，在文献

述评基础上，讨论当前不足，提出未来展望。

２　资料与方法

选取ＳＣＩＥ、ＳＳＣ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
网和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采用中文检索式

“（微信 ＯＲ朋友圈 ＯＲ公众号）ＡＮＤ（健康ＯＲ医
疗ＯＲ保健ＯＲ医学ＯＲ卫生）ＡＮＤ行为”、英文检

索式 “Ｗｅｃｈａｔ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Ｒ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开展文献调研 （检

索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３日）。经过去重、筛选并
结合引文追溯法，最终纳入分析文献６４篇，其中
中文文献４９篇，英文文献１５篇。

３　文献基本特征

３１　年度发文趋势

２０１３年初微信团队宣布该程序成为全球下载量
和用户量最多的通信软件，２０１６年基于微信平台的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陆续发表，２０１８年后研究热度攀
升，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发文量占比超７１％，见图１。

图１　相关文献发表数量时间趋势

３２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 （５０篇，７８１％）和访谈法 （２４

篇，３７５％）应用最为广泛，内容分析法 （６篇）、

案例分析法 （５篇）、文本分析法 （３篇）也得到一

定运用，１８篇文献综合使用两种及以上研究方法。

３３　研究对象

在研究群体选择方面，共有２１篇文献限定微信

用户群体，限定条件包括年龄、职业、患病情况等基

本人口学特征。在数字化和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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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成为学者关注焦点 （１５篇）。
在微信功能选择方面，２０篇文献以医疗健康类公众

号为研究对象，针对微信朋友圈 （４篇）［３－６］、微信

群 （１篇）［７］和小程序 （２篇）［８－９］的研究较少。

４　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主题范畴

在线健康信息行为是指个体受健康意识驱动，

利用互联网查寻、获取健康信息，进而分类、评估

及利用以满足自身或他人健康信息需求的一系列信

息行为［１０］。健康信息行为内涵丰富，涵盖多个行为

阶段。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由两名课题组成员

以纳入文献中信息行为的定义和测量标准为基础，

以现有行为分类为借鉴，各自对文献主题进行提取

及分类，意见不一致时，由课题组成员集体讨论决

定。最终将微信用户健康信息行为研究主题归纳为

健康信息使用行为、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息

传播行为和持续使用行为４个范畴。

４１　健康信息使用行为

４１１　使用意愿　本研究将使用意愿定义为个人

对使用微信各项功能获取健康信息的主观意愿。研

究显示老年人使用意愿处于较高水平，文化程度越

高，使用意愿越强［１１］。使用意愿反映用户对微信平

台健康信息的需求、态度及使用意向，是用户实际

利用微信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前提，在其他健康信

息行为影响因素探究中常被引入作为中介变量。如

王晓琪等［１２］研究证明使用意愿对健康类微信公众号

使用频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何美幸［１３］采用案

例分析法对某医院微信公众号开展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使用意愿对使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４１２　关注行为　关注行为强调用户对微信平台

健康信息的关注程度，包括健康信息浏览行为、阅

读行为、微信公众号关注行为、与健康相关微信小

程序的使用行为等。王晓琪等［１２］和吕亚兰等［１４］研

究显示调查对象对健康类微信公众号的使用率分别

达到８３３９％和８５７％，由此可见用户已普遍接受
以微信公众号为媒介的健康信息传播形式。现有研

究在普遍探索公众号关注行为影响因素之外，也注

意到微信健康信息使用对用户认知情绪和健康行为

的后续影响，呈现出因果并重的研究特征。如束晓

舒［１５］、褚鑫鑫［１６］研究证实微信使用与大学生健康

信息的信任度、个体健康行为之间存在关联。

４１３　搜寻行为　本研究中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指用户为满足特定的健康需求，通过微信搜索有关

健康知识或信息的行为过程，强调信息获取的目的

性、主动性，属于积极视角的健康信息使用行为，

与无预期情境下的信息偶遇、信息浏览行为存在差

异［１７］。徐杰杰等［１８］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慢性病患者

微信平台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动机、来源、模式及

影响因素；ＹａｎｇＱＨ等［１９］基于感知风险态度模型

探索微信雾霾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前因和行为结

果。目前该领域文献发表数量较少，且缺乏基于微

信平台的健康信息搜寻策略的分析和实验性研究。

４２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

本研究中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指用户通过微信平

台获取健康信息后，判断、认同、接受并采用健康知

识的行为过程，强调的是用户对微信平台健康信息

吸收内化的结果和后续影响。微信已成为用户获取

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如何提高健康信息传播效果

和实现健康促进成为当务之急。当前研究主要聚焦

于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银发人群”

成为主要研究对象［２０－２１］。部分学者分析微信用户

采纳行为的内容偏好、类型和策略，如王蔚［２２］发现

老年群体对微信中饮食和运动类健康信息采纳程度

较高，而对保健品和用药决策信息采纳程度偏低，

这是老年用户运用低成本采纳或避免策略的具体表

现。孙世伟［２２］将健康类微信公众号用户行为归纳为

甄别行为、学习行为、消费行为和社交行为。甄别

行为是其他采纳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步骤，健康信息

甄别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用户能否作出合理健康决

策。但李儒银等［２３］研究发现部分微信用户基于对认

证公众号的高度信任会省略信息甄别环节，直接采

纳公众号发布的健康信息，这对微信平台的审核机

制与内容生产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４３　健康信息传播行为

本研究中的健康信息传播行为指用户利用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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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点赞、转发、评论、发布等功能分享、扩散

所获取的健康信息。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转发

功能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既能促进以

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弱关系网络下的健康知识普

及，又能强化以朋友圈、微信群为代表的强关系网

络下的社交联系与人际传播。张恩惠［２４］、张磊［２５］

均从转发、评论、点赞３个方面对微信平台用户健

康信息行为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ＷａｎｇＷ等［２６］研

究发现健康信息分享已成为老年微信用户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转发、咨询、回复、

发布，其中信息转发行为最为常见，而回复、发布

较少，这与当前该主题范畴的研究现状相吻合。受

健康信息特殊性所限，网络健康信息传播更依赖于

信息转发而非信息发布，学者在微信健康信息转发

意愿及行为影响因素探究方面取得丰富成果，如金

晓玲等［６］基于转发者内在动机视角，发现信息的社

会特征、情绪特征和功能特征均对健康信息在微信

朋友圈中的传播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张坤［３］基于扎

根理论，从健康信息发布方、平台运营方和用户方

３个范畴出发构建微信朋友圈用户健康信息转发行

为形成的概念模型。计划行为理论、使用与满足理

论［２７－２９］被广泛应用于传播行为影响因素探究中。

４４　持续使用行为

本研究中的持续使用行为指用户在利用微信平台

浏览、搜寻、采纳、分享健康信息后，在未来较长一

段时间里，仍然愿意继续使用该平台的意愿或行为，

包括对微信公众号的持续关注行为、对微信群的持续

参与行为、对朋友圈及小程序的持续使用行为等。从

平台方角度看，促进用户持续使用行为是增强用户黏

性、实现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从健康信息传

播效果角度看，持续使用也是促进用户健康认知提升

和健康行为改变的重要前提。ＸｕＬ等［３０］通过问卷调

查发现绩效期望、享乐动机、社会影响、威胁评价

正向影响中老年养生类公众号持续使用意愿，并证

明绩效期望的中介作用；刘冠君［７］通过分析医疗微

信群用户的客观行为数据，发现寻求信息支持、用

户在会话网络中的位置是影响用户持续参与的重要

因素，而寻求情感支持却反向增加用户的退出风

险。目前微信平台持续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已得

到学者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尚不充分。多项研究将

持续使用行为作为使用行为、采纳行为的一个测量

条目，未对持续使用行为进行单独分析。

５　展望

５１　丰富研究方法，增强数据多样性

已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获取微信

平台健康信息行为数据，存在着总体样本量较小、

客观行为数据欠缺等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一方

面应充分利用网络爬虫技术、公开数据集，拓宽数

据来源渠道，加强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另一方面可

以引入实验研究法、经验取样法，收集实时、动态

且客观的行为过程数据，探寻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

为的因果规律。多种研究方法的融合，主客观数据

的综合分析，有助于深刻把握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

为的复杂性、连续性和动态性。

５２　细分研究对象，挖掘健康信息行为差异性

在用户群体选择方面，已有研究呈现出通用

性、概括性的特点，用户细分度不足，分类标准

较为单一，多为基于年龄的群体划分，而职业、

性别、学历、健康状况等人口学特征较少被列入

细分标准，且缺乏基于个人偏好、既往经验、性

格等个人属性因素的划分。在微信功能选择方面，

以弱关系为主导的微信公众号成为当前研究重点，

而以强关系为纽带的朋友圈、微信群却未引起足

够的关注。随着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微信健康

类小程序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其操作简单、

社交性强，且与健康类 Ａｐｐ的功能相似。微信健

康类小程序能否替代健康类 Ａｐｐ？二者用户的健

康信息行为发生机制、行为特点是否存在差异？

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须

进一步细分研究群体和微信平台功能，对比不同

功能情境下特殊用户群体健康信息行为差异，为

改善微信平台健康信息服务提供针对性的指导，

为微信用户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提升个人健康

水平提供精准化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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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厘清主题内涵及外延，提升行为研究系统性

已有研究对于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的命名、

定义、测量均缺乏统一标准，如对于健康信息吸收

与内化过程存在信息接受行为、信息参与行为、信

息采纳行为等多种表达方式。信息行为的连贯性和

过程性使人为划分的各类行为之间边界较为模糊，

存在复杂的交叉关系。此外，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

过于集中，现有研究聚焦于健康信息采纳行为、传

播行为两大主题，缺乏对搜寻行为、持续使用行为

以及不使用行为、健康信息评价等主题范畴的探

索；而在信息行为机制研究中，集中于前因，即影

响因素的探究，忽略了后效，即健康信息行为后续

影响的研究。在未来研究中应实证与理论并重，厘

清健康信息行为内涵和外延，理顺健康信息行为在

微信平台的研究链条，加强对健康信息行为作用效

果、内在联系、完整机制和连贯过程的探索，加强

媒介视角下健康信息行为差异性研究，提升研究的

全面性和系统性。

６　结语

本研究系统搜集国内外发表的基于微信平台的健

康信息行为研究文献，运用内容分析法，揭示文献年

度发表趋势，总结常用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对象，归

纳出该领域４大研究主题范畴：健康信息使用行为、

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健康信息传播行为和持续使用行

为，并从丰富研究方法、细分研究对象、厘清主题内

涵及外延３个视角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本研

究为微信平台健康信息行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指引，

但也存在缺少国内外同类型及不同类型社交媒体健

康信息行为差异性对比、缺少理论模型与影响因素

分析等不足，未来可通过拓展文献来源、使用元分

析方法等加强文献分析的广度与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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