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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探索持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的路径。
方法／过程 收集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并结合文献分析法实证研究。结果／结论 我国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知行不一等问题。新媒体环境下健康信息传播应借助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对不同人群实施健康信息精准传播、优化健康行为，建立健康信息评估标准及体系，

以及加强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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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

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确决策，以维

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１］。健康素养是国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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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评价指标，而国民健康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标志。２０１６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成为 《“健康

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２］１３个主要指标之一；２０１９

年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３］明确指出
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是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

和主要考核指标之一。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等工作的重要

内容和工作目标。

本研究主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居

民健康素养研究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有益于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的发展对策与建议，为

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２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内涵
及提升意义

２１　健康素养的内涵

健康素养划分为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 ３个方
面［４］。以公共卫生问题为导向，健康素养亦可划分

为６类健康问题素养，分别为科学健康观素养、传
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安全与急救素

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健康素养能在

一定程度上预测健康状况，健康素养水平高的个体

获取和辨别健康信息的能力更强，自我保健的能力

更强，健康状况更为良好。

２２　新媒体环境下提升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的意义

新媒体在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中发挥重要作

用。相比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主要有以下特点。一

是数字化和多媒体化。数字化主要表现在信息的采

集、加工、存储、管理与传递过程中的数字化转

换。多媒体化主要表现在借助文本、图片、声音和

视频等多种媒体形态，可以增强信息的感染力，传

播过程中给予用户全感官的体验，有助于加深该信

息给予用户的整体形象。二是互动性。新媒体的互

动性在于新媒体用户可拥有信息生产者、发布者和

接受者等多重身份。三是碎片化。既可表现在时间

方面，用户可随时随地获取或发布信息；也可体现

在传播内容方面，在微博、短视频等呈现方式下，

新媒体传播的信息内容更加零碎［５］。

利用新媒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推动健康素养水平

的提升，实现对群体健康的积极影响。首先，新媒

体的快速传播特性使健康知识能够更迅速、更广泛

地传播。通过视频、图像等形式，可以生动形象地

呈现健康知识，使信息更容易为公众接受。其次，

新媒体的互动性为健康信息的交流提供更便捷的平

台。通过社交媒体、在线健康社区等，公众可以与

专业医护人员、健康专家直接互动，获取个性化的

健康建议。再次，新媒体的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健康

素养水平的监测和评估提供强大支持。通过收集、

分析居民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健康行为数据，可以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其健康需求和问题，有针对性地

进行健康教育和干预［５］。提升健康素养水平有助于

预防和早期干预，促进健康教育与自我管理。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减少社会卫生资

源不平衡和社会经济成本。通过新媒体的广泛应

用，这一过程能够更为高效、精准地实现，为国民

健康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３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研究现状

３１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现状

３１１　数据来源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具有可监测
性，可依据稳定的监测系统进行评价［１］。自 ２０１２
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每年８—１１月在３１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３３６个监测点进行全国城乡
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对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评

价包含３部分：一是评价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
总体水平；二是基于 “知识 －行为 －技能”理论，
从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素养、基本技能素养 ３方面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三是基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视角，从科学健康观

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安全与

急救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６类健康
问题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６］。本研究使用的居民

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

方网站，收集并分析其中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数据。
３１２　总体水平　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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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稳步提高，从 ２０１２年的 ８８０％到 ２０２２年的
２７７８％，提升１９９８个百分点，实现了 《健康中

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提出的 “到 ２０２２年，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２２％”的目标［３］，见图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增长速度最快，增长率达 ２０７６％，
一方面反映出健康素养促进行动等专项干预措施有

了成效，另一方面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后居民健

康意识有所提高有关［７］。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２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总体水平

３１３　城乡对比　生产力分布特点和市场机制导
致我国城乡之间的生产力发展不均衡，也拉开了城

乡之间教育、医疗和收入之间的差距［８］。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均稳定增长，
但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异巨大，达 ８个百分点以
上，其中 ２０１９年差距最大，为 ９１４个百分点；
２０２０年差距最小，为８０６个百分点，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３１４　评价内容维度分析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的３方面均在逐年提高，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
平远高于另两方面的水平，见图３。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素养水平提升速率最高，５年间增长率为

７９４２％。反映出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脱离，但逐
渐有了好转。

图３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

“三个方面”

３１５　健康问题维度分析　我国居民６类健康问
题发展不均匀，见图４。安全与急救素养、科学健
康观素养较强，其他４类较弱，其中基本医疗素养
最弱。提示应有针对性地选择意识薄弱的问题进行

教育推广，最终达到６个方面全面发展。

图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

“六类健康问题”

３２　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特征

从时间尺度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在各方面都呈

上升趋势。从空间尺度看，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差异较大，且东部地区健康素养水平最高，其次为

中部地区，最后为西部地区。从结构看，居民健康基

本知识和理念素养远高于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

平和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从人口学特征看，性别与健

康素养之间的联系不大，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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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与健

康素养水平成正比［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

健康素养整体水平偏低［９］，亟待提升。

４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面
临的困境

４１　发展不平衡导致健康信息传播存在 “知沟现象”

美国传播学者提出 “知沟现象”，即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通常获得信息速度越快，随着媒介不断传

送信息，不同人群尤其是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

知识鸿沟不断扩大。而在新媒体时代，健康传播领

域此现象也不断被印证［１０］。居民健康素养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年龄、文化程度和经济

收入与健康素养水平呈正相关［１１］。

４２　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脱节

相关调查显示，有相当部分的人群了解健康知

识，但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往往未能采取相应的健康

行为，突显了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之间的脱节［１１］。

这种脱节在我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中也得以印

证。因此对于评价和干预健康行为的研究尚待加强。

４３　缺少健康信息评估体系导致信息质量良莠不齐

新媒体传播具有即时性和无障碍性，其参与模式

较自由，对各类消息发布与传播的限制较低，无法杜

绝错误的信息掺杂其中。由于通信技术的发展，用户

可以利用移动新媒体随时发布、传递和获取信息，信

息更迭更为迅速，信息爆炸式增长，在缺乏信息评估

体系的情况下，各类信息质量良莠不齐。新媒体平台

言论约束较少，健康信息、健康科普等领域缺乏专业

人士参与，导致其成为大量健康科普谣言滋生的场

所。这类低质量的健康信息往往以博人眼球的方式

出现，容易激发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其传播比一

般健康科普消息更迅速，甚至造成危害［１２］。

４４　平台监督缺失导致健康信息传播失序

相对于传统媒体信息从选题策划到刊发都有严格

的审核发布流程，新媒体平台大部分为机器审核发

布，部分为人工发布。当其涉及专业领域，尤其是卫

生健康领域，相关审核流程便具有局限性［１３］。卫生

健康领域的信息一旦不够规范、健康科普不够专业，

则会对公众产生误导。尤其是中医药科普领域，一

些人打着宣传中医药的名义，传播封建迷信的偏

方，看似宣扬卫生健康知识，实则污名化中医。

５　新媒体时代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提升路径

５１　利用新媒体技术对不同人群实施健康信息精
准传播

　　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更具有个性化，用户可根据
个人偏好选择不同的信息内容，平台还可根据用户个

性化的信息精确推送。新媒体技术与大数据等新科技

的融合运用，为健康信息的精准传递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支持。根据传播学理论，越精准的传播越有效［１４］，

新媒体平台利用算法，收集用户生活习惯及个人偏

好，绘制用户画像，针对其关注的健康知识，实施

精准健康传播，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未来还可根

据疾病的时空特征，分析用户的集体群像，预测当

前地区所在人群易患疾病，并实现健康信息精准传

播，减少患病概率，并提升健康素养水平。

５２　采用有效的健康信息传播策略，优化健康行为

新媒体时代，信息的表达方式逐渐多元化，信

息的表达模式也更加形象化和立体化，在向用户传

递信息的同时给予全感官式的感受，有助于加深用

户对信息的印象。因而新媒体时代健康信息的呈现

方式远比传统媒体的表述更易让人接受。公众会出

于健康信息混杂难以分辨、避免增加心理压力和认

为自己无法采取行动预防等原因，对一些健康信息

产生回避行为［１０］。为了提高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并避

免公众的回避行为，可以创新传播方式，针对不同

人群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健康传播。在健康促进与健

康教育中，可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将健康知识与大

众心理融合，形成对健康信息的通俗化和趣味性解

读。使健康传播兼顾不同层次用户需求，从而增强

健康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提升用户的健康素养水

平。传播策略方面也可采用公开承诺法、奖励关键

行为策略、同伴教育策略、风险沟通策略、揭露阴

谋策略、简单量化策略等，优化公众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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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建立健康信息评估标准及体系

新媒体时代信息具有动态性、开放性、自由性

和多样性等特征，健康信息的评估难以形成标准体

系 ［１５］。信息更新速度极快且又以文字、声音和视

频等多种传播形式出现，因此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我

国的健康信息评估标准及体系。对于健康信息评

估，应结合定量与定性指标，以减少评价的不稳定

性和主观性，更加规范科学［１６］。对于健康信息评价

主体，应选择医学权威机构、政府机关、医学专业

人士及用户。同时，对于健康信息评估结果应及时

公布，宣传错误信息的运营主体应给予处罚，这样

既能使用户懂得辨别错误信息，又能督促运营主体

发布高质量健康信息，还可使信息评估更加透明，

有益于健康信息质量的提升。

５４　加强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监管

目前我国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监督机制不够健

全，导致一些医学类谣言的存在与传播。应加强对

新媒体健康信息传播的监管，一是建立专业机构引

导居民提升健康素养，健全卫生健康类知识信息发

布制度；二是依托专业机构加强对新媒体健康传播

活动的监测和评估，对宣传错误虚假卫生健康信息

的平台给予处罚，实时监控舆情，有效制止谣言散

布，以权威态度及时辟谣；三是扶持健康领域的专

业团队，解决健康类科普信息缺乏的问题，通过倾

斜政策引导更多专业人士宣传卫生健康信息，使更

多专业规范的卫生健康信息出现在公众视线当中，

助力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

６　结语

居民健康素养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有力保

证，国民健康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应充

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对不同人群实施健康信息精准传

播，采用有效的健康传播策略，优化健康行为，建

立健康信息评估的标准及体系，加强新媒体健康传

播监管，发挥新媒体在健康促进、健康教育等方面

的巨大作用，有效提升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充

分利用新媒体优势，引导公众树立健康正确的价值

观，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学

习健康知识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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