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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健康是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2022年，国务院印

发了《“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提出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要将健康老龄化理念有效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持续推进“健康中国2030”

建设的新征程上，《纲要》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提倡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

加快，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与之而来的老年人

健康信息需求也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20年我国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

占总人口的18.70%，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老年人所占

比例上升5.44%，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深。此

外，根据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60岁及以上老年网

民规模达1.19亿，占全体网民比率达11.3%。随着居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相关医疗福利制度的完善，健康信息与

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老年群体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

况，老年人开展信息搜寻行为从以往的报纸、电视等传

统媒体逐渐转向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群体健康信息搜寻行

为过程中障碍凸显，包括自身信息素养水平较低、健康

信息环境繁杂、社会支持不足等方面，亟需从政府、社

会、公众多方协调出发，为老年群体解决生活日常中健

康信息搜寻的障碍问题，为全面建设健康中国助力。本

文以“健康中国”为研究背景，通过文献调研法和网络

调查法分析老年群体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的障碍，并从

政府、社区、医疗机构等视角出发，为解决老年人健康

信息搜寻障碍提出具体可实施的对策。

相关研究

健康 信息 搜寻行 为（ He a l t h  i n f o r ma t i o n  s e e k i n g 

behavior.HISB）是指用户为解决具体健康问题，主动获

取、确认、澄清与健康相关的知识或信息的行为。

目前，学界关于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类：老年人利用网络搜寻

健康信息的趋势和障碍研究。Manofo等认为更多老年人

趋向利用网络搜寻健康信息，老年人能够有效搜索健康

信息有助于提高其身体健康指数，并能有效解决老龄化

进程中老年人口遇到的各种健康问题。Hardt J H等指出

越来越多的美国老年人利用因特网搜寻健康信息，但是

不友好的浏览器界面、难以判断健康信息的可信性等成

为美国老年群体在网络健康信息搜寻中的主要障碍。第

二类：老年人群体针对虚假健康信息的应对行为研究。

健康中国战略下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研究
 毛太田　王学源

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老年人群体健康信息搜寻已较为普遍，但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

行为过程中各类问题凸显，亟需基于现有理论成果落实于实践。为了解决老年人健康信息

搜寻行为中的现有问题，本文通过网络调查、文献梳理，对老年人日常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展开总结分析，并针对老年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具体障碍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促进老年

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高效开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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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逐步趋向于使用网络开展健康信息搜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