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
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营造清朗的健康科普环境，依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广告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全

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增加全社会健康科普知

识高质量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提出以

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为主旨，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健康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

和传播水平迈上新台阶。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人民。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增进人民身

体健康为出发点，以公众健康需求为导向，增加权威健康科

普知识供给，扩大健康科普知识的传播覆盖面，为人民群众

准确查询和获取健康科普知识提供便利，提升意识与素养。



——坚持科学准确。提升健康信息的质量，发挥健康科

普专家的作用，遏制虚假健康信息，净化健康科普知识传播

环境。

——坚持公益普惠。健康科普知识的发布与传播应当坚

持公益性原则，生产、发布和传播符合目标人群特点、文化

水平和阅读习惯的健康科普知识，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健康科普知识。

（三）主要目标。

进一步明确健康科普知识发布、传播与监管的主体和职

责，规范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持续提升健康科普

知识的质量，丰富健康科普作品的形式，增加优质健康科普

作品的数量。

二、推动健康科普知识质量提升

本意见所指健康科普知识是以健康领域的基本理念和

知识、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和有关政策法规为

主要内容，以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呈现和传播

的信息。本意见所指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涵盖通

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音像出版单位、互联网和移

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等（以下简称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

传播主体）。

（一）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发布、传播的健

康科普知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符合伦理



规范；

2.内容正确，没有事实、表述和评判上的错误，有可靠

的科学证据（遵循循证原则），符合现代医学进展与共识；

3.主题契合公众关切的健康问题，语言与文字通俗易懂；

4.基本要素齐备，有明确的来源、作者、发布时间、适

用人群等；

5.不含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封建迷信，煽动民族仇

恨、民族歧视，淫秽、色情、暴力的违法信息。

（二）鼓励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制作、发布、

传播有利于促进公众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

念和自觉承担社会健康责任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

容：

1.普及卫生健康相关法规与政策，提升公众维护他人健

康的社会责任意识；

2.普及科学健康观，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健康，理解生老

病死的自然规律，了解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尊重医学和医务

人员，共同应对健康问题；

3.普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等健

康知识，推动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4.普及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紧急救援、及时就医、合

理用药、应急避险等必备技能，自觉维护自身健康。

三、增加优质健康科普知识供给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大健康科普知识供给力度，支持并



鼓励医疗卫生行业与相关从业人员创作和发布更多更优质

的健康科普作品；建立健全健康科普专家库，制定健康科普

专家管理制度，为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开展健康

科普知识审核提供支持。

各医疗机构网站应当根据本机构特色设置健康科普专

栏，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讲座和咨询服务，三级医院应当建

设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健康科普账号。

宣传、网信、广电部门应当开展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鼓励、扶持新闻媒体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开办优质健康科普

节目栏目，并推动网络新媒体利用大数据等技术，为公众提

供精准化的健康科普知识。

媒体应当开展健康知识的公益宣传，并充分用好融媒体

传播手段，有条件的在新媒体端开设健康科普专栏、话题等，

为公众提供更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

鼓励全社会积极开展健康科普传播活动，增加健康知识

传播频率，扩大健康知识传播范围，满足公众多样化的健康

知识需求。

四、落实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责任

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主办单位应当履行信

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加强自身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管

理，健全健康科普知识生产、审核、发布等管理制度，明确

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健康科普知识编辑与审核人员，常规性

审查本机构发布知识的科学性、准确性和适用性。



中央级媒体开展健康科普活动邀请的专家原则上从国

家健康科普专家库产生，省级媒体原则上从省级以上健康科

普专家库产生。鼓励媒体将健康科普专家纳入到健康类节

目、栏目和健康公益广告的审核团队，依托专业力量，提升

健康科普节目、栏目、公益广告的质量。

涉及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的网站平台对申请

注册从事健康科普知识生产的公众账号，应当要求用户在注

册时提供其专业背景，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获得的职业

资格或者服务资质等相关材料，并进行必要核验。

五、健全健康科普知识发布与传播监管

各地各部门应当切实履行职能职责，依法依规加强对健

康科普知识发布与传播的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健

康科普知识监测与评估，推广科学性强、传播效果好的健康

科普知识，并加强虚假健康信息处置力度，通过 12345 热线

等渠道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对出现较多虚假信息且影响较

大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及时向主管部门进行通

报，对于传播范围广、对公众健康危害大的虚假信息，组织

专家予以澄清和纠正。

宣传、网信、广电等部门会同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引导

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加强对发布和传播健康科

普知识信息的审核，及时删除虚假健康信息，防止误导群众。

对发布和传播虚假健康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单位



或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建立舆情

反应机制和虚假信息举报制度，稳妥做好舆情处置和受理投

诉等工作，并积极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

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健康科普知识监督，切实加强政

府、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和公众之间的有效交流

和沟通，构建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规范管理的良好环

境。

六、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建立健康科普

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推进健康中国行

动的重要举措，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加大协调力

度，推动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二）强化部门协同。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和信息共享机制，科学设置、细化分解任务清单和工作流程，

为构建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提供保障。

（三）加大经费保障。相关部门为开展健康科普知识监

管与指导提供经费支持，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加强能力建设。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积极

推动相关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组织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

传播主体开展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培训，提升健康科普

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