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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背 景 ：为全面推进社会公益事业

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8 年 2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

意见》（国办发〔 2018〕10 号），明确指出要

进一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明确公开重点，

细化公开内容，增强公开实效，不断提升社

会公益事业的透明度 ，让人民群众享有更

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  

为进 一步摸清当前 我 国各地政府基 于

互联网的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的现实水

平，北京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系统评估中心

政府网站评估工作组于 2018 年 8-11 月份

依据有关文件精神开展本次调查工作，并

形成调查报告，以期为各 地区医疗卫生领

域信息公开提供参考。  

此次 调查发现，目前 各 地区均能够 利

用 多 种 互 联 网 渠 道 公 开 医 疗 卫 生 领 域 信

息，但在公开内容方面存在不同 的公开渠

道间信息内容不一致、服务资源不可用、机

构信息公开不规范 、服务与管理相关内容

公开不全面 等情况 ，公开水平有待进一步

提升。  

总体 来看， 政府医疗 卫生领域信息 公

开工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各地区 需要

进一步加快决策执行力度， 加强信息内容

建设，全面提升政务公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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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背景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事业已经并将继续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福祉。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不断提升医疗卫生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透明度，

保障好人民群众对公共医疗卫生的知情权，北京赛迪工业和信

息化系统评估中心政府网站评估工作组开展了医疗卫生领域政

府信息公开情况的摸底调查。 

二、原则及内容 

(一)调查原则 

本次调查基于“易于理解，便于操作；全面覆盖，突出重点”

的原则开展。 

——易于理解，便于操作。本次调查主要将相关文件要求转

化为易于理解的调查指标，调查方式方法注重可操作性，调查

数据采集可量化，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 

——全面覆盖，突出重点。本次调查范围覆盖 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省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省级医疗

卫生相关部门政府网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以及政府官方新

闻媒体等多种载体，实现政务渠道全覆盖。 

(二)调查内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

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 号）、《“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制定了本调查指标。指标包括平台建设

运维情况和信息内容提供情况 2个一级指标。其中，“平台建设

运维情况”主要考查医疗卫生信息公开渠道是否丰富，以及是

否提供了移动端获取渠道；并考查多个渠道信息公开的内容统

一性、更新及时性、服务可用性，以及专题网站或专栏的建设情

况。“信息内容提供情况”主要考察各渠道提供的政策文件、机

构信息、服务与管理信息等方面的情况，具体调查指标框架如

下： 

表 1：2018 年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调查指标（来源：赛迪评估） 

一级指

标 

二级指

标 
考察要点 权重 考察说明 

平台建

设运维

情况 

45分 

建设情

况 

是否公开

领域信息 
4 

是否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职能部门网站、政

务服务平台、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官方互

联网平台公开医疗卫生领域相关信息。 

是否有移

动渠道 
5 是否提供该领域信息的移动端获取渠道。 

运维情

况 

内容统一

性 
10 

不同公开渠道间信息是否存在内容不一致

的情形。 

更新及时

性 
12 

发现的各渠道更新不及时栏目（含空白栏

目）数量。 



 

 
 

服务可用

性 
10 发现的各渠道栏目或信息错链、断链数量。 

展现集中

化 
4 

能否建设领域专门网站或开通专题栏目集

中公开该领域政府信息。 

信息内

容提供

情况 

55分 

政策文

件 

政策信息

公开情况 
10 

本地区医疗卫生相关的政策文件、规划及

解读信息的公开情况。 

机构信

息 

机构名单

名录 
6 

本地区医疗卫生机构名单名录的信息公开

情况。 

服务与

管理信

息 

传染病防

控 
8 本地区传染病疫情及防控信息公开情况。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8 

本地区出台的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

防控制与医疗卫生救援信息的公开情况。 

健康科普 6 
本地区开展针对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专

项健康科普情况。 

卫生监督 6 
本地区医疗卫生监督管理信息的公开情

况。 

健康扶贫 6 
本地区健康扶贫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实和主

要成效情况。 

疾病救助 5 
本地区疾病救助相关政策文件的落实和主

要成效情况。 

 

三、调查样本 

本次调查旨在综合考察各地区基于互联网官方渠道，对本

地区医疗卫生领域政府信息的公开情况。调查样本为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医疗

卫生领域相关部门政府网站、政务微信、政务微博、政府官方新

闻媒体等。 

四、调查结果 

经调查，各地区在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方面，呈现以下几

个方面特点： 



 

 
 

（一） 总体情况 

从总体得分情况看，各地区医疗卫生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

程度普遍不足，须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

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国办发〔2018〕23 号）等文件要求，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决策

信息、管理和服务信息、执行和结果信息公开，不断提高信息透

明度和公众获得感。 

调查结果显示，31 个地区的平均得分 65.08 分，仅北京、

福建、湖南、贵州 4 个（13%）地区公开情况较好，得分在 80 分

以上（Ⅰ级）；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等 15个（48%）地区

得分为 60～80 分（Ⅱ级）；12 个（39%）地区得分在 60 分以下

（Ⅲ级），详见表 2、图 1。 

表 2 各地区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得分情况 

得分水平 环境保护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Ⅰ级 北京、福建、湖南、贵州 

Ⅱ级 天津、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

北、广西、海南、四川、陕西、宁夏 

Ⅲ级 
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东、重庆、云南、西藏自治

区、甘肃、青海、新疆 

注：每级排名顺序为行政区划顺序，非分数高低排名 （来源：赛迪评估） 



 

 
 

 

图 1 各地区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总体得分情况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同时，各地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平台建设运维情况与信息

内容提供情况方面的平均得分指数分别为 0.72 与 0.60。由此

看出，各地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公开医疗卫生领域信息，但相

关信息的公开程度较低，公民获取权威政府信息的难度较大，

如图 2所示。 

 

图 2 一级指标平均得分指数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二） 平台建设运维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各地区在平台建设情况的平均得分指数为

0.96，平台运维情况平均得分指数是 0.66，如图 3 所示。 

 

图 3 平台建设运维二级指标平均得分指数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1.公开渠道丰富多样，提升信息获取便捷度  

目前，31 个地区均能够通过官方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公开

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渠道包括省级政府门户网站、省级医

疗卫生领域相关职能部门网站（如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微信、政务微博、政务 APP、移动适配

版网站、领域专门服务平台（如健康内蒙古 12320 公众健康信

息服务平台）、政府官方新闻媒体（如河北新闻网）等。 

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区负责医疗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网站



 

 
 

和政务服务平台是提供医疗卫生信息的主要渠道，有 81%的地区

能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公开，而政务 APP 或移动适配版提供的

医疗卫生领域信息的占比仅为 23%。各类渠道的应用情况如图 4

所示。 

 

图 4 各地区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情况分析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2.“亚健康状态”普遍存在，运维保障能力有待提升 

调查发现，各地区在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的运维保障方

面，还存在不一致、不及时、不可用等“三不”问题，栏目空白、

内容更新不及时、错断链等现象普遍存在；且部分政务新媒体

有“僵尸化”倾向，严重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公开渠道间存在信息内容或更新频率不一致的情

况。 



 

 
 

调查发现，部分地区在不同渠道间公开的栏目内容更新频

率不一致。例如，某省人民政府网站部门信息公开目录中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的“规划计划”栏目与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规划

信息”栏目公开的内容不一致，且在省信息公开平台中的“规划

计划”栏目内容为空，尚未同步整合公开相关信息，如图 5、图

6 所示。 

 

图 5 某省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平台中“规划计划”栏目 

 

图 6 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中“规划信息”栏目 



 

 
 

部分地区提供的同一服务事项的指南信息在不同渠道的公

开内容不相同。例如，某地区政务服务网与其卫生健康委员会

网站提供的同一服务事项名称和办理材料均不一致，在某地区

政务服务网上公开的服务事项名称为“护士首次执业注册”，所

需材料为下列 9项内容（如图 7所示），而在其卫生健康委员会

网站公开的名称则为“护士执业首次注册办事指南”，办事所需

材料除 9 项内容以外，还需要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提供其他材

料，且办理材料也不够清晰、明确，如图 8所示。 

 

图 7 某地区政务服务网提供的办事指南 



 

 
 

 

图 8 某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提供的办事指南 

例如，某地区卫生健康委网站“设立血站许可及执业登记申

请须知”中子项“执业登记”指南的办事所需材料为 5 项，而其

省政务服务网上该单位此事项的申请材料为 3项，差别在于“与

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资金来源和验资证明（加盖骑页公章的

原件逐页扫描件）与执业用房的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加盖骑

页公章的原件逐页扫描件）”（如图 9、图 11 所示）；此外，上述

两个平台上该事项涉及的“血站执业登记申请书”表格内容不

一致，如图 10、图 12 所示。 



 

 
 

 

 

图 9 某地区卫生健康委网站提供的办事指南 



 

 
 

 

 

 

图 10 某地区卫生健康委网站提供的“血站执业登记申请书”表格 

 



 

 
 

 

 

 

 

图 11 某地区政务服务网提供的办事指南 



 

 
 

 

图 12 某地区政务服务网提供的“血站执业登记申请书”表格 

 

（2）各渠道栏目信息更新不及时的情况普遍存在。 

调查发现，31个地区中有 28 家存在长期不更新的问题。例

如，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的“规范性文件草案”栏目，最新

更新时间仅到 2017 年 4 月 1日，超过 1年未进行任何更新，如

图 13 所示。 



 

 
 

 

图 13 某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规范性文件草案栏目 

再如，某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政务微博”最新信息仅更

新到 2012年，已近 6 年未做任何更新，如图 14所示。 

 

 



 

 
 

 

图 14 某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务微博 

（3）各渠道栏目或信息普遍存在不可用现象。 

调查发现，各渠道在公开该领域相关栏目或信息时普遍存

在断链、错链等不可用的现象，各平台“服务可用性”指标的平

均得分指数仅为 0.65，信息内容保障情况亟待改进。  

调查发现，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务微信中的“预约挂号”

服务经点击链接无法访问，公众无法便捷获取相关信息，如图

15 所示。 

 

图 15 某地区政务微信服务不可用 



 

 
 

（三） 信息内容建设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各地区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政策文件、机构信

息、服务与管理信息方面的平均得分指数分别为是 0.38、 0.47

与 0.67，如图 16 所示。 

 

图 16 信息内容建设情况二级指标平均得分指数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1.政策文件信息公开程度普遍偏低，仅少数单位公开较好 

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区对医疗卫生相关的政策文件、规划及

解读信息的公开情况仍需加强。31 个地区有关政策文件信息公

开的平均得分指数仅为 0.37。74%的地区对于政策文件信息的整

合公开力度不够，对于国家免疫规划、重大疾病防控规划等相

关信息的公开力度亟待加强。各地区医疗卫生相关政策文件信

息的平均得分指数情况如图 17所示。 



 

 
 

 

图 17 各地区医疗卫生领域政策文件信息的公开情况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其中，政策文件信息的公开方面仍有少数单位公开情况较

好。31 个地区中，福建、江西等 8个（26%）地区做了良好示范，

能够集中公开相关的政策文件、解读信息及国家免疫规划、区

域卫生健康规划等信息，公开内容较为全面。例如，安徽省人民

政府网站建立“公共服务与民生信息公开专栏”专栏，集中整合

公开了本地区医疗卫生相关的文件解读及规划等信息，如图 18

所示。 

 



 

 
 

图 18 安徽省人民政府医疗卫生领域专题 

同时，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地区在政策解读工作方面

有比较好的的经验做法。部分地区能够通过图片、图表、图解、

视频等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政策文件及规划信息进行

解读,解读效果更便于群众全方面理解。例如，湖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在公开政策文件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图解、在线访谈

等形式对医疗卫生相关的政策及规划文件进行宣传解读，大大

提升公众的获得感，如图 19、图 20 所示。 

 



 

 
 

 

图 19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政策解读栏目 

 



 

 
 

 

图 20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线访谈栏目 

2.医疗机构信息公开不规范、不全面仍是普遍现象 

根据《卫生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卫

医发〔2006〕428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医院、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等 9 类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目录的通

知》（国卫办政务发〔2015〕12 号）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

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规范医疗卫生服务信息公开工作，各

地区要细化公开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计划生育技

术服务机构、血站和健康教育机构等 9类医疗卫生机构。 

调查结果显示，31 个地区中仅有 8 个地区能够规范公开本

地区医院、妇幼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信息，仍有 6 个

地区尚未整合医疗机构信息，该指标的平均得分指数仅为 0.47，



 

 
 

74%的地区未能够规范公开本地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医疗机构信

息公开的透明度较低，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

权。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公开的平均得分指数情况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各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的公开情况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大部分地区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例

如，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虽然公开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部分医院名单，但未提供妇幼保健机构、社区卫生机构、乡镇

卫生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医疗机构信息，且已整合的信息

仅提供了相关机构的链接地址，未按照相关文件要求细化、规

范公开机构信息，如图 22所示。 



 

 
 

 

图 22 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 

3.服务与管理信息公开力度普遍不够，但仍有优秀做法值

得借鉴。 

调查结果显示，服务与管理信息指标的平均得分指数仅为

0.67。其中，65%的地区尚未整合公开疾病救助信息；39%的地区

未能够公开卫生监督信息，且已经公开的信息不够全面。“力度

不够”是医疗卫生信息公开的最大“短板”，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各地区服务与管理信息的公开情况 



 

 
 

（图片来源：赛迪评估） 

调查发现，“某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的“公共卫生监督”

栏目仅公开少量政策文件信息，尚未整合公开医疗卫生监督的

抽查结果信息，信息公开力度不够，如图 24 所示。 

 

图 24 某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公共卫生监督”栏目 

大部分地区对于医疗卫生的信息公开力度不够，但是仍有

部分地区做了良好示范。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建设的“健康内蒙古 12320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能够从四

季保健、重点人群、心理健康、营养膳食、健身运动与病媒防治

多个维度方面整合公开健康保健的科普信息。其中，“重点人群”

专栏又能够按照 0-6 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等

不同的群体分类提供相关信息，公开信息全面、细致，便于公众

获取，极大的提高了公众的获得感与认同感，如图 25 所示。 



 

 
 

 

图 25 健康内蒙古 12320 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平台 

五、发展建议 

（一） 完善内容功能，注重服务实效 

各地区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网

站发展指引的通知》（国办发〔2017〕4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

〔2018〕10 号）等相关要求，积极探索加强医疗卫生领域信息

公开专栏建设，加大信息公开力度，规范完善服务办事指南，优

化完善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切实提升政务服务的水平和效率。 

（二） 创新发展应用，提升用户体验 

进一步加强服务渠道的建设水平，推进政府网站向移动终

端、政务新媒体等多渠道延伸，通过数字化、图表图解、音频视

频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发布形式，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多样便捷的

信息获取和办事渠道。 



 

 
 

（三） 健全考核机制，提升运维保障水平 

针对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公开渠道存在的运维保障不足的情

况，建议各地区应健全考核机制，进一步加大考核力度，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国

办发〔2015〕15 号）等文件要求，扎实推进各地区政府多渠道

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运维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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