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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公

共卫生体系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安全的重要性得

到进一步验证的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

长期存在的服务利用短板，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效果势在必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是公共卫生体系运行的核心，是其功能

服务的集中体现，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预防保健服

务、提高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落实“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方针、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

为中心”理念转变的重大制度安排，是公共卫生体

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三大系统融合改

革的前凸领域和汇聚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

效果可以看作是检验公共卫生体系运行的“试金

石”［1］。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愈来愈得到党

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肯定。为此，党的“十四五”

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基

层公共卫生体系”。

一、我国公共卫生服务利用

不足现状及解决思路

近年来，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种类不断增

多、质量不断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

2009年的 15元提高到 2014年的 35元，2020年又进

一步提高到 74元，服务内容从最初的 9类扩展至

14类，全国 97.8万家（截至 2020年 11月）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免费向公众提供相关服务［2］。然而，研究

指出，我国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率并

不高［3］。如有学者研究指出，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

利用率为 46.7%，女性流动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为

39.7%，慢性病患者健康教育服务利用率为 63.2%，

均低于期望水平［4-6］。

围绕公共卫生服务利用这一主题，课题组于

2019年先后走访调研了某省多地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综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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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卫生体系对维护公共卫生与健康安全具有重要作用，但作为公共卫生体系运行核

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面临着“提质增效”困境。社会网络理论多年发展实践表明，社会学中

涉及关系网络、信任、合作、互惠的社会网络正成为应对社区资源约束、服务动力缺失和社会参与

度不足的有效方法。文章在回顾社会网络理论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尝试以社会网

络嵌入公共卫生服务的新思路，找寻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效果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以期进

一步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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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结果以及公开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巨大的公

共卫生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情况下，我国部分地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慢性病患者数增长势头难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等化层次低、质量差，群众健康需求得不到完全满

足，基层医疗机构对开展公共卫生服务缺乏能力和

积极性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凸显了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中存在的“提质增效”困境，而公共卫生体系

“横向不同机构、纵向不同层级”的特征则进一步增

加了其解决难度。

既有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表明，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可以看作是一项包含政府主导、基层公共卫生

人员参与和社区居民认可的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

复杂社区服务过程，其面临的困境是复杂社会环境

以及多元利益冲突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效果的提升就不仅取决于政

府政策激励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的发挥，更

取决于城乡居民的积极参与、信任与协同。由此，

可以认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问题是一项兼具

管理学和社会学特征的时代难题。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网络可以激励社区交

往、改善人际关系，转变社区居民与供方间的认知、

态度和行为［7］。同时，社会网络可以营造特定文化

氛围和制度环境，引导供需双方参与、合作与信任，

形成制度化的网络关系和交互资源。理论界众多

研究成果也表明，优越的社会网络意味着服务利用

者拥有联系广泛、互动频繁的社会网络，反映了相

关服务利用者从外部摄取和交换资源的能力［8-9］。

因此，理论上提升社会网络可以应对社区资源约

束、服务动力缺失以及社会参与不足等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系统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实现服务利

用效果提升。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解决公共卫生服务利用

效果不佳困境，实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质增效”

目标，不应局限于政府投入、机构管理等单一管理

学视角，更应融合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审视相关问

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于社区、服务群众、多层

交错”的社会关系网络潜在特征，使学界从社会学

融合视角、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以探求提高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利用效果之方法成为可能。

二、社会网络嵌入公共卫生服务

相关领域研究回顾

“非典”事件之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问题逐渐

受到国内学者关注，围绕公共卫生组织体系、管理

运行、资源配置、服务供给、内外部环境等方面的研

究有效促进了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相比于国外学

者从多元视角探求公共卫生服务供需关系、供给效

率、利用效率及相互影响机制等，国内学者更聚焦

包括供给范围、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给模式及

制度在内的供给侧方面的探讨，相应的效果评价

研究就此展开，如黄萍等［10］通过十年健康指标对

上海市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情况进行

了效果评价。但是，单从供给角度考虑公共服务

发展已难以全面解释“供给总量丰富但效率低下”

问题。伴随健康理念从治疗转向预防、医疗行为

从疾病管理转向健康管理、医学模式从传统向“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跃迁，以社会关系网络

为核心的社会网络研究逐渐与卫生健康领域有了

更多契合。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

梳理回顾。

（一）社会网络嵌入健康领域作用机制研究

社会网络与健康领域相契合以来的众多研究

成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居民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

响［11］。如陈婉莉等［12］从社会参与、社交网络、社会

支持等维度对健康生活方式促进机制进行了探讨，

指出社会网络能够激励社区交往，转变居民与服务

供方间的认知、态度等，以实现个人健康的维护和

提升。其作用机制表现为，通过互相信任和遵守特

定规范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网络，以降低相关卫生服

务整体成本，从而提高服务效果。此外，基于生物

学视角的研究发现，城乡居民长期社会网络的缺失

或不足将引发其心理或生理疾病。肖夏等［13］通过

对我国慢性病防治中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社

会网络分析，指出社会网络能将各种有形资本有机整

合以共同发挥出更大的效力，开发社会网络对我国持

续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提高防治效果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社会网络在健康领域并

非能发挥绝对促进作用。如Subramanian等［14］围绕社

会信任对健康影响主题，调研了美国 40个社区中

21 456名居民后发现，社区信任在解释人口健康和

健康不平衡等方面的作用是复杂的，社区信任对信

任程度高的个体健康促进作用更大，而对于信任程

度低的个体，社区信任对其健康的影响则恰恰相

反。虽然经过细分，不同信任度的个体其健康受影

响情况有了不一致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无形

社会网络中的信任要素确为影响不同个体健康水

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社会网络嵌入医疗卫生领域应用研究

美国是最先将社会网络引入卫生保健领域的

国家，随后涌现出的诸多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网络

对医疗卫生服务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Gu等 ［15］

以中国部分区域为样本，对社会网络与健康自测的

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居住在高水平（无形）社会网络

的社区居民自测健康水平较高。Pennington等［16］以

特殊卫生保健需求者为研究对象，指出社会网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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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群体获得卫生保健服务具有重要影响。我国

关于社会网络理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经

济学两个经典领域，关于社会网络作用于卫生领域

的研究仍不多。卢祖洵［9］较先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

我国卫生研究领域，提供了一条探讨社会因素作用

于健康的新思路，并从宏观、中观及微观角度提出

开发利用社会网络的策略和措施。2009年新医改

后，国内学者除将研究焦点放在机构和个体本身之

外，也开始侧重不同领域个体心理、行为特征、文化

背景等方面的研究，重点探讨社会网络如何营造特

定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以实现卫生系统效能或健

康水平的提升［17］。社会网络内涵和测度指标在诸

如卫生机构和社区机构治理、老年人健康促进等领

域有了情境式解释。

（三）社会网络嵌入公共卫生领域应用研究

2019年前，关于社会网络嵌入公共卫生服务相

关的研究较为罕见。Story［18］测量了印度居民社会

网络与妇女产前保健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认为社

会网络在社区层面的运作与三种求医行为相关，结

果因所使用的医疗保健类型而异。近年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频发，社会网络更多是以提升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治理能力的形式受到理论界学

者关注。如张文宏［19］研究指出，社会网络是嵌入各

个层面的行动者所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总和，其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建构社会信

任，推动社会参与，以达成行动者的集体目标。于

宜民［20］的成果也表明，社会网络为公众健康水平的

提升提供了另外一条诠释路径，社会网络、生活方

式与公众健康之间存在着逻辑递进关系，社会网络

作用于公众生活方式的选择，影响公众健康水平，

对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国外社会网络理论已广泛运用于卫

生服务研究，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显现出社

会网络理论在卫生健康领域独特的优势，社会网络

与健康行为之间的联系已基本明确。但具体到公

共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聚焦

探讨其与公共卫生服务利用之间关系的研究则更

少，特别是缺乏关于无形社会网络嵌入公共卫生服

务效果提升机制以及“持续动力源”问题的研究，这

削弱了社会网络促进健康水平提升机制的解释力

以及社会网络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应用实效。

三、思考和启示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的四大体系之一（医疗服务体系、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肩负着支撑全民健康、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重

大责任。近年来，包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在内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的新热

点，但从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们较多关注服

务供给方，虽然其经历了从单一供方向多元供方的深

入转变，但依旧难以逃脱“供方视角”的禁锢［21］。面对

新形势，单一的供给、数量层面分析框架显然已不

能赋予公共卫生发展更为深刻和时代化的新内涵，

公共卫生服务利用领域亟须纳入新的研究视角和

分析框架，以便完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

络理论应用于公共卫生服务发展恰如其时。

实践证明，社会网络理论可以用于卫生健康领

域，总结其影响健康水平的渠道主要有三。其一，

社会网络为获得医疗相关服务提供了便利；其二，

个人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网络获取信息，提高了人们

做出健康选择的能力；其三，通过执行或改变社会

规范改善了个人健康。尽管上述结论有助于消除

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公共卫生服务利用领域的理

论障碍，但社会网络究竟如何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利用，其实际影响效果又如何，其关

键因素特别是可控因素有哪些，社会网络是否能真

正引导城乡居民参与、合作和信任，建立良性互动

关系，以及具体哪类社会网络能达到上述效果，种

种问题尚需深入分析及实践检验。

社会网络是一个多维概念，在不同情境中的内

涵和测度指标各异。有从研究内容视角用结构、关

系和认知分别表示整体结构摄取资源、关系手段获

取资源以及理解表达补充资源的社会网络维度；也

有从研究对象层次视角以宏观、中观、微观对社会

网络进行了分类。而具体到公共卫生领域，公共卫

生服务情境下的社会网络内涵是什么？其在服务

过程中形成的参与主体间的角色关系以及动态网

络又是什么？上述问题仍需要在公共卫生特定的

情境中深入探索。

基于此，本文认为公共卫生体系运行面临的诸

多困境并非单纯的政府管理问题，其不仅依赖于政

策激励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本身功能的发挥，更有

赖于社区居民这个主体的参与、认同、信任以及支

持。因此，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形势总体严峻的叠加背景下，通过社会网络嵌入

视角，探索公共卫生服务情境下的社会网络内涵、

相互作用机制、可控影响因素等，可以为找寻社会

网络嵌入条件下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利用效果

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不失为

破解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质增效”困境的新思路，

也成为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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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thinking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 in public health
services

ZHAN Xiang1，ZHOU Ying2，XU Xinglong3，XIA Yiqin4，ZHU Tieli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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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public health and health safety，

but as the core of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the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are faced with the dilemma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 network theory for many year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which involves relationship network，trust，cooperation and reciprocity in sociology，
is becoming an effective method to deal with community resource constraint，lack of service motivation and lack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in the field of
health，this paper attempted to find the effectiv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ect of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by using the new idea of social network embedded in public health services，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ublic health system.

Key words：social network；public health；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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