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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视野下的“健康中国”
———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部分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

姜浩然１　周　萍２　杨肖光２

１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辽宁沈阳　１１００３１
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　要】目的：对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部分综合性媒体关于健康中国的报道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从一个新的
视角了解健康中国的政策导向、实施进展和重点领域。方法：采集部分综合性媒体中关于健康中国的公开报

道，通过词频分析、主题模型聚类等方法，分析健康中国报道的重点领域及分布规律。结果：健康中国的报道

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报道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与国家重要事件（如“两会”、中共十九大）相契合，在内容上

与国家政策重点相一致，较为明确的反映出健康中国实施过程中的重点领域及其关注程度。主题模型分析显

示，健康中国的报道主要分为医疗卫生、健康生活、健康产业等类别，对于健康中国的政策能够形成一定呼应。

结论：健康中国的政策框架与媒体报道的呈现形式具有一致性，提示新闻媒体报道可能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

潜在证据来源，同时也显示出文本挖掘方法在完成相关政策分析任务上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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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是当前中国重点推进的国家级战
略。健康中国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从微观层面的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服务，到宏观层面的健康保障、

健康环境、健康产业以及健康治理体系等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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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１］，带动了全国范围内围绕健康议题而开展的各

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健康中国建设的进程也

为各级各类新闻媒体所持续关注。自十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理念，到２０１６年８月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及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健

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再到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其间累积的大量媒体报道信息，为全

景式的认识这一国家重大政策的实施进程提供了潜

在的可能性。

新闻媒体是重要的信息载体、意见表达渠道和

公共沟通平台。媒体在及时、准确记录事件的发生

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于特定问题的态度。同时，

媒体也承载着舆论导向的功能，在推行政策的过程

中，政府也会有意识的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和倡导。［２］

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文本数据挖掘技术的

突破，媒体报道的量化分析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并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金融、农业、环境等。［３］然

而，在卫生与健康领域，媒体报道相关研究分析多停

留在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开展的媒体报道内容分

析。［４］为数不多的基于量化的舆情分析［５］则以报道

频次、时间分布、关键词词频等描述方法为主，对新

闻文本信息挖掘的深度有限，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分析效果。

本文将利用文本挖掘（ｔｅｘｔｍｉｎｉｎｇ）的手段，对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部分综合性新闻媒体关于健康中国的
报道进行挖掘与分析，探索媒体报道健康中国的内

容、领域、总体性特点，进而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健

康中国的政策导向、实施进展和重点领域，为政府有

关部门更好的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参考。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１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１１１数据采集

利用自编Ｒ语言程序，从国内有影响力的门户
网站、重点报刊数字版等渠道采集部分综合性新闻

报道文本。具体来源是：从新浪、搜狐、凤凰、腾讯、

网易、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门户网站的新

闻频道采集时政新闻、社会新闻、财经新闻以及新闻

评论栏目的全部新闻；从财新网、新京报网、澎湃新

闻网三个重要的综合性媒体网站采集各子栏目新

闻；同时采集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三

家重点报刊数字版的全部新闻，并去除国际新闻、娱

乐新闻、体育新闻、广告等栏目。新闻采集时间范围

为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共获取新
闻文本总数５３４３９６６篇。需指出的是，本文数据来
源全部为综合性新闻媒体，并未纳入《健康报》、《健

康时报》等专业健康媒体。部分由于网站限制采集

原因，同时也考虑到专业健康媒体可能会对数据整

体分布造成影响。

１１２数据筛选、过滤与分词
采集到的原始新闻文本保留“标题”、“发布时

间”、“来源”和“正文”四个字段作为分析的基础数

据。首先以词典规则的方法［６］筛选出与健康中国相

关的媒体报道①，具体方法是：

（１）筛选出标题和正文中出现“健康中国、全民
健康、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中任意一个关键词的报道

文本，作为初筛结果，共计１３６３０篇新闻。
（２）根据“健康中国、全民健康、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三个关键词在新闻报道中的出现位置，对初筛新

闻进行打分。经人工测试后确定的赋值规则为：如

果任意关键词出现在标题位置则权重为６，出现在文
本首段权重为３、非首段的首句权重２、非首段非首句
权重０６，按出现次数加权后加总得出主题得分。

（３）由于部分报道可能间或出现上述关键词，但
其报道本身与健康领域无关（如财经新闻），故本文

拟定了若干健康领域的关键词②，这些领域词表中的

任一词在正文中出现一次计００５分，加总后作为领
域得分。主题得分与领域得分相加得到文档总分。

经作者人工判断并讨论后，确定得分２５分以上的
入选，共计１０３０８篇。

（４）由于热点新闻可能会被不同的网站多次转
发，故本文利用文本相似度计算的方法［７］，对新闻正

文进行了去重处理，剩余新闻６９９９篇。作为文本分
析的数据源。

１１３文本分词及预处理
对于６９９９篇报道，在保留标题、发布时间、来源

字段不变的前提下，利用 Ｒ语言 ｊｉｅｂａＲ工具包［８］将

新闻正文进行分词处理。分词工具中加入自编词

库，避免一些专有词汇（如“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被

７７

①
②

词典规则法即根据若干关键词在文档中出现的频次与位置赋分，并以特定阈值为限进行文本筛选或归类的方法。

健康领域关键词为：医疗、医保、卫生、医药、医院、医生、健康、疾病、治病、医药、医疗保险、医疗保障、健身、健康产业、养老、医改、病人、患

者、卫计委、诊疗、医务、医学、寿命、控烟、吸烟、食品安全、残疾、中医、老年、疾控、老龄、慢病、慢性病、疫苗、疫情、用药、防治、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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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拆分。分词后的文本去掉“的、我”等单字停用

词、数字和英文字母，词语最小长度保留为两字，最终

形成用于描述分析和主题模型分析所用的语料数据。

１２数据分析
１２１文本词频分布的描述分析

数据分析同样使用Ｒ语言相关工具包完成。首
先描述新闻在月度时间序列的分布情况，以及媒体

来源统计，对本文所分析的新闻文本集合进行整体

描述。文本关键词及其词频识别与计算是文本挖掘

内容的重要方法［９］，本文利用词频—逆文档频率

（ＴＦＩＤＦ）方法［１０］筛选出新闻文本中的高频关键词，

并描述高频词的时间序列分布情况，以此发现媒体

报道健康中国的聚焦点及其随时间的进展变化。

１２２基于ＬＤＡ主题模型（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的文本挖掘
本文运用主题模型（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方法对６９９９

份已经分词的文本进行自动分类，尝试发现健康中

国相关新闻报道中不同侧重点和方向。主题模型

（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１１］是文本挖掘的重要进展，可以通过
无监督类机器学习算法，依据给定的主题数量对文

档进行自动分类。该模型假设，整个文档集合中存

在若干个主题（ｔｏｐｉｃ），每一个特定主题由文档中包
含的词汇以不同的概率定义出来，而每一篇特定文

档（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中与某个主题的相关程度也是不一样
的。模型拟合的结果之一是展示某一特定主题所关

联的高频词及其从属于该主题的概率，通过列举高

概率词语组合，可以判断出该主题的内容。［１２］此外，

主题模型的拟合还可以实现按主题将文档聚类的效

果。本文选择主题模型中最为常用的 ＬＤＡ（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模型［１２］，利用 Ｒ语言 ｔｏｐ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工具包作为具体工具，对新闻语料进行主题识别。

主题数量在运行模型前由研究者自行确定。尽管在

理论上可以用 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１３］或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１４］指标评估
主题区分效果，进而确定合适的主题数量，但在实际

研究中，通常做法是参考相关指标，通过人工审读方

式确定主题数量。故本文将在参照ｐｅｒｐｌｅｘｉｔｙ指标的
基础上，以人工判断的方式，选择分类效果最好的主

题数量作为结果，详见结果部分。

２结果

２１报道分布情况
２１１时间趋势分布

图１是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关于健康中国

报道数量的时间分布趋势（以未去重的１３６３０篇新闻
计算），从中可以看到，健康中国的报道力度与全国

“两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中共十九大等事件密

切相关。

图１　月度健康中国相关新闻报道量分布

２１２报道来源分布
从媒体来源上看，经过去重的６９９９篇报道来自

超过５００家国内信息来源，形式以报纸和新闻网站
为主，同时也有少量来自政府网站、新媒体、自媒体

的信息被报纸和网站所转载。表１列举了报道超过
５０篇以上的媒体名称。

２２词频分析
本文统计了健康中国报道的关键词及其分布

情况，以原始词频和 ＴＦＩＤＦ加权得分分别统计。
原始词频，即特定词语在报道正文中出现的次数，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新闻报道用语的特点。

表２是前３２位原始词频表，图２是相应的前６０位
的原始词云图，可以看到，“健康”与“发展”是涉及

最多的词语，而“推进”、“建设”、“改革”、“促进”、

“实现”、“加快”等表示政府行动的词语也频繁

出现。

而 ＴＦＩＤＦ得分则能够反映出词语在报道文
本中的相对重要程度，能够更好的反映出报道的

主题和聚焦点。表 ３是 ＴＦＩＤＦ得分前 ３２位的高
频词表，图３是与之相应的前 ６０位的高频词 ＴＦ
ＩＤＦ得分的词云图，如医疗卫生方面（中医药、医
疗、医院、卫生、患者、医生等），体育健身方面（体

育、活动、全民健身、运动等），健康管理方面（健

康体检、营养、居民等），以及健康产业方面（健康

产业、企业、产业等），更多的反映出健康中国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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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媒体来源与报道数量

媒体来源 报道数量 媒体来源 报道数量 媒体来源 报道数量 媒体来源 报道数量

人民网 ５６７ 光明日报 ２１３ 经济日报 ７８ 健康报网 ５８
中国新闻网 ４８４ 南方都市报 １８６ 新华网 ７６ 中国网 ５６
央广网 ３３３ 华龙网 １０７ 消费日报 ７３ 北京日报 ５５
新华社 ２８１ 澎湃新闻 １０７ 安徽日报 ６９ 云南网 ５２
人民日报 ２７２ 中国青年报 １００ 深圳特区报 ６１ 北京青年报 ５２
齐鲁晚报 ２５８ 天津日报 ９６ 长城网 ６１ 中国经济时报 ５０
亚心网 ２２８ 国际在线 ７９ 齐鲁壹点 ６１ 华商报 ５０

表２　报道中出现的热点词汇及词频（原始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健康 ４６２０４ 推进 １３６３９ 健康中国 １１０５４ 加强 ９４２３
发展 ３００１７ 人民 １２９４０ 全面 １０５７２ 开展 ９２５８
中国 ２３７９４ 医院 １２２８９ 提高 １０１０４ 推动 ８７９８
医疗 １７６７０ 社会 １２２８８ 创新 ９９２４ 促进 ８６４８
国家 １７５４９ 我们 １１５３２ 全国 ９９０７ 重要 ８５７２
服务 １７３０６ 改革 １１４３５ 问题 ９８９２ 一个 ８４８８
建设 １７２４０ 实现 １１１６３ 群众 ９７４０ 实施 ８４３１
工作 １４４３８ 卫生 １１１４７ 企业 ９６１０ 通过 ８３７７

表３　报道关键词及其ＴＦＩＤＦ得分

关键词 得分 关键词 得分 关键词 得分 关键词 得分

中医药 ４５１４ 全民健身 ２９０６ 论坛 ２５３７ 我们 ２４０３
体育 ３８９５ 健康 ２８５２ 健康产业 ２５１０ 医学 ２３８８
体检 ３７８７ 健身 ２７４７ 工作 ２４８７ 企业 ２３８４
活动 ３６２３ 营养 ２７３６ 群众 ２４７８ 全民 ２３８３
医院 ３５７８ 健康体检 ２６３３ 患者 ２４５２ 产业 ２３６５
医疗 ３５６０ 人民 ２６０９ 养老 ２４４６ 居民 ２３１７
中国 ３３５９ 服务 ２５９１ 运动 ２４４３ 集团 ２２５５
卫生 ３２２０ 发展 ２５４７ 医生 ２４３３ 改革 ２２４８

图２　报道热点词汇词云图（原始词频）

２３主题模型分析
根据主题模型分析的一般步骤［１２］，作者分别设

定了５～２５个主题数量，分别生成不同的主题分类
组合。在对分类结果分别进行人工审阅后发现，主

题数量设定为１９的情况下，分类效果最为明显，能
够较好的反映出健康中国报道的不同方面。其中，

图３　报道热点词汇词云图（ＴＦＩＤＦ得分）

表５中的６个主题类别与医疗卫生相关，表６中的主
题与民众的健康生活相关，表７则是健康产业相关
主题。另外，还剩余一些相关性不明显的主题，也一

并列出。

２３１医疗卫生类主题
医疗卫生类主题是健康中国报道中最重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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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类别。表５列出了医疗卫生类中不同主题词概率得
分在前１５位的词，以及该类别下新闻文档的数量。其
中主题１是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的报道，从中可
以看到医疗、医保、家庭医生、分级诊疗等当前国家医

改重点推进的政策领域。这一主题类别下的有报道

６５９篇，也是所有主题中最多的。主题２是医疗服务
相关的话题，围绕医生、患者、疾病等议题展开。主题

３是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的话题。在当前医学人
才需求增加、医患矛盾突出等背景下，这一话题也是媒

体报道和讨论的热点。主题４与医学科技创新、国际
合作等议题相关。健康中国建设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推

动力，同时也为科技发展和成果转化提供了重要平台。

此外，该主题还提示了十九大以来愈加重要的“全球

健康”议题。尽管在前１５位关键词中体现的不明显，
但是该主题的文档集中也纳入了诸如习近平总书记访

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

与东盟、非洲国家地区的卫生合作等新闻报道。主题

５是中医、中药相关的话题，也说明中医药以及中国传
统医学文化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主题６是
与公共卫生和疾病控制相关的话题，包括了疾病预防、

妇女儿童保健、残疾人、农村地区等公共卫生的重点

领域。

表５　医疗卫生类相关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１ 主题２ 主题３ 主题４ 主题５ 主题６
医疗 医院 医学 医疗 中医药 卫生

医院 患者 医师 合作 中医 人口

医保 治疗 教育 国际 中药 预防

改革 艾滋病 培训 医学 文化 农村

医改 医生 人才 全球 养生 贫困

诊疗 医疗 医生 卫生 传承 居民

公立医院 病人 信息 论坛 中药材 公共卫生

基层 防治 学生 大会 阿胶 扶贫

医疗机构 手术 职业 科技 中华 健康服务

制度 临床 人民网 大数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儿童

签约 康复 论坛 应用 药材 计生

家庭医生 检测 传播 产业 世界 医疗卫生

医生 肿瘤 协会 世界 种植 防控

分级 感染 烟草 科技创新 医学 残疾

报道数量 ６５９ ３９８ ４２９ ４８７ ３１０ ５１７

２３２健康生活类主题
表６中的主题与民众的健康生活更加密切。其中

主题７是营养与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话题，包括饮食、
运动、常见疾病知识等。主题８的体育健身也是健康
中国的重要内容，其中可以看到从日常锻炼、广场休闲

到专业体育赛事等各种类别的体育健身在报道范围

中。主题９涉及到健康科普宣传等活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政府和社会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提升民众健康

素养的行动。主题１０是食品安全相关话题。主题１１
则是健康中国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养老。

表６　社会生活类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７ 主题８ 主题９ 主题１０ 主题１１

营养 体育 活动 食品 养老

生活方式 全民健身 公益 食品安全 旅游

膳食 健身 宣传 企业 产业

儿童 运动 现场 消费者 恒大

运动 活动 启动 产品 国际

糖尿病 赛事 主题 监管 老年人

（续）

主题７ 主题８ 主题９ 主题１０ 主题１１

居民 项目 仪式 犯罪 养生

慢性病 比赛 协会 乳业 老年

高血压 马拉松 本次 品质 健康产业

口腔 体育产业 大赛 保健食品 医疗

体重 锻炼 社区 案件 老人

饮食 场地 科普 营养 项目

身体 广场 深圳 检察 社区

食物 健身休闲 基金会 保健品 海南

报道数量 ３５２ ５３３ ４９７ ３２０ ３３１

２３３健康产业类主题
表７中的主题与健康产业相关。主题１２首先提

及的企业、市场、产品等主要关键词，说明当前健康

产业发展的积极态势。也可以看到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最新的科技进展在健康产业（如健康管理）中

的重要作用。主题１３和主题１４分别代表了健康保
险和生物医药这两个健康产业中的重点领域。前者

连带着金融、投资等健康产业的拓展领域，而后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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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集团化等资本运作相关。主题１５则涉及到
市场与投资环境的治理、制度建设等。而农业和农

村的话题也在这个主题下出现。主题１６则提到了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特别是健康体检相关

话题，也显示出健康中国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

施过程中的特点。

表７　健康产业类相关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１２ 主题１３ 主题１４ 主题１５ 主题１６

医疗 保险 药品 改革 体检

企业 市场 医药 企业 健康体检

行业 公司 企业 产业 青年

集团 基金 疫苗 制度 全民

产品 投资 制药 农业 新疆

市场 行业 医疗器械 市场 免费

互联网 亿元 研发 试点 工程

健康产业 板块 流通 农村 自治区

产业 健康保险 用药 监管 惠民

品牌 指数 临床 投资 各族

公司 产品 上市 消费 居民

智能 数据 集团 就业 村民

健康管理 健康险 市场 治理 检查

用户 金融 改革 工程 卫生院

报道数量 ４７３ ２３５ １９８ １２６ ２７８

２３４其他类别主题
此外，模型中还归类了其他３个主题，大多为国

家领导人讲话或重要政策文件，以及宣传落实党的

精神的新闻报道（表８）。这些政治类的报道大多是
综合性的，涉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健康中国有时仅

作为一个话题在其中提及，因此在主题关键词上体

现的不是很明显。而且由于是无监督的自动机器学

习，主题１９也出现了主题混淆的现象。

表８　其他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１７ 主题１８ 主题１９

社会主义 十九大 全运会

改革 精神 天津

制度 报告 建议

教育 学习 法律

民生 大家 立法

总书记 孩子 审议

精神 护理 规定

脱贫 一名 全运

文化 工作者 常委会

政治 党员 委员

伟大 基层 意见

九大 老人 草案

就业 干部 会议

新时代 宣讲 习近平

报道数量 ４７３ ２３５ １９８

３讨论

３１健康中国的媒体呈现特点
３１１健康中国在媒体中占有重要位置

首先，从分析结果上看，健康中国作为国家宏观

战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媒体关注度，并且还在持续

的上升。健康中国在媒体中的重要性可以从报道的

时间与来源分布中凸显出来。从报道的时间分布上

看，在媒体报道集中的时间段内（如两会、十九大、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健康中国的报道也呈现明显的

多发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对于健康

中国议题的关注度。从媒体报道来源可以看到，人

民网、中国新闻网、央广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国家

级媒体是健康中国新闻报道的最重要主体，这也充

分体现出了当前国家级媒体在宣传健康中国政策过

程中的重要作用。

３１２健康中国媒体报道领域广泛、内容丰富
无论是词频分布分析还是主题模型分析，都

可以看出健康中国报道分布在不同领域，媒体报

道的内容与健康中国的政策要点能够基本呼应。

且不同类别中文档的分布数量相对平衡，体现出

较好的区分情况。这也说明本研究中的报道文本

能够相对全面和完整的覆盖健康中国的各个方

面。同时，不同领域也呈现出各自特点，如医改和

医疗卫生体制问题作为健康中国建设中的核心问

题，仍然受到媒体的大量关注。食品安全主题（主

题１０）一方面反映出媒体和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问
题高度的关注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府在食

品安全监管的重视，以及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打击。

而主题 １中，养老与“产业”、“项目”等词语关联
起来，也反映出当前养老向产业化和社会化方向

的发展态势。

３１３健康中国的媒体报道态度趋向正面
虽然本文未做专门的文本情感分析（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但从关键词的罗列中可以发现，媒体报道
的健康中国相对正面和积极，“问题”、“矛盾”等负向

的词语几乎没有在高频词中出现。这也说明，健康

中国作为一项普惠性的国家政策，并未在媒体和社

会中引起太多争议。一方面，国家借助媒体为政策

的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媒体也对于

健康中国政策持积极态度，这都使得健康中国的报

道在态度上较为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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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文本挖掘方法在卫生政策研究中具有巨大潜力
和价值

从方法学角度看，本研究是利用计算机辅助技

术，从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中提取健康政策信息的

一次尝试，体现出了文本挖掘方法在卫生政策研究

中的巨大潜力。文本挖掘方法的价值首先在于海量

信息的处理能力。如前所述，健康中国是一个内涵

极为丰富的国家战略，相关信息的处理要求已经超

出传统的定性内容分析方法的能力范围，而这也恰

恰是计算机辅助技术的优势所在。同时，文本挖掘

的结果也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如对于关

键词及其时间趋势分布的分析，能够对政策进程中

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起到提示作用，便于进一步探索。

主题模型本身在实现主题聚类的同时，也能够有效

的实现新闻文本的筛选和分类，有助于开展常规的

基于人工阅读与编码的内容分析。

当然，本文只是从文本挖掘的角度，从媒体报道

的视角展示健康中国的整体进展。这当然无法反映

健康中国的全貌，也不涉及效果评估或经验总结。

但分析结果也提示媒体报道能够及时的反映出健康

中国政策的内容及其进展，进而成为认识和解读这

一国家政策的潜在且有效的证据来源。随着数据的

积累、方法的进步，相关研究工作将具有很好的政策

价值与前景。

３３本研究的局限
作为一种新的尝试，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精细度方面。新闻文本属于

高度非结构化的数据，固然ＴＦＩＤＦ、ＬＤＡ主题模型等
机器学习方法在挖掘文本信息方面较传统的基于统

计规则的方法有所深入，但分析结果的呈现仍相对

简单。特别是新闻背景、报道时间、新闻类别、来源

分类等重要的文本属性信息也并未在分析中体现。

近年来，在文本挖掘的前沿研究中，文本属性信息纳

入主题模型分析已经有了很多进展［１５］，而以词向量方

法为代表的深度学习方法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突

破［１６］，也使得文本内在的语义关系分析成为可能。这

些技术方法与新闻文本数据的进一步结合，也将进一

步增强基于海量数据进行卫生政策研究的能力。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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