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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念框架下中國大陸媒體	
新冠疫苗報導分析

曹培鑫、宋軍彥

摘要

本研究圍繞健康信念模型理論對新華社、《人民日報》、《澎湃新聞》

和《健康報》刊載的679篇新冠疫苗的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1）以傳統「健康信念」理論模型觀察，中國媒體在相關報導中

突出疫苗注射的感知益處和破除個體的感知障礙，有效、安全和社會

性獲益是報導的主要面向，而報導中鮮有感知威脅和以人際關係為中

心的勸服；（2）疫苗的全球供給和公平分配等問題成為健康信念框架下

新的議題。上述發現一方面說明在大陸黨管媒體的總體框架下，記者

在新冠疫苗報導中遵循了促進廣泛接種的現實目標，這一目標與健康

信念模型不謀而合；另一方面，疫苗的全球供給與平均分配等新議題

也給予研究者與傳統健康信念模型對話的空間。隨著全球合作不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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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個體的健康信念與全球健康、整體安全等社會性議題的連接不斷

鞏固，健康信念模型的公共性面向和全球健康邊界的拓展亦需進一步

學術評估。

關鍵詞：新冠疫苗報導、健康信念、社會取向、感知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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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An Analysis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in 
Mainland Chinese Media’s COVID-19  
Vaccine Reports

Peixin CAO, Junyan SONG

Abstract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679 news reports on COVID-19 vaccines by 

several major Chinese official media, both traditional and online, the authors 

found the following: Firs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Health Belief Model (HBM), 

Chinese media have highlighted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vaccination and 

eliminated perceived barriers in their coverage of the COVID-19 vaccine, 

emphasizing its effectiveness, safety, and social benefits. Perceived threats and 

interpersonal persuasion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 Second, new issues, such as 

global availability and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emerged as 

prominent issues in this study. The above findings showed that under mainland 

China’s party-controlled media, journalists have followed the national goal of 

promoting widespread vaccination in their COVID-19 vaccine report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im of the HBM. Moreover, new issues regarding the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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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provide researcher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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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與研究問題的提出

2020至2022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疫苗」頻繁進入我們

的日常生活。乃至在三年之久的時間裏，從大街小巷的日常閒言、辦

公室的交往談資到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方針、報導中都能覓得它的影

子。回顧疫情的三年，面對疫苗接種，不同人的態度相去甚遠，乃至

完全相反。疫情初期國際社會所期待的新冠疫苗全球共享和注射的美

好藍圖，於疫苗問世後迅速破裂。層出不窮的疫苗陰謀論、接種猶豫

讓「集體接種」的推行在很多國家舉步維艱，強硬的推廣政策甚至引發

街頭遊行。同時，部分小國為獲取疫苗，不得不在國際社會反覆斡

旋。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卻用短短一年的時間完成了超過31.6億劑

次（數據統計截至2022年3月7日）的接種（張懿、史貝琪，2022）。「全

員接種」的「高接種率」看起來是一個宏大的話題，但其直接構成者卻是

個體的人。這一成果的達成很大程度上基於兩個前提：其一，在中國

大陸「黨管媒體」的宣傳制度下，大眾媒體對新冠疫苗的報導均指向「全

民接種」的動員目標，由此形成了疫苗接種安全有效、利人利己的宣傳

話語；其二，新中國成立之後，以「愛國衛生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性衛

生動員達成了良好的社會公共衛生效果，這種動員話語在本次新冠疫

苗接種中重新浮現。以至在當時的接種環境下，全國民眾達成了對「新

冠疫苗接種」基本一致的認可度，並付諸實踐。在行動落實層面上，呈

現了對「新冠疫苗接種」較高的健康信念。因此，研究者欲對既存的新

冠疫苗媒體報導進行內容評估。在緊急研發和接種的背景下，中國大

陸緣何能夠實現總體積極的新冠疫苗接種？新冠疫苗在中國大陸的社

會中被如何認知，又被如何接納？作者將借助在測量個體對健康議題

認知方面行之有效且被廣泛應用於健康促進實踐的研究框架：「健康信

念」模型，探索上述問題，並反思此理論框架在全球公共衛生密切關聯

和突發緊急疫情背景下，「健康信念」理論邊界的拓展空間。

通過對《人民日報》、《澎湃新聞》、《健康報》和新華社四家媒體的

新冠疫苗報導進行內容分析，回應如下研究問題：

RQ1： 媒體作為大眾獲知疫苗信息的主要信源，在報導中呈現了

怎樣的健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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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2：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對疫苗議題報導的健康信念框架是否存

在差異？

RQ3： 在探討新冠疫苗的媒體報導中，反思健康信念理論模型的

局限性。 

文獻綜述

傳染病預防的媒體話語：公眾認知和行動的重要來源

公眾對於健康新聞的興趣一貫很高，新聞媒體通常會被視作第一

信源（Molyneux & Holton, 2015）。例如，1974年英國電視節目曾將兒

童腦損傷歸結於接種百日咳疫苗，導致英國兒童該疫苗接種率從90%

迅速下降至35%（Fine, 2014）。雖然，疫苗接種已經毫無爭議地成為現

代傳染病預防最為安全有效的方式，但是，媒體中充斥的疫苗注射陰

謀論嚴重影響了疫苗信任和疫苗接種態度。一項美國調查顯示，依然

有69%的被試者在生活中閱讀過疫苗陰謀論的內容（Oliver & Wood, 

2014）。新冠疫苗的接種同樣存在類似問題，媒體中有大量的反疫苗接

種（antivaccine）群體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信息傳播，顛覆人們對疫苗

接種的認知，進而干擾接種甚至破壞接種行為（Wawrzuta et al., 2021）。

通過對社交媒體平台的相關文本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反疫苗接種者散

布大量與疫苗安全相關的不實信息，混淆視聽（Center for Countering 

Digital Hate, 2020），影響個體信息接收的全面性（Argyris et al., 2021），

干擾個體對疫苗接種的積極認知。總體而言，新冠疫苗爭論的焦點集

中於安全、有效、接種重要性和人們的價值觀與信念（Herrera-Peco et 

al., 2021）。以上，也成為健康傳播和健康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內容。

隨著研究的深入，傳染病預防和媒體的關係引起了數學科學和統計

學的關注。在研究初期，媒體報導很少被納入傳染病動力建模的考慮範

疇（朱霖河、黃曉媛，2021）。近年來，大量研究發現媒體報導是傳染

病傳播和預防中的重要變量（邢偉等，2018；張培鈺、劉茂省，2018；
Kar et al., 2019; Yuan et al., 2013），媒體報導對傳染病影響取決於報導信

息的傳播效率，並能夠極大影響傳染病的傳播規律（李冬梅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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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景安等，2017；劉變紅、劉桂榮，2020），削減傳染病的擴散。媒體

報導作為風險溝通的主要工具（Simpson, 1987; Slater & Rasinski, 

2005），影響人們對傳染病風險的判斷（Liu & Cui, 2008）。例如，在
SARS疫情和H1N1流感中媒體報導在風險感知、管理乃至製造中都發

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Ma, 2005; Wang & Xiao, 2014）。當然，媒體也可

能推動預防接種熱潮的出現（Tchuenche et al., 2011）。學者們紛紛注意

到需要跨越傳統的社會學、自然科學、醫學、數學的界限，對傳染病的

防治進行更充分的研究（Liu et al., 2007）。上述研究關注到了媒體內容

和預防接種等傳染病預防的關係，但是缺乏對典型議題報導內容的具體

分析，因此對具體議題和情境關係的關注和解釋都有所不足。

理論框架的發展和健康信念模型的選擇

二戰後，隨著國家福利的不斷完善，高發疾病的篩查和傳染病的預

防在多國以免費或低價的方式提供給公民。然而很多民眾卻拒絕疾病

預防措施，這令公共衛生部門不解，他們逐漸發現，疾病預防和健康社

會的建設不僅需要設施與機會，還需要結合健康教育和健康觀念的落

實。就此，隨著肺結核、心臟病預防和疫苗接種等疾病預防態度和預

防行為研究的推進，健康教育理論被提出。有學者曾分別對1986至
1988、1992至1994、1999至2000及2000至2005年研究健康行為理論

的主要雜誌進行分析發現，每一時期都有超過50種關於健康行為的 

理論和模型（Glanz et al., 2008）。此後理論框架漸趨穩定，健康信念模

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行為轉變階段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stages 

of change, TTM）和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s）成

為健康行為研究中最常用的理論。在健康傳播和健康教育研究中，理

論流派眾多，甚至有為了指導某一健康行為而形成的「小眾理論」。因

此，摒棄流行和熟悉，選擇與實踐目標、問題單元相匹配的理論在健康

議題研究中尤為重要（van Ryn & Heaney, 1992）。相較其他理論，健康

信念模型較為綜合地考慮到了個體對健康預防行為的直接理解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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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收益與風險、障礙與理解、觸發因素、自我效能等多維度勾勒出個

體對某一健康議題的認知圖景。選擇健康信念理論對新冠疫苗進行研

究，能夠對媒體報導和個體認知中的新冠疫苗注射議題信息進行充分打

撈，理解其中的疫苗信任度、益處、認知障礙、感知恐懼、直接導致或

阻止疫苗注射的因素等豐富的面向，在新冠疫苗緊急注射這一特殊背景

之下與原有理論形成對話。

健康信念模型理論

健康信念模型始於1950年代美國社會心理學家Godfrey Hochbaum

和 Irwin Rosenstock對肺結核篩查、疫苗注射等疾病預防態度和行為的研

究，主要用來解釋與健康相關行為的接受、改變、保持以及為健康行為

干預提供參考（Rosenstock, 1974）。最初研究認為，健康信念主要由感知

易感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感知嚴重性（perceived severity）、感知

利益（perceived benefits）、感知障礙（perceived barriers）和觸發因素（cue 

to action）組成（Hochbaum, 1958）。1974年，感知易感性和感知嚴重性被

共同定義為感知威脅（perceived threat）（Becker, 1974）。隨著社會心理學

的不斷發展，班杜拉（Albert Bandura）在1986年提出自我效能理論（self-

efficacy），該理論於1988年作為獨立變量加入健康信念模型，學者認為

將其納入考慮範圍能夠更加充分地闡明與健康有關的行為，為健康干預

提出更加有效的措施（Rosenstock et al., 1988）。自此HBM模型基本理論

已經完善（詳見圖一）。

感知威脅包含感知易感性和感知嚴重性，易感性主要指對感染某

一疾病可能性的判斷，嚴重性則是對疾病帶來的嚴重後果的判斷，包

括臨床的痛苦以及不良的社會後果等（染病導致的金錢損失、生活工作

的不便）。感知益處則是進行某一預防行為所帶來的直接收益和關聯收

益。例如：新生兒出生24小時內注射卡介苗，能有效降低患結核性腦

膜炎和粟粒性肺炎的概率，提升全社會新生兒的存活率和健全率，為

家庭節省一大筆潛在的醫療費用。感知障礙是進行特定健康行為的阻

礙或負面因素，像是副作用、昂貴的價格、就醫不便和時間消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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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約失敗而放棄注射流感疫苗、沒有充足的預算而放棄注射HPV

疫苗都是感知障礙的例子。自我效能是一個人對堅定地執行某一行為

並產生成功的結果的信念，在啟動和維持健康預防行為中發揮了重要

作用（Bandura, 1997），包括開始改變、實現和保持個人改變，以及預

防和處理復發四個階段（班杜拉，2003）。在新冠疫苗緊急注射的背景

和新聞報導動員的內容中，新冠疫苗的自我效能重點體現為「對復發的

描述」，即在此背景下，媒體如何解讀疫苗注射後依然感染新冠肺炎的

問題。觸發因素則包括了可能直接導致健康行為的任何影響因素，來

自媒體的健康宣傳（街頭海報等）、來自周圍人的健康提醒等等。既往

研究重點關注了健康信念模型的前三個方面，並認為觸發因素難以測

量，不進行深入考察（Glanz et al., 2008）。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最近幾

年的健康信念研究中，因此，觸發因素是較少被探討的模型構成要素， 

成為研究的盲點。

近年來，部分國外研究注意到觸發因素在疫苗注射中的重要影

響，嘗試用量化質化相結合的方式探索觸發因素並解釋其作用機制。

對美國賓州基督教居家教育社區的適齡兒童疫苗注射情況的焦點小組

研究發現，神職人員是影響此類兒童疫苗注射情況的重要因素（McCoy 

et al., 2019; Williams et al., 2019）。天花防疫中，神職人員Rowland Hill

為推廣牛痘所作的貢獻（Williams & Nussbaum, 2018）以及2015年美國

明尼蘇達州社區麻疹爆發後，清真寺為疫苗接種和疫情遏制提供的關

圖一　健康信念理論構成

註：原圖詳見Glanz等（2008,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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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努力（Hall et al., 2017），亦能佐證上述發現。一項全美成年人流感疫

苗接種的抽樣調查發現，新冠肺炎的爆發成為很多個體接種流感疫苗

的觸發因素（Sturm et al., 2021）。但是，觸發因素尚未引起國內學術界

的重視。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僅僅了解疾病的風險和脆弱

性並不足以導致健康行為，應該綜合考慮健康信念的各個方面共同在

高危人群中提升了預防疾病的效果（Glanz et al., 2008）。

綜上可見，國外近幾年的觸發因素研究為國內健康信念研究提供

了方法論上的啟發，以質化和量化相結合的方法探究觸發因素創造了

健康信念理論在地化的新的研究空間。

在疫苗的健康信念研究中，流感疫苗注射的健康信念測查和分析

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規範有效的類目劃分和可供參考的研

究成果（Rosenstock, 1966; John & Cheney, 2008; Rosenstock et al., 

1988）。較為完善的個體疫苗接種的健康信念量表在2010年代的研究中

逐漸形成，其中感知障礙被更加細化地劃分，包括疫苗獲得障礙

（access barriers）、感知傷害（perceived harm）、信念障礙（belief barriers）

和疫苗猜疑（mistrust）四個部分（Cheney & John, 2013）。獲得障礙包含

了個體獲得流感疫苗的難易程度，比如距離提供流感疫苗診所的距

離、診所的開門時間、是否有時間進行疫苗注射等；感知傷害基本等

同於注射後可能帶來的一系列副作用；信念障礙則主要指對疫苗接種

安全性和必要性的懷疑；疫苗猜疑範圍更廣，包括對醫生的懷疑、注

射手段的懷疑、品牌的猜疑等。

新冠肺炎和流感是兩種流行趨勢完全不同的傳染病，兩者疫苗注

射的使用情景和緊急程度也有巨大差異。但是，文獻整理和前序研究

發現：相較其他框架，流感疫苗的健康信念類目細緻，能夠有效覆蓋

不同情境下疫苗注射行為。因此，選擇將其作為本次研究類目建構的

參考框架。

中國大陸的健康信念模型研究

儘管中國有著歷史悠久的傳染病預防和疫苗接種的實踐，但是中

國大陸有關疫苗研發、疫苗和健康、疫苗和疾病防治等多種報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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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起步較晚，2000年之後才隨著健康傳播的引入逐漸進入研究視野

（Glanz et al., 2008; 張自力，2001）。以健康信念理論為例，國內研究集

中於臨床疾病的防控和應用，依託健康信念理論對社區控煙（林永峰、

孫健平，2010）、農村居民週期性健康檢查（張卓等，2017）、女大學生

肥胖（曹曉娜等，2016）、高危性行為（秦小芬等，2020），以及各類醫

囑依從行為（方嘉列等，2020；張倩等，2019；孫昕霙等，2009）的干

預研究。隨著疫苗接種的普及和降價，HPV疫苗（宮頸癌預防疫苗）接

種意願和風險感知影響因素研究逐步興起，在健康信念理論框架下，

學者通常採用問卷調查法展開研究（郭小安、王天翊，2020），而因為

抽樣便利，高校學生成為多數學者的研究對象。根據數據，在HPV接

種研究中，在「損失－收益」框架下，損失框架對於女大學生的勸服效

果更加明顯（徐孝婷等，2020）。另外一項基於健康信息框架的隨機實

驗也印證了這一結果（冉華、耿書培，2021）。而當研究轉向大學生流

感疫苗研究時，「損失－收益」的不同說服效果並無明顯差異。也有研

究表明，在流感疫苗接種中，由於中國傳統社會中「差序格局」的文化

影響，以家庭獲益為策略的疫苗傳播效果要遠優於自我及陌生人取向

的傳播策略（陳經超、黃晨陽，2020）。這一研究結論並不適用於前述
HPV疫苗的接種勸服，原因可能是宮頸癌和流感兩種疾病對大學生群

體的潛在威脅程度差異很大。這從側面說明，研究者運用健康信念理

論處理具體研究對象時，應時時關注理論的局限性，同時也應重視研

究議題的特殊屬性。此外，也有學者將政府的政策宣傳納入健康信念

的相關研究，但未進行有意識的理論化（郭沁，2019）。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不是整體採納健康信

念模型的完整結構，而是幾乎全部停留在集中探討模型中的感知威脅

和感知利益兩方面。研究主要集中於以問卷調查為主的量化分析，並

針對某一健康預防行為給予建議，具有很強的臨床實用性，但是缺乏

對理論本身的反思和批判。

因此，本研究將首先檢討理論本身的適用性問題：健康信念能夠

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人的健康行為？在新冠疫苗接種的當代語境

下，個體對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理解到底如何？既有的健康信念理論構

成是否具有闡釋力？上述議題是健康信念進入中國情境時需要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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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中國新冠疫苗的接種和整體性的防疫政策已經體現出不同文化

環境對於健康議題認知的巨大差異，而對這些差異背後的動力性因素

的追問為健康信念理論的在地化研究提供了契機。

研究方法

研究框架闡釋

既有健康信念研究並沒有直接與烈性傳染病預防接種相關的細化

框架。經預編碼，確認了針對流感疫苗的健康信念研究中的相關類目

對新冠疫苗報導分析的有效性，故選擇以其為母框架。由於流感本身

對個體和社會有限的傷害性，母框架又無法完全解釋新冠疫情下的健 

康信念諸問題。基於大量的相關新聞報導閱讀，以及對中國防疫政策

的系統整理，並參考健康傳播研究專家的意見，本研究對既有研究框

架進行了修訂：在感知益處、感知障礙納入「家庭－熟人－國家／民

族－全球」的層級編碼，最終形成新冠疫苗健康信念研究的新框架（詳

見圖二，灰色部分為原有內容）。

內容分析法

在健康傳播領域，採用內容分析研究新聞報導已經成為特定研究

取向（黃彪文、董晨宇，2010）。例如，徐美苓就以台灣媒體的艾滋病

及其防治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對艾滋病新聞報導（徐美苓、黃淑貞，
1998）、艾滋病公益廣告（徐美苓，2000）、各類艾滋病宣導活動（徐美

苓，2008）進行了內容分析，並發現媒體的報導宣導以及其他類型的呈

現在增加大眾認知的同時，也為大眾提供了長期性的公共論述、塑造

民意、增強烙印，健康議題成為科學、文化與政治的混合物。

大陸新冠疫苗報導同樣如此。在以黨報理論為核心的媒體報導體

制下，促進個體接種、保障人民群眾的總體健康安全是新冠疫苗報導

的首要目標，而這與健康信念模型對個體健康行為促進的目標十分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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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因此，藉由內容分析的手段分析大陸新冠疫苗報導中的健康信念

框架，能夠給予研究者理解和反思大陸新冠疫苗報導呈現和對話健康

信念理論的雙重意義。本研究通過以健康信念模型作為編碼藍本，建

構出了對新冠疫苗報導的24個編碼類目，對四家媒體報導樣本展開編

碼，詳情見「類目建構與測量」部分。

圖二　理論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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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為新冠疫苗的新聞報導，內容選取的時間

範圍是2020年1月3日（該時間為所選取媒體中第一次出現新冠疫苗報

導的日期）至2021年8月5日（該日中國新冠疫苗接種突破17億劑次，

此後注射增長趨於穩定）。在媒體和內容選擇上，選取《人民日報》紙質

版代表傳統媒體；《澎湃新聞》代表融合新聞媒體；《健康報》代表行業

媒體；新華社代表通訊社。從信息有效觸達的角度出發，《健康報》、

《澎湃新聞》和新華社的報導均從微信公眾號推文中選取。《澎湃新聞》

的取樣標準為閱讀量「萬+」及以上的文章，其餘兩家媒體均為全樣本

選取。依據以上標準，以「新冠疫苗」為關鍵詞在《人民日報》全文索引

數據庫、《澎湃新聞》、《健康報》和新華社微信公眾平台進行檢索，檢

索條件為在標題或者任意文本中含有「新冠疫苗」的關鍵詞，所獲報導

均納入篩選範圍。最終，獲得《人民日報》有效樣本413篇；《澎湃新聞》

有效樣本145篇；《健康報》有效樣本50篇；新華社有效樣本71篇，共

計679篇分析樣本（詳見表一）。

表一　樣本來源

媒體分類 頻數 百分比

《人民日報》 413 61%

《健康報》 50 7%

《澎湃新聞》 145 21%

新華社 71 11%

合計 679 100%

II. 類目建構與測量

傳統的健康信念量表為主觀感知量表，比如被測者是否認為進行

某一健康行為能夠有效預防某一疾病。在此研究中，我們將這些主觀

感知類目進行了客觀化，編碼方式為新聞報導內容中是否涉及到了感

知益處、感知威脅、感知障礙、自我效能和觸發因素這五類內容，並

結合具體的新聞報導內容和新冠疫苗的特性將其降維成更加適合內容

分析編碼的二級和三級類目（詳見表二）。為了進一步對三級類目進行

充分解釋，在三級類目下設置「四級跳題類目」，即編碼員選擇了三級

類目的某幾個選項後，可跳轉到相應的四級類目對三級類目涉及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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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進行更為詳細的解釋性編碼。比如，在新冠疫苗儲量等題目上設計

正負效價的題目，進一步分類為新冠疫苗供應量充足、新冠疫苗供應

量不足；對新冠疫苗有效性的問題設置了科研工作者對新冠疫苗有效

性持謹慎態度、新冠疫苗不能完全預防新冠肺炎的負效價；對新冠疫

苗安全性設置了醫生或科學家對新冠疫苗安全性持謹慎態度負效價；

對新冠疫苗研發進展設置了新冠疫苗研發被迫暫停的負效價。只不過

負效價在編碼中出現頻率極低，並不能構成顯著議題。因此，不成為

本文結論和討論的核心內容。

為了全面系統地打撈樣本信息，編碼表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

部分為新聞基本資料統計，包括報導具體時間和新聞標題。這部分為

確定答案，因此不需要進行信度測試。第二部分為新聞報導涉及的地

域範疇和新聞報導的信息來源。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具體劃分為

國際、大陸和港澳台三類。新聞報導的信息來源被分為了九類，包括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外政府、國際組織、國內科研類信源（包括國

內的科學家、醫生、參與研發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國外科研類信源

（包括國外的科學家、醫生、參與研發的企業和事業單位）、普通群

眾、志願者和其他。但是，「其他」在具體編碼的操作中並沒有出現，

所有信源均能夠被囊括在前八類中。第三部分為基於健康信念的一級

類目和中國新冠疫苗報導文本具體內容進行的不同面向細化分析與編

碼。經過預編碼和調整，最終形成24個內容類目（詳見表二）。

表二　編碼框各級類目表

一級類目 二級類目 三級類目

感知益處

感知有效性 新冠疫苗的實際有效性

益處勸服 社會各方對新冠疫苗注射的勸服

個體、家庭和社會獲益

新冠疫苗注射的個體獲益

新冠疫苗注射的家庭獲益

新冠疫苗注射的社會獲益

感知威脅

感知易感性 新冠肺炎易感人群

感知嚴重性

國內疫情實況或發展趨勢

國外疫情實況或發展趨勢

新冠肺炎感染後的臨床症狀

新冠肺炎感染後除臨床症狀外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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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類目 二級類目 三級類目

感知障礙

可獲得性障礙 
（即新冠疫苗的易得性）

新冠疫苗接種安排

新冠疫苗國際分配

新冠疫苗儲量

感知傷害 新冠疫苗接種不良反應

信念障礙
新冠疫苗接種必要性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感知不信任 疫苗注射醫院和醫師

經濟障礙 新冠疫苗價格

信息障礙
新冠疫苗接種流程和注意事項

新冠疫苗研發進展的描述

觸發因素 從眾心理
具有知名度的政界或文體界人物帶頭注射

醫務工作者及其家屬注射新冠疫苗

自我效能 復發的理解
新冠疫苗注射後依然感染新冠肺炎

新冠疫苗注射秉承自願原則

根據流感疫苗HBM量表並結合新冠疫苗的新聞報導內容，將感知

威脅初步分為新冠肺炎的易感性（即新聞報導中對新冠肺炎易感人群的

劃分）和新冠肺炎感知嚴重性（即新聞報導中對疫情環境嚴重性的描

述、患病後果嚴重性的描述），其中新冠肺炎作為傳染病的特性，使其

患病後果的嚴重性又具體可以細分為新冠肺炎的臨床後果評估和新冠

肺炎感染的社會後果評估（即表二中「新冠肺炎感染後除臨床症狀外的

負面影響」）。感知益處即對於疫苗接種潛在好處的信念，可以分為感

知有效性、益處勸服和個體、家庭、社會多個層面的實際獲益。在這

一部分，個體、家庭和社會的益處是根據中國的差序格局的傳統文化

背景加入的新面向。社會各方的益處勸服也將在三級類目建構中根據

在地化和此次疫情的特點再次進行細化，作為對研究結論的解釋性闡

釋和補充。

感知障礙主要分為以下類目。信念障礙包括對疫苗安全性和疫苗

接種必要性的懷疑；獲得性障礙主要指影響個體成功獲得接種疫苗機

會的障礙，比如疫苗的數量、疫苗接種地點、接種時間的安排等；感

知傷害主要表現為疫苗接種的副作用或不良反應；必要性障礙則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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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疫苗接種必要性的不同認知；感知不信任則是對接種疫苗主體的

資質等、疫苗安全性的懷疑；物質條件障礙主要指疫苗的價格使得部

分個體難以承擔；信息障礙包括了疫苗接種流程和注意事項的清晰

度。在感知障礙中，疫苗的國際國內公平分配和疫苗研發的進程（比如

疫苗研發的暫停或進展等）作為既有理論沒有涉及到的部分，被納入編

碼表中，作為理論補充與討論的新面向。

在正式編碼前，我們培訓了編碼員，並隨機抽取了70篇新聞報導

由兩位編碼員進行獨立編碼的信度檢測。兩位編碼員分別對抽取的70

篇新聞報導進行編碼。根據本文的研究問題，分別對編碼表的第二部

分和第三部分進行了信度計算（即表三中的分類別信度係數），以及對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整體信度進行計算（即表三中的總體信度係

數）。參與信度計算的共計36項。其中，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有3

項參與信度計算，新聞報導來源有9項參與信度計算，新聞內容分類有
24項參與信度計算，而這24項即表二中的「三級類目」。

在這裏，我們同時彙報Holsti信度係數、Cohen’s Kappa信度係數

和Scott’s Pi信度係數（詳見表三）。「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的
Holsti信度係數為0.98，Kappa信度係數和Pi信度係數為0.90。在該題

項上Holsti信度係數高於0.95，Kappa和Pi信度係數均高於0.85，能夠

證明兩位編碼員在「新聞報導來源」這一項目上有很高的一致性。「新聞

報導來源」的Holsti信度係數為0.96，Kappa信度係數和Pi信度係數為
0.72。在該題項上Holsti信度係數高於0.95，Kappa和Pi信度係數均高

於0.7，能夠證明兩位編碼員在「新聞報導來源」這一項目上有較高一致

性。「新聞報導內容」的Holsti信度係數為0.99，Kappa信度係數和Pi信

度係數為0.84。在該題項上Holsti信度係數高於0.95，Kappa和Pi信度

係數均高於0.8，證明編碼員在「新聞報導內容」這一項目上具有較高一

致性。該題項下的24項編碼類目也是本文進行分析和理論對話的核心

數據。綜合來看，「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新聞報導來源」和「新

聞報導內容」的整體Holsti信度係數為0.98，Kappa信度係數和Pi信度

係數為0.82，證明編碼員在總體上能夠達成較高一致性，編碼數據可

以作為有效分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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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分類別和總體信度係數表

Holsti信度係數

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 新聞報導來源 新聞報導內容

編碼一致數M 200 583 1,639

編碼員A編碼總數 210 630 1,680

編碼員B編碼總數 210 630 1,680

編碼員個數 2 2 2

相互同意度 0.95 0.93 0.98

分類別Holsti信度 0.98 0.96 0.99

總體Holsti信度 0.98

Cohen’s Kappa信度係數

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 新聞報導來源 新聞報導內容

分類別觀察一致性比例 0.95 0.93 0.98

分類別期望一致性比例 0.54 0.74 0.84

分類別Kappa信度 0.90 0.72 0.84

總體觀察一致性比例 0.96

總體期望一致性比例 0.78

總體Kappa信度 0.82

Scott’s Pi信度係數

新聞報導涉及的地域範疇 新聞報導來源 新聞報導內容

分類別觀察一致性比例 0.95 0.93 0.98

分類別期望一致性比例 0.54 0.74 0.85

分類別Pi信度 0.90 0.72 0.84

總體觀察一致性比例 0.96

總體期望一致性比例 0.78

總體Pi信度 0.82

研究結論與討論

在接下來的部分，研究者將結合所選新聞報導樣本的數據結果對

「前言」中提出的三個研究問題分別進行分析。首先，從宏觀的視角來

看，以上四家媒體的新聞都選擇從國家和全球的視野對新冠疫苗議題

進行報導，信源選擇具有極高的一致性。《人民日報》的報導相比其他

三家媒體更具國際視野，而四家媒體都選擇從全國、全社會的角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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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報導新冠疫苗注射的益處。具體到健康信念模型的五個維度，「感知

障礙」中的「國內外疫苗公平分配」問題是以往健康信念模型中沒有關照

到的議題，而它與已有健康信念模型「易得性」的面向關係緊密，值得

被納入對話範疇；在「感知威脅」和「感知益處」的報導中，「感知威脅」

未能成為核心議題，而社會性獲益則成為「感知益處」的主要報導面

向；未曾被已有研究充分討論的「觸發因素」與「自我效能」也在本次的

新冠疫苗報導中浮現出了包括帶頭接種、面對復發（即新冠疫苗有限保

護效力）的對話新空間。

信源趨同與內容互補：國家和全球視野

在新冠疫苗相關新聞報導中，中央政府、國外政府、國際組織是

媒體主要的信源選擇對象，中央政府出現頻率最高，為252次，國外政

府次之，為203次，國際組織信源被採納125次。政府類信源和國際組

織成為媒體的首要選擇。疫情期間，備受關注的國內外研究所、科學

家和醫生群體也有所突顯，在這裏將其合併為科研類信源。國內科研

類信源被111篇文章採納，國外科研類信源被65篇文章採納。與之相

對，普通群眾、志願者、留學生等個人化信源出現頻率極低，均不高

於3%。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國外政府和國際組織雖然是政治屬性

迥異的權威機構，在媒體報導中，它們在新冠議題上卻高度相互認

同，發出同一種「聲音」：新冠疫苗安全有效。因此它們成為一種互相

加強的「公信力」的來源，並且呈現出「總體團結」的圖景。例如，媒體

大量引用世界衛生組織的信源用以說明中國疫苗安全有效，新華社採

用世界衛生組織官網公佈的名單宣佈陳薇院士團隊研發的腺病毒載體

重組新冠病毒疫苗進入臨床試驗的消息（新華社，2020），選取全球疫

苗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 GAVI）的信

源證明國藥和科興疫苗得到全球認可（新華社，2021）。《澎湃新聞》、

《人民日報》等也採取類似的報導方式（人民日報，2021；澎湃新聞，
2020；澎湃新聞，2021）。類似報導長期存在於新冠疫苗的新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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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不同議題信源分布圖

若將不同議題的信源進行對比（詳見圖三）則會發現，在健康信念

的五個主要議題中，信源選取明顯趨同。感知益處、感知威脅、感知

障礙及其破除三類主要的報導內容體現尤為明顯。中央政府和國外政

府類信源所佔比重遠超其他類別。同為政府類信源的地方政府則較少

被選取，省級和地級市行政區很少出現於報導中。可見，新冠疫苗的

注射通常被詮釋為一個全國性與全球性議題，地域性和個體性的內容

較少被納入討論。

從健康信念模型的主要結構探查媒體報導的內容分布，可見各類

媒體報導內容呈現出總體一致性，也存在一定差異（詳見圖四）。例

如，《健康報》的報導並未納入觸發因素的相關討論。

總體而言，國際新聞有429篇，佔報導總量的63.18%，國內新聞

有253篇，佔報導總量的37.26%。在國內新聞中，涉及大陸的有242

篇，港澳台有11篇，但是港澳台的11篇內容為大陸向兩岸三地運送疫

苗，或者兩岸三地的接種情況，因此在後續分析的部分，將大陸和港

澳台合併為國內新聞。存在國際新聞和國內新聞同時出現的情況，因

此兩者佔比加總大於1，但是共存機率很小。可見，中國媒體新冠疫苗

報導的單篇報導議題選取非常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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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媒體內容對比

在國際新聞報導方面，樣本中超過一半的報導來自《人民日報》（詳

見圖五）。《人民日報》的新冠疫苗國際新聞內容佔報導總量的80.15%，

而該議題在《澎湃新聞》、新華社和《健康報》上的佔比分別為46.20%、
33.80%、14.00%。《人民日報》對國際新聞的大量報導突顯了其作為黨

報與國家級媒體的地位，也突出了其對疫苗國際分配和國際接種情況

的關注。

圖五　國際新聞來源

 

《人民日報》的新冠疫苗報導相較其他三家媒體更加傾向於報導國

際事件，這些報導大量涉及疫苗的國際間公平分配和國際認可度。這

些以國家間合作交往、政治經濟發展等為基礎的報導，通過《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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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和相關媒體的轉載大量進入信息環境和民眾的視野。一方面，有效

彌補了其他媒體對中國參與疫苗國際分配議題關注的不足；另一方

面，以研究的視角反思，超越個體、省市乃至國家範疇的疫苗研發報

導也突破了既往以個體為中心的健康信念研究邊界。

感知障礙的媒體議題：獲得、安全與研發

媒體的健康信念信息選取與傳遞具有明顯傾向性，與新冠疫苗注

射感知障礙相關的信息呈現遠超其他方面。在所有679篇報導中，
84.54%的報導包含感知障礙方面的內容，而以往研究中關注度最高的

感知威脅和感知益處的出現頻次則分別為20.23%和37.70%。觸發因素

和自我效能出現頻次佔比較低（詳見表四），但表現出新特點。

表四　健康信念頻次總覽表

信息分類 篇／總篇目 佔總報導量百分比

感知威脅 138／679 20.32%

感知益處 256／679 37.70%

感知障礙 574／679 84.54%

觸發因素 62／679 9.13%

自我效能 95／679 13.99%

I. 公平分配議題的突顯

在健康信念的傳統問卷量表測查中，每一部分都被作為打分項。

內容分析編碼無法達到這一要求，因此在保留題項和量表核心內涵的

基礎上，轉化為定類數據。這樣也能夠更加準確地對媒體報導的信息

進行編碼和分析。感知障礙尤為特殊，在慣常量表測查中，研究者會

讓被訪者對感知障礙的因素進行打分，比如：感知障礙中疫苗的獲得

性障礙需要被訪者對「到達疫苗接種地有很大困難」等阻礙疫苗注射的

問題進行評判。在內容分析法中則結合具體的報導內容將其轉化為編

碼中的「疫苗供應量不足」、「疫苗供應量充足」、「新冠疫苗多地點便民

接種」的內容編碼。最終，感知障礙內容編碼包括：新冠疫苗的易得

性、新冠疫苗注射後的不良反應、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接種必要性、

研發進程、免費接種和疫苗接種單位七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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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篇分析樣本中，共有574篇報導提供了感知障礙的信息內容，

遠超健康信念的其餘四個方面。在感知障礙的細分類目中，不同的類

目出現頻次差別很大（詳見表五）。

表五　感知障礙構成

分類 頻次 佔感知障礙總篇目百分比

新冠疫苗的可獲得性 424 73.87%

新冠疫苗注射後的不良反應 50 8.71%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122 21.25%

新冠疫苗接種的必要性 24 4.18%

新冠疫苗研發進展的描述 148 25.78%

新冠疫苗接種價格的描述 33 5.75%

新冠疫苗接種流程或注意事項 42 7.31%

新冠疫苗品牌的描述 50 8.71%

對新冠疫苗接種單位的描述 10 1.74%

新冠疫苗的可獲得性、安全性討論和疫苗的研發進展是媒體對感

知障礙的主要關注點。其中，共有424篇（73.87%）報導包含新冠疫苗

可獲得性問題。可獲得性一直以來是國外疫苗注射健康信念測查的重

要類目，以往主要包括疫苗接種的時間、地點、供應量等問題。最新

的新冠疫苗注射研究也印證了部分注射者會因為醫院距離過遠、注射

時間不方便等諸多問題放棄接種（Goruntla et al., 2021）。

圖六　疫苗獲得性障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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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中發現，在傳統研究中典型的「可獲得性障礙」相關類目沒有

成為本次新冠疫苗媒體報導的顯著議題。與之相對，324篇報導卻包含

疫苗的國際可獲得性討論，以南北國家間的疫苗公平分配問題最為突

出（詳見圖六）。這是新冠疫苗注射中產生的「議題性問題」。此外，進

一步編碼分析發現，可獲得性議題未止步於國際公平分配。在國內方

面，地區間疫苗分配和人群間分配的公平性問題是新冠疫苗可獲得性

中突顯的新議題。27篇報導談及了國內地區間的疫苗公平分配，68篇

報導包含了按緊急程度（醫生、出入境管理人員等優先）進行新冠疫苗

的分批次接種的問題。

II. 解釋安全、傷害和其他障礙

疫苗注射的安全性和必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共同構成了感知障礙

中的「信念障礙」。本次研究中，幾乎沒有媒體直接呈現疫苗注射的必

要性，對於「信念障礙」的表現集中於疫苗注射的安全性，共計122篇。

其中，79篇報導採用了醫生或科學家的直接信源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進行論證，43篇報導選擇採用政府信息論證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專家

組成員對於疫苗安全性持有的謹慎態度、個體對疫苗接種安全性的擔心

略有提及。中國媒體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整體採取積極謹慎的態度。

感知傷害、經濟障礙和信息障礙，佔感知障礙總數比例均小於
10%。以上問題，尤其是疫苗注射的不良反應（感知傷害）雖有零星報

導，但是媒體通過信息篩選保持了與國家倡導注射疫苗的總體方針的

一致性。新冠疫苗的全民免費接種作為國家層面的健康預防實踐，需

要借助大眾媒體動員多方力量。

III. 從實驗室到聚光燈：疫苗研發進展的媒體呈現

疫苗研發進展和疫苗推廣注射，以往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

域。疫苗研發作為生物醫學議題進行專門性研究，而疫苗推廣和注射

則作為健康傳播的交叉學科議題進行分析，兩者極少產生直接的話語

交集和學術關聯。以往，不同國家差異化的臨床試驗和審批標準使疫

苗從研發到最終投入使用通常要經過近十年的漫長時間。只有疫苗通

過國家審批、投入市場、真正為大眾所用之時才會引起較大規模的媒

體報導與關注。縱觀疫苗的媒體呈現歷史，無論是近些年備受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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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疫苗、流感疫苗、始終處於研發過程中的艾滋病疫苗，還是過往

引起媒體集中關注的麻疹疫苗，相關疫苗研發的專業性報導零星呈

現，不成規模。而新冠疫苗報導則呈現迥然差異。148篇新聞報導關注

到新冠疫苗的研發進展，佔總分析篇目的21.80%。

同樣是特殊事件下呈現出的議題性類目，由於新冠肺炎較高的致

病率和全球大流行，帶來普遍的對全球秩序重啟的渴望，疫苗研發甚

至被媒體直接稱為「競賽」（王凡，2020）。疫苗的一期二期三期實驗，

甚至發表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一篇專業性文章都會被部分轉

載並引發關注（王瀟雨，2020；莊岸，2020）。全球的緊迫需求讓曾經

深藏於實驗室的專業性醫學實驗議題借由媒體展現在聚光燈下，成為

新冠疫苗媒體報導的一部分。

以每五個月為單位進行報導量的分析發現（詳見圖七），雖然新冠

疫苗的研發和改進工作持續進行，但是有關疫苗研發進展的報導集中

於2021年3月之前。此後，中國進行新冠疫苗的普遍接種和注射，並

於2021年4月突破一億劑次接種，而有關疫苗研發進展的報導則大幅

下降。那麼是否此後疫苗研發就不再進行了呢？根據國家衛健委公

佈：針對德爾塔等變異病毒的疫苗正在研發；核酸疫苗方面，中國分

別有一款mRNA疫苗和DNA疫苗，都已獲得國外Ⅲ期臨床試驗的批

件，預計能在境外開展Ⅲ期臨床試驗（金振婭，2021）。與此相對，有

關疫苗研發的媒體報導卻大幅減少，疫苗研發重新深藏於實驗室。

圖七　研發進展報導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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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之初，新冠疫苗的「科研進展」承擔了「定心丸」的社

會性角色。隨著普遍接種的推進，「科研進展」的社會性角色需求減

退，在後期報導中逐漸消失。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們對疫苗接種

的認知並非是從廣泛接種那一刻才開始的，沒有任何一個個體會選擇

注射研發出現問題的疫苗。此前關於疫苗的報導就已經形成了既有認

知環境和人們對某一疫苗的常識。正是由於「常識」般的存在，它的吸

引力遠不如疫苗副作用、疫苗有效性宣傳等表述那樣直接、直抵人的

關注點。

感知威脅和感知益處的媒體選擇：人群、社會與國際環境

感知益處和感知威脅是健康信念傳統研究和疫苗注射影響因素研

究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在新冠疫苗報導中，雖未成為最突出的議

題，但仍有著一定規模的呈現。

表六　感知威脅和感知益處類目表

類目分布
所含篇目／所在類目

總篇目

佔感知威脅篇目的 
百分比

感知威脅

易感人群    50／138 36.23%

國內疫情實況或發展趨勢    42／138 30.43%

國際疫情實況或發展趨勢    68／138 49.28%

新冠肺炎感染後的臨床症狀     7／138 5.07%

除臨床症狀外其他負面影響     0／138 0.00%

感知益處

新冠疫苗的實際有效性 166／256 64.84%

社會各方對新冠疫苗注射的勸服   37／256 14.45%

新冠疫苗注射對個體的益處   17／256 6.64%

新冠疫苗注射對家庭的益處     6／256 2.34%

新冠疫苗注射對社會的益處   90／256 35.16%

I. 未能成為核心議題的感知威脅

感知威脅和由此形成的恐懼訴求是健康促進行為中的說服方式之

一。在中國媒體的新冠疫苗報導中，感知威脅並不構成報導的核心議

題，僅有138篇（佔總樣本篇目的20.32%）。共有102篇報導包含了國內

外疫情發展趨勢，主要內容涉及國內疫情的小規模爆發、國外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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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的流行和人數的新增等。有關於易感人群的報導次之（50篇）。

而對於個體而言最直接的威脅，比如：感染後帶來的疼痛、死亡等臨

床症狀，或造成個體失業等除臨床症狀外的負面影響幾乎完全不出現

在新冠疫苗的媒體報導中（含感染後臨床症狀的文章僅7篇、感染後其

他負面影響的文章僅1篇）。可見，報導關注整體疫情防控態勢和疫情

對人群的整體性威脅，但是直接面向個體的臨床後果和社會後果的恐

懼威脅幾乎不被直接關注。

II. 實際有效與社會安全

表六顯示，共有256篇報導涉及到了新冠疫苗的感知益處，包括新

冠疫苗的實際有效性、新冠疫苗注射直接的益處勸服和個體、家庭及

社會益處。但是，分布並不均衡，媒體關注的重點放在新冠疫苗的實

際有效性和其帶來的社會益處之上，例如：新冠疫苗注射形成有效保

護從而帶來的經濟復蘇和人口的自由流動，與之相對，既往流感疫苗

推廣中比較常用的說服表述：「保護自己也保護家人」，在本次的新冠

疫苗推廣中幾乎沒有呈現。這一方面是由事件性質所引發，在一例確

診可能引發整棟樓宇封閉的情況下，對社會安全的整體性獲益已經超

越家庭獲益的範疇，而這也會促進人們突破個體和家庭的小圈子，從

集體獲益的視角理解新冠疫苗的注射問題。另一方面，在人際傳播中

展開的疫苗討論局限在私人領域，大眾媒體的新聞報導很難據此形成

報導議題，因此在內容分析的結果中表現為缺席。

不可忽視的觸發因素和自我效能

I. 未能成為核心議題的感知威脅

通常認為，人際提醒、媒體資訊、個體生活所見等可能引發個體

健康認知和健康行為改變的因素都被納入觸發因素（Carcioppolo et al., 

2017）。在疫苗研發成功、進行推廣使用時，個體的健康信念會影響自

願注射新冠疫苗的決策，恰當應用觸發性因素則可能促進個體的決策

效率和正向決策水準。為了確保健康信念理論研究的完整性，本研究

選擇通讀所有文本，將報導中可能存在的主要觸發因素進行統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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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感疫苗的接種量表認為觸發因素主要包括來自醫生、家人的提醒

和新聞報導關於嚴重流感的提醒（Cheney & John, 2013）。在此基礎

上，本研究結合編碼的結果將具有知名度的政界或文體界人物帶頭注

射、醫務工作者及家屬帶頭接種新冠疫苗報導納入觸發因素的討論範

疇。經過統計，以上以「帶頭接種」為代表的報導共有62篇，佔總分析

篇目的9.13%。這是慣常疫苗注射健康信念中沒有納入分析的新類目。

II. 對於復發的科學解釋和疫苗接種的必要性

班杜拉（2003）分析了健康促進行為中的自我效能，認為短期目標

的設立和完成能夠用以激發個體行為的改變。在包含自我效能的95篇

報導中，有81篇報導提及國內已注射人數和國內疫苗階段性注射目標

的內容。研究表明，復發是影響自我效能和降低個體健康信念的主要

障礙之一。疾病的復發或預防的失效會導致個體在健康預防行為和健

康保持行為中的脆弱性得到暴露，從而產生倒退。一旦產生倒退，如

何看待復發和從中學到甚麼取決於其對個體產生的影響（班杜拉，
2003）。新冠疫苗並不能實現絕對的預防效果，其中必然包含著接種後

仍然感染的案例。新冠疫苗普及注射初期，西安一醫生的接種後感染

引發了高度關注（健康報，2021），面對第一次突破性感染事件，媒體

並沒有一味地迴避，而是以專業性的解讀回應該問題，例如指出該醫

生所感染的是變異病毒，工作環境病毒密度較高，但是其本人屬於輕

症患者，從而強調疫苗接種和防護的必要性。

從個人到全球：探索大陸媒體報導與健康信念模型邊界

綜合傳統健康信念模型的各個方面考察，大陸媒體的新冠疫苗報

導對健康信念模型五個方面均有涉及，報導重點放在了疫苗實際有效

性和社會性獲益（感知益處）、國內外疫情發展狀況（感知威脅），從疫

苗的安全性、可獲得性、研發進展等方面破除感知障礙，呈現觸發因

素中的帶頭接種和自我效能中的突破性感染。可以看出，上述各個維

度均從促進接種的正面意義出發，對新冠疫苗進行報導。同樣地，面

對不同的報導議題，政府和科學家始終是媒體選擇的主要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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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訊呈現偏好符合中國大陸媒體對重要議題「正面報導為主」

的基本宣傳原則。胡喬木（1999：39）曾總結到，所謂全面的報導並不

是事無巨細的大全：「全面者，兩面也。兩面並不等於兩面相等，也不

是折中，而是要看到那一時期那一問題的主要一面是甚麼？如果主要

的是成績，我們主要的就講有利的一面。當我們來研究工作困難的時

候，就可以把困難放在主要地位」。很顯然，在2020至2021年的社會

語境下，新冠疫苗全員接種，共同構築免疫屏障，恢復正常生活的現

實需求，相較於部分人接種後產生輕微的不良反應等感知傷害，新冠

疫苗研發的突破、接種的優勢、接種的批次安排和全國全球的疫苗分

配問題是媒體需要呈現的主要資訊面向。

而這一呈現也引導研究者從新的維度理解健康信念模型。健康信

念不止是孤立地封閉於個體觀念體系之中的某種思想結構，也可以用

以對特定的社會和實踐情境展開評估。因此，我們發現在新冠肺炎的

特殊議題下整體健康和全球健康成為媒體呈現疫苗議題的重要出發

點。在中國有關於本次新冠疫苗的報導議題中，疫苗的全球可供和公

平分配成為新的重要議題。在健康議題和健康信念模型的傳統研究

中，全球化思維和健康問題的全球認知並沒有被納入分析範疇，而在

人類事務，尤其是健康問題的連接性不斷增強的當代，健康防治措施

的全球可供性和健康防治資源的國內與國際間分配深刻地影響著個體

對於健康議題的認知和評價，不斷參與架構了個體的健康信念。在理

解個體健康信念領域堪稱經典的健康信念模型，自然應該隨著時勢的

發展擴展出更豐富的學術探討面向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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