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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3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对普
通公务员、领导干部、企业家／高管、IT人士、媒体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科研人员、
金融／证券／保险从业者，以及法律工作者开展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是在文化程度、个人收入相
对较高的中产阶层健康自我管理意识仍然较为薄弱，88.9 ％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处在或接近“过劳”状
态，53.3 ％的被访者对自己的身心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
这次调查问卷列举了十余项“健康危险因素”，让受访公务员和白领人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
择。
获选比例超过1／5的项目有八个：缺乏运动、睡眠不足或睡眠质量差、经常加班、空调生活、经常在
外就餐、长期熬夜、不吃早餐，以及应酬过多。
健康自我管理意识的缺乏导致各类健康危险因素未能获得有效控制，不得不通过“看病”应对健康问
题，从而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稀缺性，也使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更加严重。
笔者在与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进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看病只是
健康出现了问题以后的被动措施，更重要的是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提升人们健康自我管理的意识和水
平，以降低全社会的医疗支出，有效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
可以说，健康传播是提高国民健康素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更是非常重要的公众健康教育运动，在将医疗成果转化成大众健康知识加以传播、正确构建公众健康
图景以帮助公众建立预防观念等方面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艾滋病署全球总裁彼得·皮澳特强调“记者可以比医生挽救更多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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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2009-2010）：从媒体舆论到医患沟通》系统梳理了健康传播的研究脉络，
并首次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全面、准确地勾勒了中国健康传播的认知、实践与效用，为读者提供了健康
传播研究的前沿理论和实践情况的清晰图景。
　　清研咨询健康事业部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综合应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
量化分析了公众健康信息的获取行为与需求，从媒体健康传播、医患沟通传播、政府健康传播、社区
健康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等多个角度立体化地解读了中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和问题，并建立了
公众健康自我管理指数，从健康传播的角度研究如何服务于新医改政策的实施，有效缓解“看病贵、
看病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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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健康信息接触行为：获取与回避的并存2.1 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是指
人们带有较强的目的性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是健康信息获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会对公众健康决定
的做出和健康行为的形成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信息需求被认为是信息主动搜寻行为形成的最初动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产生健康信息需求后
，人们并不一定形成实际健康信息搜寻行为。
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的形成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可
以分为两大类：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它们不仅会作用于人们的健康信息获取数量、获取内容，还会
影响到获取渠道等。
目前。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成为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影响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的个人因素主要包含人口统计特征因素、健康因素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等。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因素都会对健康信息主动搜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例如，相比于男性，女性更乐于主动搜寻健康信息；年轻人更倾向于主动搜寻健康信息，而老年人则
很少参与到健康信息搜寻过程中来。
同样，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人群更愿意主动搜寻健康信息，这与他们较高的认知水平、对健康
问题的兴趣、较为丰富的信息来源等有很大关系。
此前的搜寻经历会对未来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积极的搜寻经历会促使人们更加主动地参
与到健康搜寻过程中来。
具有较强自我效能的公众，也就是对自己获取健康信息表现出较强自信的公众，会更倾向于主动搜寻
健康信息。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获取健康信息的途径更为多样，这使得健康信息的搜寻更加便捷，鉴于不同媒体具有不同的特点
，学者们针对互联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指出个人因素同样对公众使用
互联网搜寻健康信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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