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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书是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特别是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健康传播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它将两个学科领域——政府（健康）管理和信息传播交叉融合起来，以独到的视角、新颖的思维架构
，对这种特殊的传播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结论。
虽然这部专著的某些方面尚不尽完善，它的出版已是可喜可贺了。
　　在中国，与“政府信息传播”、“政府危机传播”等概念相同，政府主导下的“健康传播”概念
的出现和广为关注，也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
这一语境下的“健康传播”，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常状态下的信息传播，一类是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的信息传播。
而由于后一类事件的频频出现，如何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就成为近年来学界和政府
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我看来，此类事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广泛扩散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涉及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人，而是不特定的社会群体。
事件发生时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受到伤害。
第二，应对的复杂性。
此类事件大都涉及多个入口，多个职能管理部门，处置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
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就涉及除卫生部之外的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政府职能管理部门，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
有可能对全局产生影响。
第三，危害的严重性。
由于公共卫生事件所具有的广泛扩散性，它的处理就绝不仅仅限于疾病的防控与治疗，而是具有连带
或延伸效应。
如果处理不得当，会带来巨大的心理恐慌，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与危机，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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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健康传播研究，特别是政府卫生管理部门主导下的健康传播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它将两个学科领域一一政府（健康）管理和信息传播交叉融合起来，并结合当下的媒介生态和大量的
具体实例，以独到的视角、新颖的思维架构，对这种特殊的传播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分析，提供了
颇具启发性的研究结论。
　　在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命健康仍然面临着各种风险的威胁。
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因素。
以传播健康知识、倡导健康新理念、改善生活方式、降低健康风险为目标的健康传播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并逐渐成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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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日常生活中，一提起卫生问题，人们下意识地就会想到那是国家的卫生部及各级卫生行政管理
部门及所属机构管的事，就像交通部管交通、铁道部管铁路、公安部管治安一样。
其实，在当前我国的中央政府部门结构中，卫生工作涉及多个部委，除了卫生部以外，还有许多部委
的职能与卫生密切相关。
例如，目前热议中的“医改”方案制订小组成员单位多达十六个部委，包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计
生委、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等等。
　　在本书中，卫生部门指的是国家的卫生部及各级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其所属机构。
　　在日常社会话语体系中，卫生部门常常与卫生行业、卫生系统并行使用。
我们选择卫生部门作为本文使用的概念，是因为“行业”带有些许商业经营的意味，虽然卫生领域的
一些事业单位或机构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机制，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医疗卫生体制下，
卫生工作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称之为卫生行业则淡化了其公益性质。
“系统”①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使用频率较高的概念，其内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及医疗机构以及相对应的各个“要素”，能够构成一个体系，在社会大系统中
具有相对独立性，含有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适应性、历时性等特点，具有系统所要求的结构和
功能属性。
但是系统的外延过于宽泛，如国务院机构设置中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其行政职能及工作性质与卫
生工作密切相关，如果说卫生系统，就不能把它排除在外。
　　而“部门”主要有两个义项：一是国民经济中因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同类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的
总和。
如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文教部门等。
每个部门内部，又可按各种标志分为若干部门，如工业内部可分为煤炭工业、机械工业等部门；二是
机关、企业或事业单位内部担负一定职能的各个部分，有时也称部门。
“卫生部门”既可以包括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又可以包括各类事业单位、各类学会（协会）、社会团
体等，这既符合日常人们的语用习惯，也符合卫生管理体系的现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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