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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愿到行动：中国人群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的队列调查研究

一、研究背景 

提高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疫苗接种

率是控制新冠疫情的关键措施之一。在疫苗接种

启动，国内外已有众多研究考察了人群的新冠疫

苗接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然而，过往的疫苗接

种行动，尤其是针对甲型 H1N1 流感的经验表明，

具有疫苗接种的意愿并不能保证实际的接种行

为。因此，研究新冠疫苗接种的意愿到实际行动

的差距及其影响因素，对评估现有接种政策，制

定促进接种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开展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群的新冠疫苗

接种意愿在 83.3%-91.3%之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其中 18-59 岁人群优先接种。截止到 2021 年

6 月 21 日，中国累计接种疫苗超 10 亿剂次。继

2020 年 11-12 月对中国人群队列开展新冠疫苗接

种意愿调查后，本研究于 2021 年 6 月对队列人群

的实际接种情况进行随访，研究接种意愿与行为

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2020 年 11-12 月，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基于

问卷星样本库，对中国成年人群开展新冠疫苗接

种意愿基线调查。基线调查共招募受访者2013名，

其中 18 至 59 岁的受访者 1978 名。2021 年 6 月 3

日-6 月 21 日，对基线调查中 18-59 岁的受访者开

展随访调查。调查问卷内容包括：1）新冠疫情和

疫苗的看法，例如感染风险、疾病严重性、疫苗

安全性、有效性、接种重要性；2）疫苗的接种意

愿（基线调查）或实际疫苗接种结果（随访调查）。

采用McNemar检验疫苗接种启动前后 2个时间段

对受访者对新冠疫情和疫苗接种认知指标的差

异。采用多元 Logistc 回归考察疫苗实际接种行为

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结果 

在基线调查中的 1978 名 18-59 岁的受访者

中，有 1047 人完成了本次随访，构成了随访人群，

随访率为 52.9%。基线调查显示，在疫苗接种启动

前 ， 随 访 人 群 的 疫 苗 接 种 意 愿 为 89.4%

（936/1047）。截止到调查时间（2021 年 6月），

随访人群的实际疫苗接种率（至少 1 剂次）为

79.7%（834/1047）。实际接种了疫苗的受访者中，

50.2%参加了社区、学校等单位组织的集体接种活

动，43.0%已经完成了全程接种。大多数已经接种

的受访者是在 2021 年 4月之后接种的（77.7%），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7.1%）和临时接种点（26.0%）

是主要的接种地点。在目前尚未接种的 213 受访

者，有 153人（71.8%）打算在未来接种新冠疫苗。 

相比疫苗接种启动前（2020 年 11-12 月），启

动（2021 年 6 月）后随访人群自感风险高（25.2% 

vs 7.8%）或认为新冠疾病严重程度高的比例都明

显下降（76.8% vs 72.3%）。随访人群对疫苗安全

性的信心显著提高（83.8% vs 87.5%），然而对疫

苗有效性的信心、疫苗接种的重要性看法没有显

著变化。39.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的疫苗供应是短

缺的。此外，他们还经常收到来自不同来源的疫

苗接种建议，尤其是集体（82.7%）或政府（72.3%）。

尽管自疫苗接种启动以来，之前拒绝接种的人群

对新冠疾病和疫苗接种的看法有所改善，但相关

看法在之前接种意愿不同的受访者间仍存在明显

差异，尤其是在对疾病严重性的感知、疫苗信心、

接种重要性和建议频率方面。（表 1） 

多元 Logistc 回归显示，先前有疫苗接种意愿

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接种（OR=2.45，95%CI：

1.53-3.93）。相信 COVID-19 疫苗是安全的

（OR=1.78，95%CI：1.05-3.01）和经常收到来自

社区的接种建议（OR=1.80，95%CI：1.16-2.78）

也与实际接种行为正相关，但认为疫苗供应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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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接种可能性（OR=0.44，95%CI：0.32-0.61）。

与 18-25岁的人相比，年龄较大的受访者接种疫

苗的概率较低，而总体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更有可

能接种疫苗（OR=1.56，95%CI：1.07-2.27）。（表

2）。 

 

 

 

 

 

 

 

 

 

 

四、结论和建议 

在全国疫苗接种启动的前六个月，中国在改善

疫苗接种观念和鼓励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了进展。 

疫苗接种意愿是新冠疫苗实际接种行为的重要预测

因素，这表明需要在疫苗接种项目启动之前就开展

提高接种意愿的相关干预。在疫苗接种启动之后，

应采取措施维持疫苗接种态度和意愿、减少接种障

碍（如对疫苗安全性的信心、可及性）和提高疫苗

接种行为，以缩小有接种意愿的人群的意愿-行动的

差距，并促进没有疫苗接种意愿的人群接种疫苗。 

其中，不同人群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和来自社区的疫

苗接种建议是促进新冠疫苗接种的有效途径。 

（王嘉豪、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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