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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居民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意愿及影响因素，为后续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进提供科学依据，本文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区分层抽样方法，从江西省常住居民抽取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分析。通过方差分析

比较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差异；采用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调查对象接种意愿的相关因

素。结果显示：78%的参与者表示愿意接种新冠疫苗，5.33%的参与者明确表示不愿意接种，16.67%
的参与者没有明确态度；在职业层面，退休人员的接种意愿度最高，其次为医务人员；在性别层面，男

性的接种意愿(79.6%)高于女性(76.6%)；在学历方面，高学历人群的接种意愿(68.9%)明显低于平均水

平。分析认为，影响接种意愿最重要的因素是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的认识，专业的新冠疫苗服务咨询会

提升群众接种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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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willingnes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of novel coronavirus vaccine inoculation,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inocul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residents in Jiangxi Province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ive. Simple random sampling and zoned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re used to select respondents. Analysis of variance i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illingness of respon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vaccinate against 
COVID-19.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ccination inten-
tion of the respondents. Results show that 78%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willing to the COVID-19 
vaccine inoculation, 5.33% are not inclined to receive the inoculation, and 16.67% show no clear 
attitude. As to the occupation, retirees are willing to receive the inocul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followed by medical personnel. As to the gender level, males’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79.6%) is 
higher than females’ (76.6%).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e inoculation willingness of 
the highly educated population (68.9%)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Based on the 
analysis, we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vaccine is the 
awareness of the safety of vaccine, and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on coronavirus services will en-
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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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 12 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相继推出各项防控措施，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但是国际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的压力仍然存在。预防接种是控制传染病疫情的有效手

段。虽然支持接种的人很多，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对疫苗保持观望态度或者不愿意接种疫苗，“疫苗犹豫”

[1]“从众心理”[2]现象仍然存在。为帮助政府更好地推广新冠疫苗，加快实现全民接种，本研究就居民

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于 2021 年 1~3 月对江西省群众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线上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面向全体群众进行调查。考虑到老年人群上网率低且接种意愿更明

确的人群处在 18~50 岁之间，为减小误差，提高样本的代表性以提高由样本推断总体的精确性，根据我

国人口分布比例，同时增加 18~50 岁抽样占比，在江西省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分组进行分区分层抽样，其

中 60 岁及以上、40~59 岁、20~39 岁、20 岁以下的比例约为 1:3:5:1。 

2.2. 方法 

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前期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开展访谈，后期采用分区分层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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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江西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2.3. 统计分析 

1)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对是否主动关注新冠疫苗相关信息、对国家批准上市的新冠疫苗的

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认知评估、对新冠疫苗的了解程度、在全民免费情况下是否愿意接种新冠疫苗四个基

本问题进行分析。 
2)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 2χ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认知影响

因素、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分析。 

3. 数据分析 

3.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率 93.7% (300/320)。其中男性 142 人(47.33%)，女性 158 人

(52.67%)；20 岁以下 69 人(23%)，21~30 岁 60 人(20%)，31~40 岁 58 人(19%)，41~50 岁 78 人(26%)，51~60
岁 25 人(8%)，61 岁及以上 10 人(3%)；大学 198 人(66%)，初中及以下 27 人(9%)，高中 36 人(12%)，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 39 人(13%)；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58 人(19.33%)，医务人员 71 人(23.67%)，个体户/
自由职业者 57 人(19%)，学生 89 人(29.67%)，其余职业占比皆不足 10%。 

3.2. 疫苗关注及认知综合分析 

3.2.1. 新冠疫苗相关信息关注情况 
有 250 名参与者主动关注新冠疫苗相关信息，占 83.33%，50 名参与者并未主动关注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占 16.67%。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年龄和职业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χ  = 23.552，14.230，P 值 < 0.05)。 
 
Table 1. Results of the one-way ANOVA on whether to actively follow information about the new crown vaccine 
表 1. 对是否主动关注新冠疫苗相关信息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是否主动关注疫苗信息 
2χ 值 P 值 是 否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女 

 
122 
128 

 
85.9 
81.0 

 
20 
30 

 
14.1 
19.0 

1.294 0.255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1 岁及以上 

 
48 
46 
53 
75 
20 
8 

 
69.6 
76.7 
91.4 
96.2 
80.0 
80.0 

 
21 
14 
5 
3 
5 
2 

 
30.4 
23.3 
8.6 
3.8 

20.0 
20.0 

23.552 0.000 

职业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医务人员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学生 
退休 
无业 
其他 

 
54 
62 
48 
65 
7 
4 
10 

 
93.1 
87.3 
84.2 
73.0 
100.0 
66.7 
83.3 

 
4 
9 
9 
24 
0 
2 
2 

 
6.9 

12.7 
15.8 
27.0 
0.0 

33.3 
16.7 

14.230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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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疫苗接种意愿及影响因素 

3.3.1.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情况 
将意愿为“不愿意”及“不确定”人群划分为“接种意愿低”，“愿意”为“接种意愿高”。在 300

位被访者中，有 234 人(78%)接种意愿高，66 人(22%)接种意愿较低。职业和学历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χ  = 26.269，16.825，P 值 < 0.05)。见表 2。 
 
Table 2. Results of the one-way ANOVA on willingness to receive the new crown vaccine in a universal free scenario 
表 2. 对在全民免费情况下是否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在全民免费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2χ 值 P 值 接种意愿高 接种意愿低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女 

 
113 
121 

 
79.6 
76.6 

 
29 
37 

 
20.4 
23.4 

0.391 0.532 

年龄 
20 岁及以下 

21~30 岁 
31~40 岁 
41~50 岁 
51~60 岁 

61 岁及以上 

 
51 
53 
49 
55 
18 
8 

 
73.9 
88.3 
84.5 
70.5 
72.0 
80.0 

 
18 
7 
9 
23 
7 
2 

 
26.1 
11.7 
15.5 
29.5 
28.0 
20.0 

8.921 0.112 

职业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医务人员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学生 
退休 
无业 
其他 

 
45 
66 
3 
69 
7 
5 
5 

 
77.6 
93.0 
64.9 
77.5 

100.0 
83.3 
41.7 

 
13 
5 
20 
20 
0 
1 
7 

 
22.4 
7.0 
35.1 
22.5 
0.0 
16.7 
58.3 

26.269 0.000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30 

100 
104 

 
96.8 
84.7 
68.9 

 
1 
18 
47 

 
3.2 
15.3 
31.1 

16.825 0.000 

3.3.2.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学历、职业)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见表 3。通过职业

分析，退休人员的接种意愿度最高，达到 100%，其次为医务人员，愿意接种人数达到该职业总人数 90%
以上。学历层面，高学历群体(68.9%)相对于低学历群体(96.8%)对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明显要低，具体分

析。 

3.3.3. 愿意或不愿意接种的原因 
调查者愿意接种的主要原因为认为“接种疫苗有利于维护家人、朋友的生命健康与安全”(83.76%)，

其次为认为“现阶段推行的新冠疫苗技术足够支持我国利用疫苗控制国内疫情”、“接种新冠疫苗对防

控新冠疫情效果较好”(68.80%)。不愿意接种的主要原因为“不清楚或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或者不良

效果”(80.30%)，其次为“认为现阶段推行的新冠疫苗技术还不够成熟”(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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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ntion to vaccinate new crowns 
表 3.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参照组 β Wald 2χ  P 值 OR 95% CI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2.607 
0.921 

 
6.386 
8.786 

 
0.012 
0.003 

 
13.558 
2.511 

 
1.795~102.399 

1.366~4.615 

职业 
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员工 

医务人员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 

学生 
退休 
无业 

其他 

 
1.578 
2.917 
0.952 
1.575 
21.539 
1.946 

 
5.635 
15.245 
2.157 
6.088 
0.000 
2.454 

 
0.018 
0.000 
0.142 
0.014 
0.999 
0.117 

 
4.846 

18.480 
2.590 
4.830 

>50.000 
7.000 

 
1.317~17.836 
4.274~79.900 
0.727~9.223 

1.383~16.874 
0.000~. 

0.613~16.874 

3.4. 提升接种意愿的方法 

数据显示，调查者认为能提升接种意愿的方法主要为“专业的新冠疫苗服务咨询”(73.33%)，其次

为“新冠疫苗配套相关保险”与“接种后的持续在线医疗咨询服务”(>43.00%)，“定期随访(AI 读片 +
专家意见)”“肺部 CT 筛查(优惠价格)”等方法也有一定受众(>30.00%)。 

4. 结果讨论 

4.1.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 

以 3C 疫苗犹豫模型[3]、TIP 疫苗犹豫模型[4]和基于保护动机理论模型[5]为基础，建立影响因素框

架(如下图 1)。我们将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因素归纳为两类：疫苗信心和可及性。其中疫苗信心的影

响因素归纳为：环境因素、疫苗本身和社交媒体。参考相关研究[6]，服务可及和经济可及会提高群众接

种意愿，而本次调查研究的背景为新冠疫苗免费接种，故不受价格影响。 
 

 
Figure 1. Framework of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ntion to vaccinate for the new crown 
图 1.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影响因素框架 

4.2.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的原因 

在本次调查研究中，拒绝接种的主要原因是疫苗本身的特性，即疫苗质量、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

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冠疫苗的研发周期较短，关于新疫苗或疫苗成分(特别是新佐剂)的数据太少，

新冠疫苗接种意愿

疫苗信心

可及性
服务可及性

经济可及性

环境因素

政府

疫苗本身

社交媒体

社区

家庭

卫生工作者

疫苗质量、有效性、安全性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11429


王慧莹 等 
 

 

DOI: 10.12677/ass.2021.1011429 3137 社会科学前沿 
 

担心疫苗的保护期短、临床试验不充分、审核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二是部分人群担心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在短时间内不能被发现，而是在接种后的几年内逐渐显现，目前缺乏这方面的临床试验数据与接种体验

分享；三是此前存在的多例非法经营疫苗案件引起民众对疫苗的严重不信任，对疫苗的安全存在担忧。 
一部分人群不愿意接种的原因是存在侥幸心理。根据传染病的数字模型，当 75%的人具有免疫力时，

就会形成群体免疫，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剩余 25%的人，既不用承担新冠疫苗不良反应的风险，

又可以享受群体免疫的红利[7]。 

4.3. 不同特征人群对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存在差异 

本次调查研究中，在职业方面，退休人员的接种意愿最高，其次为医务人员。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

新冠肺炎罹患率和病死率相对较高，加之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更注重自身的身体健康状况。医务人员作

为防疫前线工作人员，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性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和更专业的判断，而且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更大，因此接种意愿更高。 
在学历方面，学历水平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呈负相关，高学历群体对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明显要低，

这部分群体接收到的社交网络信息和相关专业信息更多，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副作用的顾虑也更多，

这可能会影响他们接种新冠疫苗的意愿[8]。 
在性别层面，男性的接种意愿高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男性对新冠疫苗相关资

讯的关注度更高，对新冠疫苗的了解更多；二是各项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病毒的男性发病率、重症率和

病死率均高于女性[9]，且男性对疾病的风险感知高于女性；三是新冠疫苗对于女性更容易产生副作用，

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分析了首批 1370 万剂新冠疫苗的安全数据，结果显示，虽然女性接种疫苗量的

占比为 61.2%，但 79.1%上报的副作用来自女性[10]。 

4.4. 提高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有力手段 

1) 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的接种和推荐意愿。出于对医务工作者的信赖，专业医师的推荐和咨询服务

可以有效提高普通群众的接种意愿。所以政府应当进行宣教动员或设置激励机制，以解决部分医疗卫生

人员疫苗犹豫和不推荐问题。同时还要开展一些专业性的讲座，就新冠疫苗接种问题为群众答疑解惑。 
2) 加大宣传力度。政府各部门应当及时在国家权威公众平台发布关于新冠疫苗的资讯，包括研究进

程、临床试验结果等专业信息，以及接种者的接种体验采访记录等。相关媒体对疫苗相关信息进行科学

客观的报道，帮助群众提高对新冠疫苗的信任度，正向引导舆论。 
3) 解决服务可及性问题。政府应当在各社区或街道设立新冠疫苗接种点，使新冠疫苗接种点布局分

散化、网络化、规范化，解决地理位置不可及问题；简化新冠疫苗接种预约流程，使新冠疫苗接种便捷化。 
4) 为解决较高学历者的接种意愿低的问题，政府可以在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设立临时接种点，由其统

一组织学生和工作者接种。这种方法可以发挥高接种意愿者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低接种意愿者，提高

疫苗接种率。 
5) 持续在线的接种后医疗咨询服务。持续在线的疫苗接种后医疗咨询服务能够显著提高被调查者的

接种意愿。此外，包括免费核酸检测、快速就医绿色通道、定期随访等在内的各项配套服务都能够有效

提高被调查者的接种意愿。这表明提升接种意愿的方式不仅限于接种前和接种当时，接种后的配套服务

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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