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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疫苗，是一道为人类阻挡疾病的防护墙，它保护了千千万万人免受传染病的侵扰，尤其是年龄尚小、免疫力较弱的儿童。通过进行疫苗接种，

能够增强免疫力，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预防接种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对于我国的疾病防治具有重大的意义。

小豆苗作为“预防接种+互联网”领域的头部平台，目前为超过2300万家长提供儿童预防接种一站式服务。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年开展

行业调研，制作发布《中国家长对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系列报告，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给预防接种相关的政府部门、企业、

从业人员、家长等各方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们会将这份有益的工作坚持下去，与社会各界力量一起，推动我国预防接种事业的健康发

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民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和疫苗科普教育的深化，家长的疫苗知识水平程度怎样？家长对疫苗接种的认可度

如何？对疫苗接种过程中的满意度又是怎样的？不同地区、不同学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长对疫苗的认可度和接种过程中的满意度是否有差

异？家长在选择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时考虑因素有哪些？诸如此类的行业相关问题，我们希望能通过精准的人群调研及数据分析，得出

有数据支撑的分析结果。

2019年12月，我们基于小豆苗APP开展了问卷调研，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2437位家长填写了问卷。除此之外 ，基于小豆苗APP2300万用

户群体的接种行为数据，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洞察分析，形成了这份《2019年中国家长对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

报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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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用户说明



报告数据说明

报告亮点：
➊  问卷调研维度多、覆盖范围 广 ， 共 回 收 了

32437份问卷，参与问卷调研的家长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➋ 基于小豆苗2300万+用户产生的行为数据
进行挖掘分析



调研用户地域分布

32437名参与调研的家长中，居住在省会城市、非省会城市、县城、乡镇、乡村的家长的占比接近，分布较为均匀。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说明
报告将参与调研的32437份家长用户按居住地区、学历、家庭年收入等

维度进行精细划分，结合不同的调研问题进行交叉分析、对比，从而得

出不同家长人群对于儿童预防接种各个方面的态度调研结果。

问卷结果分析方法说明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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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认知



疫苗接种知识学习渠道

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家长主要通过手机上的预防接种APP或者科普公众号学习疫苗接种知识，表明移动互
联网超过其他传统的疫苗科普渠道，成为家长学习疫苗接种知识最主要的渠道。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不同人群的疫苗接种知识学习渠道差异

● 按地区：除乡村地区外，预防接种APP、微信公众号等
互联网平台是各地家长获取疫苗知识最主要的渠道。

● 按学历：学历越高的家长越倾向于从互联网获取疫苗
相关知识。

● 按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长，越倾向于从
线上渠道获取疫苗相关知识。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长疫苗知识获取途径（多选）

不同居住地的家长疫苗知识获取途径（多选）

不同学历的家长疫苗知识获取途径（多选）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近80%的家长能够正确认知接种疫苗对于孩子健康的保障作用，对于疫苗接种的认可度高。

疫苗接种作用认知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对于《疫苗管理法》的认知

近一半的家长不知道《疫苗管理法》已经出台，对于《疫苗管理法》中的“免疫规划疫苗”能准确了解的
家长占比约为40%。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
疫苗的区分
近6成的家长准确知道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疫苗区分，4成左右的家长无法准确区分。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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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态度



对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
的接种态度
约46%的家长明确表示会优先选择免疫规划疫苗（一类），约49%的家长会了解对比两者的区别再决定如何选择，
仅有约4%的家长明确表示会优先选择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不同人群对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
（二类）的接种态度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长对于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
疫苗（二类）的选择倾向（多选）

不同居住地的家长对于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
（二类）的选择倾向（多选）

对于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选择倾向
（多选）

● 按地区：县城、乡镇、乡村地区的家长对于免疫规划疫苗（一
类）的认可度略高于省会城市的家长。城市的家长对于非免疫规
划疫苗（二类）持更加欢迎的态度。

● 按学历：学历越高的家长在选择疫苗时会更加认真谨慎，对接
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区别也会更
加关注。

● 按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长对于非免疫规划疫苗
（二类）的态度更加欢迎。



选择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原因

近80%的家长认为孩子需要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补充免疫作用而选择接种，34.7%的家长为了减少孩子打针
次数而选择多联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对国产疫苗、进口疫苗的态度

根据2018年7月30日小豆苗调研发布的《疫苗事件前后，家长接种态度 及行为变化大数据报告》，受“长春长生
疫苗事件”影响，更倾向选择国产疫苗的家长占比从78.59%下降至35.84%。而在此次的调查中发现，更倾向选择
国产疫苗的家长回升至77.84%。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基本恢复至“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爆发前的水
平。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2018年7月30日小豆苗发布的《疫苗事件前后，家长接种态度 及行为变化大数据报告》



不同人群对国产、进口疫苗的接种态度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 按地区：城市地区的家长对于国产疫苗的认可度低于
县城、乡镇、乡村的家长，他们对于进口疫苗持更加欢迎
的态度。

● 按学历：学历越高的家长在选择疫苗时会倾向于进口
疫苗，硕士及以上学历超过一半的家长更倾向于选择进口
疫苗。

● 按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长对于进口疫苗
的态度更加欢迎。



流感疫苗接种意愿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今年流感疫苗需求量比往年明显增加，因此我们对家长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进行了调研，
发现超过4成的家长认为每年都必须为孩子接种流感疫苗，不到8%的家长认为没有必要接种流感疫苗。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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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服务满意度



对于接种全流程服务的满意度

对于目前接种全流程的服务整体评价，约74%的家长表示满意。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接种过程中的主要困扰

在预防接种全流程中，约74%的家长表示“排队时间过长”是主要困扰，成为影响接种服务过程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
约30%的家长面临的主要困扰为“疫苗知识难懂”。



● 按地区：除排队时间太长外，城市居民因缺苗造成困扰的比
例大于县城、乡镇、农村。

● 按学历：学历在本科及以下的家长，觉得疫苗知识难懂是主
要困扰的比例接近。

● 按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家长，对于缺苗问题更加
敏感。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不同人群在接种过程中的最大困扰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长在疫苗接种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扰（多选）

不同居住地的家长在疫苗接种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扰（多选）

不同学历的家长在疫苗接种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扰（多选）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遇到疫苗缺货的情况

调查显示，约77%的家长遇到过疫苗缺货的情况，约19%的家长经常遇到。按地区分析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有越多
的家长表示遇到经常遇到缺苗的情况，28.2%省会城市的家长表示经常遇到缺苗的情况。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遇到疫苗缺货时的应对方式

当遇到需接种的疫苗缺货时，66.66%的家长主动咨询何时到货，约30%的家长选择回去等候门诊的到苗通知。门诊及时
公示疫苗库存情况、发布到苗通知有助于保障儿童接种疫苗的及时性。



数据来源：小豆苗APP问卷调研

对于接种门诊预约服务模式的态度

约78%的家长对预约接种的模式表示欢迎，对接种服务过程的信息化需求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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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行为



数据来源：小豆苗大数据平台、《2018年中国家长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

接种及时性分析

相比《2018年中国家长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的调查结果，儿童疫苗接种及时率由2018年的56.23%提高至

66.8%，延迟20天以上接种的儿童占比由17.83%下降至11.41%。

及时接种：在当地关联接种程序上提醒的下一针接种计划日接种或延迟5天内接种



数据来源：小豆苗大数据平台、《2018年中国家长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

接种的疫苗中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
（二类）的数量及占比
2019年小豆苗用户的儿童接种疫苗中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接种针次占比突破30%，由2018年16.09%的
占比上升至30.64%，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受欢迎程度大大提升。



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国产疫苗、进口疫苗的
接种量对比
2019年小豆苗全国家长用户选择为孩子接种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总针次中，国产疫苗占比为80.9%，表明家长们对
于国产疫苗的认可，信任度高。

数据来源：小豆苗大数据平台



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接种量TOP5

2019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接种量TOP5依次为：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
苗、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2019年，脊灰疫苗衍生病毒出现，国家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开展脊灰疫苗强化接种。受此影响，脊灰灭活疫苗在2019

年的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接种量排名中升至第二。

数据来源：小豆苗大数据平台、《2018年中国家长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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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建议



接种认知
 移动互联网超过其他传统的疫苗科普渠道，成为家长学习疫苗接种知识最主要的渠道，应更加积极地开展互联网疫苗科普，精准触达儿童家长。
 大部分家长能够正确认知接种疫苗对于孩子健康的保障作用。
 近一半的家长不不知道《疫苗管理法》已经颁行，仅40%的家长正确理解《疫苗管理法》中定义的“免疫规划疫苗”。

疫苗接种态度
 学历越高的家长更加关注免疫规划疫苗（一类）、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的区别，而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长对于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更加欢迎。
 更倾向选择国产疫苗的家长为77.84%。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国产疫苗的信心基本恢复。
 家长流感疫苗接种意识较强，超过4成的家长认为每年都必须为孩子接种流感疫苗，仅不到8%的家长认为没有必要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过程满意度

 7成的家长对于接种全流程的服务整体评价表示满意。
 74%的 家长表示“排队时间过长”是接种全流程中遇到的最大困扰，约78%的家长对预约接种的模式表示欢迎，对接种服务过程的信息化需求强烈。可以通

过线上预约接种的方式，减少排队时间，改善接种体验
 约77%的家长遇到过缺苗的情况，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家长对于缺苗的情况越敏感。门诊可利用互联网及时公示疫苗库存情况、发布到苗通知，保障儿童接种

疫苗的及时性。

接种行为分析
 相比《2018年中国家长儿童接种的态度及行为白皮书》的调查结果，儿童疫苗接种及时率由2018年的56.23%提高至66.8%，延迟20天以上接种的儿童占比

由17.83%下降至11.41%。
 2019年小豆苗家长用户带孩子接种疫苗共约7086万针次，其中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接种约2171万针次，占比例突破30%。
 非免疫规划疫苗（二类）总针次中，国产疫苗占比为80.9%，表明家长们对于国产疫苗的认可，信任度高。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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