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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
理论溯源及其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贾鹤鹏 苗伟山

摘要

本文分析和比较 了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 健康传播这三个领域在 西方 学术界的理论

脉络 、 主要范 式 、 最新进展及社会现 实和学 术研究之 间 的 互动 ， 并 简要回顾 了 其在 中 国

的 发展情况 。 研究发现 ，
尽管这三个领域彼此相 关并在研究议题上有相 当 的 重叠

，
但它

们都有 自 己特定的理论传统和 学术路径 。 了 解这些异同 对于我 国 传播学界吸收 、 消化和

依据国 情发展相关理论与 实务都非常 重要 。 最后 ， 本文探讨 了我 国 传播学研究在这些领

域亟待开展的议题和可能 的理论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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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在 日 常生活中不断普及 、 科技争议的增加和人们越来越关注 自 身健

康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 新闻传播领域这些

主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 向芬 ，
２０ １ ６年 １ 月 ２ １ 日 ） 。 与此同时 ，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

的国际发表中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也正在成为

一个主要的领域 （ 贾鹤

鹏 ， 张志安 ，
２０ １ ５ ） 。

科学传播主要研究非专业的受众获取与科学相关的题材和信息的公共传播过程

（ Ｐａｌｅｎ ， １ ９９９）
；
风险传播可以笼统地界定为研究与风险的描述 、 评价和管理相关

的信息交流过程 （ ＭｃＣｏｍａｓ
，２００６ ）

； 而健康传播 ， 它研究如何促进健康信息的传

播和健康行为的采纳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ｏｎＡ ｓ ｓｏｃｉ ａ ｔ ｉｏ ｎ
，
２〇 １ ６年６月 ２８ 日 ） 。 由于

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都涉及大量科学内容以及专家和公众的沟通 ， 因而三者呈现出

研究对象的高度重叠及视角的紧密关联 ， 很多时候这三个领域被笼统地归 为科技传

播或混为
一

谈 ， 但实际上 ， 这三个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渊源 、
理论视角和研究

主题等 ，
这急需系统性的梳理和澄清 。 不仅如此 ， 经过多年发展 ， 科学传播 、

风险

传播和健康传播也分别形成了有别于主流传播学的学科规范 、 学术共同体和实践领

域 ， 如科学传播学者与科普工作者 、 科学家互动密切 ；
风险传播同样偏重科技领域

但更加贴近风险治理的学术与实践机构 ；
健康传播则与公共卫生的理论和实践有紧

密结合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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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分别梳理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发展脉络来追溯其理论渊

源 、 分析其研究范式 、 评价其最新的学科进展及彼此间的交融。 此外 ， 本文也简要

探讨这些领域在西方和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 ， 在此基础上 ， 审视这些领域发展成果

中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值得借鉴的方面 ， 并展望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在这些领域中

的研究前景和可能的理论突破。 需要强调的是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各

自都包含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重点议题 。 限于篇幅 ， 本文重点分析其主流研究路线 。

通常 ，

一

个研究领域权威期刊所发的高引论文往往可以体现其主流研究领域 。

一

、 延续和反思科普传统的科学传播研究

（

一

） 科学传播学科的诞生

１ ９世纪下半叶 ， 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 推动 了科技人员通过媒体用浅显的语

目 向公众报道和解释科技进展 （ 李大光 ，
２０ １ ５ ）

， 科普 （ ｐ ｏｐ ｕ ｌ ａｒｓｃ ｉｅｎ ｃ ｅ或 ｓｃ ｉｅｎ ｃ ｅ

ｐ ｏｐｕ
ｌａｒｉ ｚａｔ

ｉｏｎ ）
—词应运而生 （ 石顺科 ，

２００７ ） 。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巨

大作用 ， 各国政府开始致力于提升民众的科学素质。 因为知识水平被认为与人们理

性认识世界 、 从而接受科学的指导有关 （ Ｍ ｉ ｌｌｅｒ
，１ ９８３ ） ， 美国从 １ ９７０年代开始进行

全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査 。 但此时科学传播尚未发展成
一

个学科 。

真正推动科学传播成为
一个学科的 ， 恰恰是 １ ９ ６０年代末至 １ ９７０年代西方环保

运动及公众对正统科学结论的抵制 （ Ｂ ａ ｕ ｅ ｒ ，２ ００ ９ ） ， 以及科学界为了应对公众

对科学支持度的下降而推出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 。 这
一

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英国

皇家学会 １ ９８５年发布的 《 公众理解科学 》 （ Ｔｈ ｅＰｕｂ ｌ ｉｓＵｎｄ 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 ｇ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

报告 ， 该报告提 出
“

理解风险和不 确定性的本性
，
都是理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

（ 英 国皇家学会 ，
１ ９ ８５） 。 随后 ， 学者们 １ ９ ９２年创办 《 公众理解科学 》 学

刊 （ Ｐｕｂ ｌ ｉ ｃＵｎｄｅ ｒｓ ｔａ ｎｄ ｉ
ｎ
ｇ

ｏ ｆＳｃ ｉｅ ｎ ｃｅ ）
，

１ ９９ ４年创办 《科学传播 》 学刊 （ Ｓ ｃｉｅ ｎ ｃｅ

Ｃｏｍｍｕｍｃａ ｔ
ｉ ｏｎ ）

，
这些学术期刊的创办和

一

系列常规学术会议的举办 ， 使得科学

传播作为
一

个学科得以发展 。

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传播 ， 自起步阶段起就体现了对科学中心观的质询 。 这集

中体现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认为 ， 科学传播应从科学界向缺乏知识的公众传授知识

的缺失模型 （ ｄｅｆｉ ｃｉ ｔｍｏ ｄｅｌ ） 向公众与科学家进行对话的公众参与科学模型 （ ｐｕ ｂｌｉｃ

ｅ ｎｇａｇｅｍｅｎ ｔｗ ｉｔｈｓｃ ｉｅｎｃｅ ） 转变 （ Ｂｒｏｓｓａｒｄ＆Ｌｅｗ ｅｎｓ ｔｅ ｉｎ
，
２００９） 。

（二 ） 科学传播的社会学印记

ＲＯ科学传播与科普实践密不可分 ， 但其作为学科的诞生 ， 却与对科普的反思密切
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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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 这种反思的理论资源 ， 主要来 自解释科学之社会属性的科学社会学及在此基

础上解构科学权威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 ｓｏｃ ｉｏ 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ｉｅ ｎｔｉｆｉｃｋｎｏｗ ｌｅ ｄｇｅ） 〇

科学社会学致力于从社会结构解释科学的起源与发展 ， 但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以

这种方法质疑科学界在科学传播中的 中心地位 （ Ｈ ｉ ｌｇａｒｍ ｅｒ
， １ ９９０ ） 。 在探究社会因

素影响科学结论的轨道上 ， 起源于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进
一

步解构了科学的权威

性 。 在这些学者看来 ， 科学真理包含了社会建构的过程 （ 贾鹤鹏 ，
闫隽 ，

２０ １ ５ ） ，

这引 发了学者们对科学真理确定性的批判性反思 （ Ｃ ｏｌｌ ｉｎｓ ，１ ９８１
；１ ９８７ ） 。 科学知

识社会学因此成为了部分学者批判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基础。 例如 ， 他们指出 ，

一

些电视科普节目通过展示科学实验来向公众介绍科研过程 ， 但科学实验内在不确定

性在 电视节目 中荡然无存 ， 展示给公众的完全是科学实验确定性的一面 （ Ｃｏｌ ｌｉｎ ｓ
，

１ ９８８ ） 。 这些研究也揭示了科学传播的社会建构性 ， 指出美国战后公众理解科学运

动的勃兴 ， 与美国科学促进会 、 《科学美国人 》 杂志以及美国科学作家协会等组织

出于机构利益的推动密不可分 （ Ｌｅｗｅｍ ｔｅｉｎ
，１９９２ ） 。 当然 ， 需要指出的是 ， 学者

揭示科学真理或科学传播的社会建构性并非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 而是立足于进行

中立的知识分析 。

除了反思和解构科学传播的社会建构外 ， 科学传播学者也致力于揭示在这
一过

程中科学界与公众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 并捍卫公众依据 自 己的理性对各种科技问题

进行判断的合理性 。 例如 ， 著名科学传播学者韦 恩发现 ，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

后 ， 英国政府指派的专家认定坎特伯雷地区绵羊受到核污染而不能销售 ， 但这些基

于核辐射常规情形推导出的结论 ， 却不如当地羊农涵盖了气象 、 地形 、 植被等内容

的地方性知识得出的结论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 Ｗｙｎｎｅ ，
１ ９９ ２ ） 。

依托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绝对真理的解构 、 对科学传播的社会建构过程的揭示以

及对公众理性的捍卫 ， 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成为该领域的主流 。 批判的科学传播学

者们强调科学传播是
一系列提升公民参与科技决策的活动 ， 科学发展需要通过与公

民的对话取得公众支持 （ Ｉ ｒｗ ｉｎ ，２００ １ ） 。 现在 ， 这种公众参与科学的模型已经成

为了科学传播领域最主要 、 甚至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 （ Ｖ ｉｎｃ ｅｎｔ
，２〇Ｍ ） 。 相关研究

也显示 ， 虽然大量科学传播研究仍以探究公众理解科学为主要内容 ， 但对公众参与

科学的探讨不断增加 （ 朱巧燕 ，
２０ １ ５ ）

， 这也显著影响着科研机构的科学传播行为

（ Ｐａ ｌｍｅｒ ＆Ｓｃｈｉ
ｂｅｃｉ

，
２０ １ ４ ） 〇

此外 ， 科学传播研究的 另一大传统是对影响公众科技态度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归

因研究 ， 关注人们如何形成对科学 、 科学家 、 技术及科技政策等对象的特定态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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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Ｗ ｅ ｉｇｏ
ｌｄ

，２００ １） 。 这
一

领域多年来研究甄别 出包括信任 、 知识 、 风险感 、

收益感等 ３ １个常用的影响公众对新兴技术态度的社会心理变量 （ Ｇ ｕｐ
ｕ

，Ｆｉ ｓｃ ｈｅ ｒ＆

Ｆｒｅｗｅｒ
，

２０ １２ ） 。 需要指出 ， 解析科技态度影卩向因 素的研究 ， 与对科学传播过程的

批判并不矛盾 ， 前者通过量化的手段支持了很多批判性学者的结论 ， 而批判性学者

则 以质化研究丰富了对科技态度归因的考察变量 。 例如 ， 科学传播研究揭示了虽然

人们的知识水平与其对科技的积极态度在总体上有相关性 ， 但这种相关性往往依技

术和情景而异 （ Ａｌｕｍ
，Ｓ ｔｕｒｇｉ ｓ

，Ｔａｂｏｕｒ ａｚ ｉ ＆Ｂ ｒｕｎｔｏ ｎ
－

Ｓｍｉ ｔｈ
， ２００８ ） 。

在西方 ， 批判的科学传播研究在奠定了公众参与科学模型在科学传播中的主

导地位后 ， 也遭遇 了很大的挑战 。 科学传播学者们发现 ， 学术界热衷于公众参与

科学 ， 但公众对于与 自 己切身 利益并不相关的科技议题缺乏参与的兴趣 （ Ｈｏ ｒ ｓｔ
，

２〇 １ ４ ） 。 此外 ， 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与实务也面临着如何选择公众代表 、 何为恰当

的话题 、 缺乏评估手段等一系列难题 （ 贾鹤鹏 ，
２０ １ ４ ） 。 在互联网时代 ， 亟待研究

和探索如何通过网络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科学 （ Ｓ ｔ
ｉ
ｌ

ｇｏｅ ，Ｌｏｃｋ＆ Ｗ ｉｌ ｓｄｏ ｎ ，２０ １ ４ ） 。

在相当程度上 ， 这也是因为继承了科学社会学批判思维的学者对科学传播的反思 ，

远大于 旨在开发解决方案的实务性研究 。

（ 三 ） 我国科学传播领域的发展

中国的科学传播
一

直有政府倡导的历史传统 （ Ｒｅ ｎ＆ Ｚｈａｉ
，２０ １ ４ ） ， 目前我国

已经建立了包括中国科协和科技部门宣传机构在内的官方科学普及系统 。 据统计 ，

２ ０Ｍ年全国已经有２００万各种形式的科普工作者 （ 叶乐峰 ，
２０ １ ５年 １ ２月 １ 日 ） 。 中国

的科普从
一

开始就承担着提高公民科学素质 、 宣传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成就的政治

使命 ， 并得到了国家的强力支持 （ 贾鹤鹏 ， 范敬群 ，
２０ １ ４ ） 。 对科普工作的探讨和

总结 ，

一直是我国科学传播的主流 。 从２０００年代初期开始 ， 正像西方批判的科学传

播始于科技研究学者对科学中心主义的反思
一

样 ， 我国
一

批科技哲学 、 科技史的学

者 （ 我国学科设置中 没有科学社会学或科技研究 ） 开始呼吁以科学传播取代科普

（ 吴国盛 ，
２〇〇４

） ， 并批评了在科普形态下信息的单向流动 （ 刘华杰 ，
２００９ ） 、 宣传

模式对科学报道的负面影响 （ 贾鹤鹏 ， 刘振华 ，
２０ ０９ ）

、 以及宣传模式越来越难以

应对中国层出不穷的科技争议 （
Ｊ

ｉａ ＆Ｌ ｉｕ ，２０ １ ４ ） 。 也有
一

些学者通过案例研究 ，

显示了公众在面对核电等议题上具有的地方性智慧 （ Ｆａｎｇ ，２０ １３） 。

总体而言 ， 虽然我国科学传播领域的高引 作者主要来自科技哲学 、 科技史领域

的批判性学者 （ Ｘｕ
，Ｈｕａ ｎｇ＆ Ｗｕ

，２０ １ ５ ）
， 但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在我国并没

％
有成为主流 ， 对科普手段和科普过程的探讨仍然占据着中国科学传播领域最主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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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科普研究 》 的主要位置 （ 吴国盛 ，
２０１ ６ ） 。 这可能与科学在公众中仍然享有的

崇局地位及我国体制密切关系 （ Ｊ
ｉａ ＆Ｌｉｕ

，２０ １ ４ ） 有关 。

尽管如此 ， 批判性的科学传播在科学高速发展的今日 中国仍然有其用武之地 ，

因为科学对中国社会生活已经产生了毋庸置疑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 而政府和企事

业单位也往往通过科学为其影响到公众的政策和项 目做合理性论证 。 需要指出的

是 ，
西方遵循科学社会学传统的批判性的科学传播研究 ， 大多数是基于针对科学传

播过程的经验研究 。 相比较而言 ， 我国学者对科学传播的批判 ， 大部分还是以反思

和译介为主 。 这也可能 由于迄今为止 ， 科学传播与我国的主流传播学研究仍然存在

相当程度的脱节 （ 贾鹤鹏 ， 闫隽 ，
２０ １６ ） 。 中国 的科学传播最早起源于科学史与科

学哲学而非传播学 （ 田松 ，
２００７ ）

， 也影响 了这个领域的发展 。

二 、 Ｍ险传播及其与科学传播的合流

（
一

） 风险传播研究 ： 从专家走向公众

诞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 与西方社会科技争议频发和公众对新兴技术的担忧密切

相关 ，

“

履行孕育潜在风险的专业科技工作者和承担风险的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
”

（ Ｈ ｓｃ ｈｈｏｆｆ
，１ ９９５） 的风险传播得到了快速发展 。 笼统地说 ， 风险传播可以界定为

“

个人 、 组织和机构之间与风险评价 、 风险描述和风险管理相关的信息交流活动
”

（ ＭｃＣｏｍａｓ
，２００６）〇

与科学传播依托科普实践类似 ， 风险传播一度等同于风险教育 ， 即告知受众

哪里会有风险 ， 其状况如何 ， 如何正确看待风险 （ Ｌｅ ｉ ｓｓ
，
１９ ９６ ） 。 早期的风险传

播研究者也强调风险的社会和政治属性 ， 认为风险和风险评估具有特定的文化属

性 ， 如美国偏重于对风险的量化分析而德国更容易从道德立场上对风险进行考量

（
Ｊ
ａｓ ａｎｏｆｆ

，１ ９８７） 。 也有学者指出这个领域必须从科技专家与公众在风险问题上难

以调和这
一

社会学视角考虑 （ Ｐｌｏｕｇ
ｈ＆Ｋｒｉｍｓｋｙ ，１ ９８７ ） 。 尽管这些学者认为 ，

量

化的风险分析不仅不会缩小这种不调和 ， 事实上还会扩大在专家文化和大众文化间

业已存在的差距 ， 但风险传播研究的主流仍然走上了量化的评估风险感的道路 。

风险传播之所以与主流的科学传播分野 ， 重要的原因之
一在于这个学科具有很

强的实践导向 ， 其开始要解决的就是教育公众正确认识并妥善应对风险 。 所以 ，
尽

管科学传播与风险传播在研究主题上极为重合 ， 但后者更看重于具体的解决方案 ，

科研机构的决策者也对此有更大的需求 。 另
一个原因来自 不同的学科传统 ， 科学传

播受到了以相对主义为标志的英国科学社会学传统的强大影响 ，
而风险传播的

一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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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重要学者 ， 包括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Ｋａｈｎ ｅｍａｎ
， 他的学生Ｆｉ ｓｃ ｈｈｏｆｆ及其在

俄勒冈大学的同事 Ｓ ｌｏ ｖｉｃ等 ， 都受到 了 系统的心理学训练 ， 并将这种训练应用到风

险传播与风险分析中 。

尽管风险传播的发展历程更为注重实践 ， 但它仍经历了从以科学界为主的风险

教育到探究公众风险认知的
“

从我到他
”

的阶段 。 Ｆｉ ｓｃ ｈｈｏｆｆ用比喻的手法将风险传

播的发展历程总结为 ７个阶段 ： 第
一

个阶段是以数字准确为标志的风险描述 ；
第二

个阶段为告知公众风险状况
；
第三个阶段为 向公众解释风险 ； 第四个阶段为告诉公

众 ， 这些风险并不可怕 ， 他们以前已经接受了类似风险
；
第五个阶段为让公众认识

到接受这些风险对他们有好处 ； 第六个阶段为善待公众 ； 第七个阶段为与公众成为

伙伴 （ Ｆ ｉ ｓｃｈｈｏｆｆ
，１ ９９５ ） 。

Ｆｋ ｈｈｏｆｆ这篇经典文章写于风险传播方兴未艾的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 他总结的风险

传播开始以公众为核心和伙伴的最新发展阶段 ， 反映了这
一领域的重要转型 ， 此时

研究的重点从描述和分析风险与教育公众 ， 转向 了对公众风险认知的深入探究 。

Ｓ ｌｏｖ ｉｃ于 Ｉ＂７年发表于 《科学 》 杂志的
“

风险感知
”

（ Ｐｅｒｃｅｐ
ｔ
ｉｏｎｏ ｆｒ ｉ ｓｋ）

—

文 ， 是

这种转向 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 文章指出 ， 我们的风险感知程度 ， 与风险源的可怕程

度 （ ｄｒｅ ａｄｆｕｌｎｅ ｓＯ 成正相关 ， 与对其的了解程度负相关 。 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风险感

知度坐标 （ 图 １）
， 成为风险传播研究的经典图谱。

（ 二 ） 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Ｆｉ ｓｃｈ ｈｏ辟卩 Ｓ ｌｏｖｉ ｃ等学者对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 ， 使得风险传播研究走上了心理

学研究的范式 ， 各种心理倾向也因此被纳入到对风险感知的探究中 。 例如 ， 有研究

指出 ， 人们心理上天生具有关注负面信息的倾向 ， 这使得人类在长期的进化中更容

易逃避危险 。 在利益纷争公开化 、 媒体纷纷报道负面新闻的现代民主社会 ， 这种心

理倾向空前提髙了人们的风险感 （ Ｓ ｌｏ ｖ ｉｃ
，
１ ９９３ ） 。

近 ２０年来 ， 西方风险传播学界对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各种因 素进行了大量研

究 。 这些研究表明 ， 人们对一个事物或一项技术风险大小的判断 ， 不仅仅决定于他

们所获得的有关该事物的风险几率或者风险收益比 ，
而同样决定于他们的知识 、 信

任 、 价值 、 先前信念以及情感等各种因素的互动 （ Ｅｖｅｌａ ｎｄ ＆ Ｃｏｏｐｅ ｒ
，２０ １ ３ ） 。

需要指出的是 ， 风险传播研究并非不关注风险的社会建构 。 比如 ，
风险的社会

放大框架理论强调风险通过包括媒体在内的不同的社会因素形成的放大站被逐层放

大 （ Ｋ ａｓｐ ｅｒ ｓｏｎｅｔａｌ ．

， １ ９８ ８） 。 我国学者还在转基因议题上将人际交流作为其中的

７ ２
丨

一个放大站发展了这一理论 （ 崔波 ，
马志浩 ，

２０ １３ ） 。 但即便以这
一

框架 ， 其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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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 风险传播的分析框架

来源 ：
Ｓ

ｌ
ｏｖ ｉｃ

， Ｐ ．

 （

１ ９８７
）

．Ｐ ｅ ｒｃｅ
ｐ

ｔｉ ｏｎｏｆ

＊

ｒｉｓｋ ．Ｓｃ ｉｅｎｃ ｅ
，
２３６

（
４７９９

）
，
２８２ ．

点仍然是考察人们对风险的心理感知 。 同样 ， 风险传播研究也并非不关注媒体 ， 但

其考察重点是检验媒体报道是加重还是减轻了人们的风险感 。 研究结果显示 ， 两者

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线性关系 ， 媒体报道对人们风险感知度的影响 ， 与 内容 、 报道

程度 、 事件性质 、 报道框架 、 读者阅读量等都有一定关系 （Ｗ ａｈｌｂｅｒｇ＆Ｓ
ｊｏｂ ｅｒｇ ，

２０００ ）〇

近年来 ， 通过对人们认知规律和心理趋势的把握 ， 风险感知领域取得了巨大

进步 。 学者们援引 了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这
一

心理学基本假设 ， 指出有限的认知资

源使大多数人在 日常生活中不会主动关注与其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 （ Ｌｕｐ
ｉ ａ ，

２０ １ ３ ） 。 人们往往因为偶然原因形成了各种初始信念 ， 继而用这些初始信念快速判

断而非仔细鉴别科技信息 （ Ｄｒｕ ｃｋｍａｎ＆Ｂｏ ｌｓ ｅｎ
，２〇 １ １） 。

不仅初始信念如此 ， 人们对科学事务的风险认知 ， 也受到诸多心理因素的影

响 。 如研究显示 ， 当人们对新兴科技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 ， 总是更愿意相信容易理＆

解的表述而较少相信有很多专业名词的叙述 （ Ｓｃｈａ ｒｒｅ ｒ ，Ｂｒｉ ｔ ｔ
，Ｓ ｔａｄｔｌｅｒ ＆ Ｂｒｏｍｍ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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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３）〇

尽管风险传播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心理学 ， 但西方风险传播研究中并不缺乏源于

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对风险的批判性反思 。 Ｂｅ ｃｋ的 《风险社

会 》
一书就是这种视角的主要思想资源 。 在他看来 ， 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特征

的现代性在消除人类传统困难时 ， 系统性地制造了更多难以控制的风险 。 风险恰恰

是由现代性 自身所 引入的处理危险的一种系统方式 （ Ｂｅ ｃｋ
， １ ９ ９２ ：２１ ） 。 贝克进而

认为 ， 现代社会已经从财富的分配转向了对风险的分配 ，
风险更多集中在弱势人群

身上 。 弱势并不仅仅指的是人们占有更少的财富或权力 ， 也包括知识 ， 后者经常更

加重要 （ Ｂｅ ｃｋ ， Ｉ＂２
：５ １

＿

８ ４ ） 。 正是在风险分配及其肇因上 ，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

论与风险传播研究有了结合点 。

但是 ， 主流风险传播学者们关注相对宏观的社会政治因素 ， 其落足点仍然是这

些因素对人们风险感知的影响这
一

社会心理学范式 。 相比较而言 ， 以 《风险社会 》

为代表的批判性的哲学和社会学视角 ， 并没有成为风险传播的主流 。 例如 ， 研究者

注意到在气候变化被不断政治化的情况下 ， 人们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态度与 （ 美国

的 ） 党派属性非常相关 （ Ｋａｈａｎ ，Ｊ ｅｎｋｉｎｓ

－

Ｓｍ ｉｔｈ＆Ｂｒａｍａｎ
，２０ １ １） 。 风险传播的学

者也关注公众参与风险决策 ， 并开始探索诸如公众参与 、 信息开放等因素对公众风

险意识的影响 ， 但迄今为止仍缺乏有影响的公众参与风险管理的研究 （ ＭｃＣｏｍａ ｓ
，

Ａｒｖａ ｉ＆Ｂ ｅｓｌｅ ｙ ，２００９）〇

主流风险传播学者经常与科学传播中探究影响公众科技态度的研究合流 ， 共同

探讨决定人们对新兴技术接受度的社会心理因素 。 近年来 ， 主流风险传播学者积极

探索人类注意力 、 人类认知习惯和政治立场等因素对人们科技态度的影响 ， 这对主

流的科学传播研究也是
一个重要补充 。 但他们更关注

“

参与
”

这
一

行为会对人们认

知和行为产生的影响 。 在认知上讲
，
公众可以在与科学家的直接交流中 ， 更信任科

学家 、 拉近双方的价值立场 、 给予更多的注意力资源对待科学问题 ， 同时减少对新

兴科技风险的认知资源 ， 相应增加了对其收益的认知资源 （ Ｄｉ ｅ ｔｚ
，
２０ １ ３ ） 。

（ 三 ） 我国的风险传播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 ， 包括食品安全 、 环境污染及各种公共安全等风

险事件频发 ， 贝克的
“

风险社会
”

成为描述当下的常用概念 。 相对于海外主流的风险

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国内较多侧重传播机制 、
风险管理等实务应用研究 （ 上海

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 ，
２〇１ ２

：
５３ ） ， 而较少涉及风险感知 （ 贾鹤鹏 ， 范敬群 ， 闫

７４

隽 ，
２０１ ５ ） 。 这种相对宏观和功能性的取向 ， 部分可能源于中国风险传播特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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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和核心问题 ， 例如当下社会很多
“

低风险
”

项 目 引发了
＂

社会高风险
”

感知 ， 这

必须结合我国宏观制度结构的背景分析 （ 曾繁旭 ， 戴佳 ，

２０ １ ５ ） 。

近年来 ， 学者在核电 （ 邓理峰 ， 涂胜彬 ，
２０ １ ６

；
张乐 ， 童星 ，

２０ １ ４ ） 、 转基因

（ 崔波 ， 马志浩 ，
２０１ ３ ） 和食品安全 （ 范春梅 ， 贾建民 ， 李华强 ，

２０ １２ ） 等议题

上研究了导致公众对特定技术风险接受度的肇因 。 研究发现 ， 知识与风险技术的距

离 、 情感 、 教育程度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地位以及性别等都在特定风险技术接受度上

发挥作用 。 以距离感为衡量因素的
“

避邻情节
”

在核电和ＰＸ项 目等议题上得到了

较为广泛的研究。

中国风险传播学者对风险感的研究 ， 与Ｅｖｅ ｌａｎｄ和Ｃ ｏｏｐｅｒ的研究 （ ２０ １ ３ ） 揭不的

知识 、 信任 、 价值 、 先前信念以及情感等各种对风险感的影响因素 ， 以及Ｋａｓｐ ｅｒｓｏ ｎ

等人的研究 （ １ ９８８） 揭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相比 ，
既有相同点也有很大的不

同 。 就影响风险感的因素而言 ， 知识和情感都得到了考察 ， 但从发表文献来看 ， 我

国学者对体制性信任这
一决定风险感的最常见因 素的实证考察并不多 ， 我国学者普

遍缺乏对此前信念或注意力等认知因素的考察 。 就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而言 ， 绝大

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着力于探讨放大风险的社会因素或不同
“

放大器
”

的表现 ， 特

别是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发挥的作用 ， 但对个人的风险感被放大与否及其效果却鲜有

涉猎。 中国研究者更侧重宏观和功能性的阐释 ， 相对忽视个体层面的实证研究 。

此外 ， 在我国 ，
风险传播常常和危机传播相混用 ， 因此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别和

联系进行澄清 。 从研究取向上看 ， 风险传播更多吸收了心理学的理论 ， 关注个体受

众的心理认知 ， 强调交流和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 ， 国内学者较少使用风险传播 ，

较多使用
“

风险沟通
”
一

词 。 在中文语境中 ，
风险沟通更加强调传播者的主动行

为 ， 也更加侧重于研究对政策制定的意义 ， 而危机传播则从公共关系和管理学中汲

取理论 ， 旨在化解危机维护形象 ， 侧重对危机的管理和控制 。 从时态上看 ， 风险传

播侧重对未来潜在的危险 、 威胁和危机分析 ， 属于
“

事前管理
”

； 而危机管理则多

为企业或组织的危机处理 ，
可以看作

“

事后控制
”

（ 曾来海 ，
２〇 １ １） 。 从 目标受众

上看 ， 风险传播聚焦在个体行为改变 ，
而危机传播则可以应用在个体 、 社区和区域

层面的行为 （ Ｒｏｇｅｒｓ＆Ｐｅａｒｃ ｅ
，２０１ ６

）
。 同时 ， 风险传播和危机传播都致力于减少危

害的可能性或程度 ， 且都通过媒体告知大众信息 ， 鉴于其互补性 ， 学者们提出了
一

个将两者整合的危机和紧急风险传播模式 （ ｃｒｉ ｓ ｉ ｓａｎ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ｉ ｓ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

ｉｏ ｎ
，

简称ＣＥＲＣ ） （ Ｒｅ ｙｎ ｏ ｌｄｓ＆ Ｓｅｅｇｅ
ｒ

，
２００５

）
。

然而 ， 正如 危机传播在 中 国本土化的政治文化背景下 凸显 了政府的视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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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 ｕａｎ ｇ ，Ｗｕ ＆Ｃｈｅｎｇ ，２ ０ １ ６ ） ， 风险传播从心理认知到宏观管理的转化所体现

的 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 ， 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机遇和理论突破的可能性 。

例如 ， 体制性信任是西方风险传播 、 科学传播学者经常利用的一个变量 ， 但在西

方 ， 这个变量基本上只考察公众对相关科研机构或企业的信任度 （ Ｇ ａｍｅｒｏａ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１ １） ， 而我国的很多科技争议 ， 往往与人们对宏观社会管理体制和政府信任度更

有关 （ 贾鹤鹏 ， 范敬群 ， 闫隽 ，
２０１ ５ ） 。

三 、 健康传播与说服理论

（

一

） 健康传播的社会营销

健康传播的社会实践源于社会发展对普及公共卫生知识的需求 ，
但其作为

一

个

学科的诞生 ， 则是由于社会营销在该领域的广泛应用 （ 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６ ） 。

一

方面 ，

学者们发现 ， 掌握健康知识不足以确保人们采取健康的行为 ， 因为大部分公共卫生

或医学研究的知识都是基于人口层面 ， 很难直接转化成为对个人有意义的信息 。 例

如 ， 美国烟民 ４０岁时死于肺癌的绝对几率是十万分之十
一

， 这
一比例很难对有烟瘾

的人构成足够的震慑力 （
Ｊ
ｅｆｆｅｒｙ ，１ ９８９） 。 另

一方面 ， 对公共资金进行评估的需求

也推动了健康传播中广泛采取社会营销的手段 。 对于决策者而言 ， 投入健康传播的

目的就是要改善公共卫生指标 （ Ｈｏｍ ｉｋ
，
２００２ ） 。 通过借鉴商业广告和商品营销 ，

更有可能改善公共卫生和健康行为 。

在这种实践推动下 ， 从７０年代末开始 ， 学者们陆续创办了一批相关刊物 ， 包括

Ｉ ９７ ８年创刊的 《健康心理学 》 （ Ｈｅａｌ ｔｈＰ ｓｙ ｃｈｏ ｌｏ ｇｙ） 、 Ｉ％９年创刊的 《健康传播 》

（ Ｈｅ ａｌ ｔｈＣ ｏｍｍｕ ｎｉ ｃ ａ ｔｉｏ ｎ） 、 １ ９９ ６年创刊的 《健康传播学刊 》 （ Ｊ ｏｕ ｒａ ｎｌｏｆ Ｈｅ ａ ｌ ｔｈ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 ）
， 以及２００９年问世的 《健康与大众传播期刊 》 （

Ｊ
ｏｕ ｒｎ ａ ｌｏｆ Ｈ ｅａ ｌ ｔｈ

＆Ｍａ ｓ ｓ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ｏｎ ） 。 这些刊物的创办 ， 标志着健康传播作为

一

门学科得以确

立 。 虽然健康传播是多学科交融的产物 ， 但致力于推动公众采纳健康行为的各种说

月艮理论 ， 始终处于这门年轻的学科的理论核心 （ Ｐａｒｒｏ ｔ ｔ＆ Ｋｒｅ ｕｔｅｒ
，２０ １ １ ）

， 这从某

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健康传播中社会营销的初衷和旨趣 。

健康传播研究中 广泛应用的行为改变模型包括健康信仰模型 （ ｈ ｅ ａ ｌ ｔｈｂ ｅｌ ｉ ｅ ｆ

ｍｏｄ ｅ ｌ）
、 社会认知理论 （ ｓ ｏ ｃｉａｌｃｏ

ｇｎ
ｉ ｔ

ｉｖｅｍｏ ｄｅ ｌ） 和推理性行动理论 （ ｔｈ ｅ ｏｒｙｏ ｆ

ｒｅａ ｓｏ ｎｅｄａｃ ｔｉｏ ｎ）（Ｈｏｍｉ
ｋ

，２〇〇２ ） 。 健康信仰模型的 四个主要理论构成为 ： （ １ ）

强调被传播者对疾病的 易感性 ； （ ２） 强调疾病或不健康行为的严重性 ；
（ ３ ） 健康

７６；

行为的风险与收益
；

（ ４ ） 健康动机 。 公众是否采纳健康行为是这四个因 素交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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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产物 （ Ｒ ｏ ｓｅｎｓｔ ｏｃｋ ，１ ９７４ ） 。 社会认知理论则包括对采纳健康行为的积极后

果的认可和相信 自 己可以实施此行为的 自我效能 （ Ｂａｎｄｕ ｒａ
， １ ９９０ ） 。 推理性行动理

论认为 ， 人们是否采纳健康行为 ， 取决于他们的动机 ， 而动机又决定于他们对这
一

行为的态度和主观规范 （ 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ｉｖｅｎｏｒｍ ｓ ） ， 也就是行动者 自 身是否感受到这种规

范 （
Ｆｉ ｓｈｂｅｉｎ＆Ａ

ｊ
ｚｅ ｎ

， １９ ８０ ） 。 提出推理性行动理论的Ａｊ
ｚｅｎ又在此基础上发展 了计

划行为理论 （ ｔｈ ｅｏｒ
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 ｅ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 ， 增添了可感知的行为控制能力作为预测

动机的变量 （ Ａ
ｊ
ｚｅｎ

， １９８５） 。

以上行为改变理论模型植根于后实证主义与社会心理学 ， 旨在基于建构变量探

讨信息和认知 、 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 Ｄ ｕ ｔ ｔａ ＆ Ｚｏｌ ｌｅ ｒ
，２００８） ， 在此基础上根据

被传播对象的薄弱环节来做出公共卫生的干预措施 。 这不仅有学术传统的影响 ， 从

具体的社会实践看 ， 健康传播之所以能快速成长就是因为政府和相关组织的经费支

持 （ Ａｔｋｉｎ＆Ｍａｒｓｈａ ｌ ｌ
，
１ ９９６） ， 导致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导向 ， 因此

研究者会更侧重基于媒介信息 ， 积极参与到健康教育和活动的开发设计中 。

（ 二 ） 健康传播 ： 从媒体到社会

除了各种说服理论外 ， 健康传播研究在健康行为的阶段性特征 、 媒体效果以及

健康干涉措施评估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 相对而言 ， 这些方面是科学传播和风险

传播的主流研究比较缺乏的 ， 当然 ， 这也是由于健康传播具有更加明确的行为干涉

对象和更易衡量的效果 。

在应用 各种说服理论过程中 ， 健康传播学者发现 ， 在采纳健康行为的不同阶

段 ， 人们的动机和效能是不
一样的 ， 并 由此发展 了健康行为的阶段性模型 （ ｓ ｔａｇｅ ｓ

ｍｏｄｅｌ ） ， 从而针对不同阶段的特点
“

对症下药
”

（ Ｄ ｉＣｌｅｍｅｎ ｔｅ ｅ ｔ ａｌ ．

，１ ９９ １ ） 。 在

此基础上 ， 学者进
一

步探索了针对健康行为的不同阶段 ， 应该依据不同说服理论

（ Ｓｌａｔｅｒ
，１９９９ ）〇

以媒体效果而论 ， 多年来的健康传播基于大量的数据 ， 证明了通过大规模媒体

投放 ， 可以促进青少年戒烟 、 使用避孕套 、 减少酗酒 （ Ｓａｌｍｏｎ＆Ａｔｋ
ｉｎ ，２００３）

；

但也有不成功的例子 ， 如美国国会批准的累计金额髙达 １ 〇亿美元的高中生减少大麻

使用项 目就难以看出特定收效 （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 Ｌｏ ｋｅｎ＆Ｈｏｍｉｋ

，２０１ ０ ） 。 相关研究表

明 ， 烟草厂商和酒类厂商做的青少年请勿吸烟 （ 饮酒 ） 的广告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

反而诱导了他们尝试烟酒 （ Ｐｉｅｒｃｅ ，Ｌｅｅ＆Ｇｉ ｌｐ ｉｎ
，１ ９９４

；Ｓｎｙｄｅｒｅｔ ａ ｌ ．

，
２００６ ） 。 跟

踪性研究也证明 ， 影视中的吸烟镜头或性行为也会导致青少年吸烟率增加 （ Ｄ ａｌｔ 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
， 或增加高中生性行为 （ Ｂ ｒｏｗｎ ｅ ｔａｌ ．

，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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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研究和说服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个体身上 ， 但作为社会动物 ， 人不可能不

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 尽管相关健康传播研究试图将环境因素纳入考量 ， 但大部分

仍然是将其内化为心理感知变量 ， 而对于文化等相对复杂抽象的因素则难以考核 。

近些年来 ， 从文化 、 诠释和批判路径关注健康传播中的意义 、 权力和社会等研究

也逐渐增多 （ 张嚓元 ，

２０ １ ４ ：２７ ８
－

２８ １ ） 。 例如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如政治立场等因

素如何影响叙述性文体 （ ｎ 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 的说服效果 ， 后者是近年来健康传播的关注热

点 ， 即从传统的陈述科学事实来说服人采取健康行为 ， 转变到 以情感或情节来打动

受众 （ Ｃａｐｐｅｌｌ ａ
，２００６） 。

（三 ） 我国的健康传播研究

Ｉ＂ ９年 ， 领域内权威期刊 《健康传播 》 （ Ｈ ｅ ａ ｌｔ ｈ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 编辑了中国

健康传播的特刊 ， 指出
“

健康传播领域的学者对于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 ， 而对中国

而言将传播学和健康结合起来还是一个非常新鲜的话题
”

（ Ｓｍｉ
ｔ ｈ

， １ ９９９ ）
， 这次

专刊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健康传播的尝试性探索 。 ２０１ ４年 ， 鉴于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多

的健康议题以及新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 《 中华传播学刊 》 （ Ｃ ｈ
ｉｎｅ ｓｅ 扣ｕｍ ａｌ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 也编辑了健康传播特刊 ， 旨在强调其紧急性和必要性 （ Ｂ ｒｅ ｓｎａｈ ａｎ

＆Ｚｈａｎ ｇ ，２０ １ ４）〇

尽管中国的健康传播研究已 引起了海外学术圈的关注 ， 但我国的健康传播总体

上发展缓慢 。

“

健康传播的概念直到 ９０年代初方在大陆得以明确
”

， 但早期的研究

者多为公共卫生人员 ， 传播学者在这个领域是缺席的 （ 韩纲 ，
２００４ ） 。 该领域在本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并未取得较大发展 ， 相关研究显示我国健康传播总体上仍然是高

度的实践应用导向 ， 新闻传播学者
“

尚未大规模介入健康传播研究
”

（ 喻国明 ， 路

建楠 ，
２０ １ １ ） 。 另

一

项基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 １ １年新闻传播学领域６本ＣＳ ＳＣＩ期刊的 内容分

析也佐证了以上观点 ， 大量研究仍然集中在相关健康议题的媒体报道 ， 过半的研究

缺乏严谨的方法和清晰的理论框架 （ Ｔａｉ
，
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Ｌｉｎ

，２０ １ ３ ） 。

近年来 ， 新媒体在健康传播 中 的应用 （ 胡百精 ，
２ ０ １ ２

； 陈虹 ， 梁俊 民 ，

２〇 １ ３ ） 、 传播者形象构建 （ 翁 昌寿 ，
２０ １ ２ ） 、 政府公共卫生项 目分析 （ 涂光晋 ， 张

媛媛 ，
２〇１ ２ ） ， 以及医患关系 （ 戴元光 ， 韩瑞霞 ，

２０ １ ２ ） 等逐渐得到关注 。 但是 ，

由于中国的国情 、 传播学者路径偏好及大规模调研和实验等研究资源的缺乏导致我

国健康传播较少涉及传播效果和说服理论 ， 我国学者更侧重于传播结构 、 传播者角

色和传播文化因素等社会学视角 （ 吴迪 ，
２０１ ４ ） 。 也正因为如此 ，

２０ １ ５年 《 国际新

！

？８

闻界 》 编辑的
“

健康传播
”

专刊的首篇论文 ，
强调这个领域中理论关照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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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 闫婧 ， 李喜根 ，
２０ １ ５ ） 。

尽管我国传播学者较少从社会化营销和说服理论的角度探讨健康传播 ， 但这并

不意味着这
一

西方健康传播研究的主流研究路线在中国语境下适用性不足 。 在当代

中国 ， 如计划生育等依靠国家权力来执行的健康政策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 在疫

苗接种 、 戒烟以及减少高热量和高盐量摄入等饮食领域 ，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学

界 （ 特别是公共卫生界 ） 同样需要依靠说服手段来劝导公众采纳健康行为 。 在这方

面 ， 我国的传播学者亟需与公共卫生学者和政府部门合作研究 ， 发掘适合我国 国情

的影响健康传播效果的变量和理论模型 。

四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 、 健康传播与中国传播学研究

（
一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主流研究路线的异同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看到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起步 、 发展和成熟

都受到了特定的学术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 表 １ 从社会背景 、 学术传统 、 主要议

题
、
常用研究方法 、 代表性理论等角度对比了这三个领域主流研究路线的异同 。

在取得进展的同时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主流研究范式也面临着

阶段性的发展障碍。 例如 ， 科学传播在反思和解构科学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影响下 ，

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科学知识的 中心地位难以动摇的情况下 ， 如何确保公众在科学

发展的问题上行使 自 己的正当权利 ， 其面临的挑战在于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可行

性。 风险传播的落脚点在于人们的风险感知 ， 但这种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公众参与风

险管理仍没有被充分探索 （ ＭｃＣｏｍａｓ
，Ａｒｖａｉ＆Ｂ ｅｓ ｌ ｅｙ ，２００９ ） 。 健康传播基于社会

营销的传统和实践的需求侧重于说服理论 ， 但对社会因素对健康行为影响的探讨仍

然不够全面 。 无疑 ， 学科之间的交融 ， 以及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与主流

传播学的互动 ， 有助于这些学科克服其发展的障碍 。

（
二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在我国的研究机遇

基于本文的分析 ， 我们认为系统梳理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主流研

究路线的发展和异同对我国传播学者开展相关研究很有裨益。 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

个方面 ：

首先 ，
了解这些学科的发展及其局限性对发展我国的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

康传播大有裨益 。 了解各个学科的学术脉络及影响其发展的社会 、 体制 、 学术因

素 ， 有助于我们定位 自 己的选题 、 实现国际发表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 此外 ， 对比

国际的发展 ， 就研究选题而言 ， 中国尚没有回答科学 、 风险与健康传播的很多基本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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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西方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主流研究路线的区别

＾科
｜

社会与体制背景
｜

学术传统 ｜

主要议题
｜

常用方法
｜

代表性理论
｜

核心期刊

１ ．公众质疑科质疑科学 访谈与案７
￣￣

７

̄

学 ， 学者反思科中心观 ； 例分析
学发展 ； 政府和 科学社会学 ；

公众参与 （ 焦点
科学 科学界许可提升 科学知识社会 科学 ；

公 小组较式
传播 公众支持 ；学 ； 社会心理 众科技态 多 ） ， 公

＃ Ｗｎ

＂ｇ

２ ．研究资助较 学度探究 ； 众调査 ， 姐仕仏 ？

少 ， 以社会科学公众科学 媒体内容
Ｗ子媒体化 Ｊ

ｏ
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Ｓａｅｎ 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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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丨

见 ）


问题 。 例如 ， 我们尚没有中国媒体如何报道科学和特定健康 问题的系统的经验研

究 。 由于中国国情与这些学科发展的土壤并不
一

致 ， 因而对这些经典问题的解答 ，

也会有助于丰富这些学科的发展 。 同时 ， 在创造性地应用这些学科既定理论的同

时 ， 我们也能更清楚地了解 自 己的情况 。

其次 ， 这些学科对
一

些重要议题的归 因考察 ， 仍局限在西方的语境 ， 中国的情

况不仅能拓展其现有变量的理论蕴涵 ， 也有助于发掘新的变量和变量关系 。 如体制

性信任在中国无疑应该包括对宏观体制的信任度 ； 政治立场则需要跳出美国两党对

立意识形态的量表
； 知识程度在西方后工业社会对人们的科技和健康态度发挥的作

用可能越来越小 ， 但对于中国公众 ， 这可能仍然是
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 中国社会

的独特国情也可能发掘新的变量 ， 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可能会与科技态度和健康行

为存在关联 ， 发掘这些新的变量也会对现有变量做出发展 ， 如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８〇 者可能在看待社会规范方面与西方并不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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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在西方 ，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与健康传播的主流研究路线在发展过程中

都遭遇了
一

些障碍 ， 如公众如何参与科学 、 风险管理以及公共卫生决策等 。 这些障

碍的共性之
一

就是在公众参与的道义正 当性和专业领域必然具有的专家对治理的垄

断性之间的张力 。 我国在这些遭遇障碍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 。 为

此 ， 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地在论证公众参与的必要性的同时 ， 也对其可行性进行探

讨 。 而另一方面 ， 中国特定的社会语境 ， 如国家在科学和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强大作

用 ， 是否会有助于弥补西方体制下公民参与的不足？ 这也有待我国学者的进
一

步探

究 。 实际上 ， 已经有研究在比较中西媒体对麻渗报道后 ， 认为中国的报道更有助于

调动公民支持疫苗接种 （ Ｒｅｎ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ｌｌｇａ ｉ ｅｒ ＆ Ｌｏ ， ２０ １ ４ ） 。 中国强大的国家动

员能力 ， 是否会促进公民对科学健康环境事务的有效参与 ？ 抑或相反 ？ 中国特定的

政治体制是否会导致形式上的公众参与与实际的政策效果必然存在差距 ？ 此外 ， 相

比西方的议政式公民参与 ， 我国 当代很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是由 与环境和健康相关

的科技问题引发 。 探索多种形式的公民参与 ， 也有助于丰富公众参与科学 、 风险管

理以及公共卫生决策的理论与实践 。

虽然从梳理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的国际主流路线的角度 ， 我们可以

发现很多有待中国传播学者挖掘的议题 ，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 当下中国在科学议

题传播 、 风险议题参与及沟通 、 以及健康事件传播等方面都面临着困境 。 比如 ， 公

众对转基因的抵制 、
民众对ＰＸ化工厂和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抗议以及医患关系的

持续紧张 ， 并没有随着传播学者对这类议题的广泛研究而有所改善 。 学者甚至认

为 ， 信任缺失已经深深嵌入中国制度结构和社会心理中 ， 而政府和机构倚重专家知

识和权威宣传更是导致传播主体之间出现深刻的裂痕 ， 使得风险沟通几乎成为
一个

死结 （ 曾繁旭 ，
戴佳 ，

２〇 １５ ） 。

的确 ，
中国 当下的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面临的困境与制度欠缺密不

可分 ，
但从另外

一

个视角着眼 ， 我们会发现 ， 我国学者致力于为这些方面的传播难

题提供解决方案的研究偏好 ， 可能让我们忽视了在理论层面深入挖掘各种传播困境

中个体受众的行为及广泛而复杂的影响因素 。 例如 ， 以转基因为例 ，

一

方面是公众

闻
“

转
”

色变 ， 另
一方面则是中 国转基因木瓜 、 转基因大豆油的销量从未因

“

反

转
”

而受到影响 。 这其中体现的公众的显性态度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系 ， 值得我国

科学传播或风险传播学者深入挖掘 。 再比如 ， 信任缺失导致人们拒绝相信
“

转基因

无害
”

的科学结论 ， 但从已发表文献看 ， 信任因素在公众对核电的态度中所发挥的

作用却并不十分显著 ， 而在另
一

个潜在的风险科技纳米技术上 ， 则几乎看不到信任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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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接受度的关系 。 这说明 ， 体制性信任固然对风险沟通非常重要 ， 但却不是唯
一

重

要的变量 。 因而
，
单纯以体制不合理导致的信任缺失作为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或健

康传播面临的死结 ， 并不是
一

个无可置疑的结论 。

只有深入研究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的理论及其与中国实践的关系 ，

并积极利用各种新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 尤其是利用涉及注意力 、 信息处理模

式等认知理论和方法 ， 我们才能对 当下 中国在科学议题传播 、 风险议题参与及沟

通 、 以及健康事件传播等方面的 困境有更加系统的把握和更加可行的 （ 即便不是及

时的和最终的 ） 解决方案 。 而这一研究过程 ， 也是我们创立和发展属于中国 自 己的

科学传播 、 风险传播和健康传播理论的机遇所在 。

（ 责任编辑 ： 熊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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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Ｊｕｎｈａｏ（ｅｄ ． ）
，
Ｎｅｗ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ｏｍｍ 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ｌ） ．Ｂ ｅｉ

ｊ
ｉ ｎ
ｇ

：Ｔｓ ｉｎ
ｇ
ｈｕａ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 ｓ ．

］

Ａ
ｊ
ｚｅｎ

，
 Ｉ ． （

１ ９８５ ） ．Ｆｒｏｍｉｎ 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ｏａｃｔｉ ｏｎｓ ：ａｔｈｅｏｒ
ｙ
ｏｆ

ｐ
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 ．

Ｉｎ Ｊ ． Ｋｕｈ ｌ＆ Ｊ ．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ｅｄｓ．

） ，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ｏ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ｒｌ ｉｎ ：Ｓ
ｐ
ｒｉ ｎ

ｇ
ｅ ｒ

－Ｖｅｒｌ ａ
ｇ

．

Ａｌ ｕｍ
，
Ｎ ” Ｓ ｔｕｒｇ ｉｓ， Ｐ” Ｔａｂｏｕｒａｚｉ

，
Ｄ ”＆ Ｂ ｒｕｎ ｔｏｎ －

Ｓｍｉｔｈ， Ｉ ．（２００８）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ａｎｄａｔｔ ｉ

ｔｕｄｅ ｓａｃｒｏｓ 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
ｙ
ｓｉ 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７（ １
） ， 

３５
－

５４．

Ａｔ
ｋｉｎ ，Ｃ ．

，＆Ｍａｒｓｈａｌ ｌ ，Ａ ．

（ １ ９９６
）

．Ｈｅａｌ ｔｈ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 ＩｎＭ ．Ｂ ．Ｓａｌｗｅｎ＆Ｄ ．Ｗ．Ｓ ｔａｃｋｓ（ｅｄｓ ．

）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ｍｍ 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ｈｗａｈ

，Ｎ Ｊ ：Ｌａｗ ｒｅｎ ｃｅＥｒ ｌｂａｕｍ

Ａ ｓｓｏｃ
ｉ
ａｔｅｓ ．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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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ｄｕｒａ ， Ａ．

（
１ ９９０

）
．Ｐｅｒｃｅ ｉｖｅｄ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
ｙ

ｉｎ ｔｈｅｅｘｅｒｃｉ ｓｅ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ｖｅｒ 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 ｏｎ ．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１３
（
１ ） ，

９
－

１７ ．

Ｂａｕｅｒ， Ｍ ． Ｗ．

 （
２００９

）
．Ｔｈｅｅｖｏ ｌｕ ｔｉ ｏｎｏｆ

ｐｕｂ ｌ ｉ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 ｎ
ｇ
ｏ ｆｓｃｉｅ ｎｃｅ

—

ｄ ｉｓｃ ｏｕ ｒｓ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 ｅ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４

（
２） ，

２２ １
－

２４０ ．

Ｂｅｃｋ ，Ｕ．

（ １９９２
）

．
Ｒｉｓ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ｅｗ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

ｇ
ｅ．

Ｂｒｅｓ ｎａｈａｎ ，Ｍ ．

，＆Ｚｈｕａｎ
ｇ

， Ｊ
．

 （２０ １４
）

．Ｔｈ ｅｕ ｒ
ｇ
ｅｎｃ

ｙ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 ｔ

ｙ
ｆｏ ｒ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 ｎ

Ｃｈ 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 （３ ）

，

２５９

－

２６６ ．

Ｂ ｒｏ ｓｓａｒｄ，

Ｄ ．

，
＆Ｌ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

Ｂ ．

Ｖ．

 （
２ ００９

）

．

Ａ
ｃｒｉｔｉｃ ａｌａ

ｐｐ
ｒａｉｓａｌｏ ｆｍｏｄｅｌｓｏｆ

ｐｕｂ 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
ｇ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Ｌ ． Ａ ．Ｋａｈｌ ｏｒ＆Ｐ．Ｓｔ
ｏｕｔ （

ｅｄｓ ．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ａｇｅｎｄａｓ 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ａ
ｙ

ｌ ｏ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ｃ ｉｓ ．

Ｂｒｏｗｎ
，
Ｊ ．Ｄ．

，
Ｌ

＇

Ｅｎ
ｇ

ｌｅ ，Ｋ ．Ｌ ．

，Ｐａｒｄｕｎ ，Ｃ ．Ｊ ．

， Ｇｕｏ ， Ｇ．
，Ｋｅｎｎｅａｖ

ｙ
，Ｋ．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Ｃ ．

 （２００６ ）
． Ｓｅｘ

ｙ
ｍｅｄ ｉａ

ｍａｔ ｔｅｒ： ｅｘｐｏ ｓｕｒｅｔｏ ｓｅ ｘｕ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ｍｕｓｉｃ
， ｍｏｖｉｅｓ ，ｔｅｌｅｖｉｓ 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

ｇ
ａｚｉ ｎｅｓ

ｐ
ｒｅｄｉ ｃｔｓｂ 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 ｔ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 ｔｓ 

’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 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１ １

７
， １
０

１
８
－

１
０２７ ．

Ｃａ
ｐｐ

ｅｌ ｌ ａ ，Ｊ ．Ｎ．

（
２００６

）
．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ｉｎ

ｇ 
ｍｅｓ ｓａ

ｇ
ｅｅｆｆｅｃ

ｔ
ｓａｎ 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

ｏ ｒｇ
ａｎ ｉｚｉ ｎ

ｇ
ｃｏｍｍｅｎ 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ａｎ ｓｗｅｒｅｄ
ｑ
ｕｅｓｔｉ 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５６

（
１

）
，

２６５

－

２ ７９ ．

Ｃｏ ｌｌｉｎｓ ，Ｈ ．Ｍ ．

 （
１９８ １

）
． Ｓ ｔａ

ｇ
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ｅｍｐ ｉｒｉｃａｌ

ｐ
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ｏｆ ｒｅ ｌａｔｉｖｉ 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 １ （ １ ） ，

３
－

１０ ．

Ｃｏ ｌｌｉｎｓ
，Ｈ． Ｍ ． （ １９８７ ） ．Ｃｅｒｔａｉ ｎｔ

ｙ 
ａｎｄ

ｔ
ｈｅ

ｐ
ｕ ｂｌｉ ｃ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 ｎ

ｇ
ｏｆ 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 ｃｉｅｎｃｅｏｎｔｅｌ

ｅｖ ｉｓ
ｉ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 １７（４ ），


６８９

－

７ １
３

Ｃｏｌｌ ｉｎｓ， Ｈ ．Ｍ ．

（ １９ ８８）
．Ｐｕ ｂｌ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 ｎ

ｔｓａｎｄ ｄｉ ｓ
ｐ

ｌａ
ｙ

ｓｏ ｆｖｉｒ ｔｕｏｓｉｔ
ｙ

：ｔｈｅｃｏ ｒｅ
－

ｓｅｔｒｅｖｉｓ ｉ
ｔｅｄ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８（４ ） ， ７２５
－

７４８ ．

Ｄａｌｔｏｎ ，Ｍ ．

Ａ．
， Ｓａｒ

ｇ
ｅｎｔ

， Ｊ． Ｄ ．

， Ｂｅａｃｈ ，Ｍ ． Ｌ ．

，

Ｔｉｔｕ ｓ

－Ｅｍｓ ｔｏｆｆ ，Ｌ ．
，

Ｇｉｂ ｓｏｎ ，Ｊ ．Ｊ．

， Ａｈｒｅｎｓ， Ｍ ．Ｂ ．

，Ｔｉｃｋｌｅ ， Ｊ ．Ｊ．

， ＆

Ｈｅ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 Ｔ． Ｆ． （２００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ｖ ｉｅｗｉｎｇ 

ｓｍｏｋｉ ｎ
ｇ

ｉｎ ｍｏｖｉ ｅｓｏｎ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ｍｏｋｉｎ
ｇ

ｉｎｉｔ 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
ｙ

．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３６２（
９３ ８０） ，


２８ １

－

２８５ ．

ＤｉＣｌ ｅｍｅｎ
ｔ
ｅ

，
Ｃ ．Ｃ ．

， 
Ｐｒｃｘ：ｈａｓｋａ

，
Ｊ ．０．

， 
Ｆａ ｉｒｈｕｒｓ

ｔ ，
Ｓ ．Ｋ ．

，
Ｖｅ ｌｉ ｃｅｒ

，
Ｗ． Ｆ ．

，

Ｖｅｌａｓ

ｑ
ｕｅｚ

，
Ｍ ．Ｍ ．

，
＆Ｒｏ ｓｓｉ

，
Ｊ ． Ｓ ．

（ １
９９ １

）
．

Ｔｈｅ
ｐ

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ｍｏｋｉｎ
ｇ
ｃｅｓ 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
ｒｅｃｏｎｔｅｍ

ｐ
ｌ ａｔ 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 ａｔｉ ｏｎ ，ａｎｄ ｐ

ｒｅ
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
ｇ
ｅｓｏｆ ｃｈａｎ

ｇ
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５９ （２ ） ，

２９５－

３０４ ．

Ｄｉｅｔｚ ，Ｔ．

（２０ １ ３
）

． Ｂｒｉｎ
ｇ

ｉｎ
ｇ
ｖａｌ ｕｅｓａｎ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ｔｏｓｃ 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 １０
（
３ ） ，１４０８ １

－

１４０８７ ．

Ｄｒｕ ｃｋｍａ ｎ
，Ｊ ．Ｎ ．

，＆Ｂｏｌ
ｓｅ ｎ

，Ｔ．

 （２０ １ １ ）
．Ｆｒａｍ

ｉ
ｎ
ｇ ，ｍｏ ｔ

ｉ
ｖａｔｅｄｒｅａｓｏｎｉ

ｎ
ｇ ，ａｎｄｏｐ ｉ

ｎ
ｉ
ｏｎ ｓａｂｏｕ ｔ ｅｍｅｒｇ

ｅｎ ｔ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ｅｓ． ＪｏｕｍａＪ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
６ １

（
４
） ， 
６５９

－

６８ ８ ．

Ｄｕｔｔａ
，
Ｍ ． Ｊ ．

，
＆Ｚｏｌ ｌ ｅｒ

， 
Ｈ ．Ｍ ．

（
２００８

）
．Ｔｈｅｏｒｅ

ｔ
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 ｎ

ｔ
ｅｒ
ｐ
ｒｅｔｉｖｅ

，
ｃｒｉ

ｔ
ｉｃａ

ｌａｎｄ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 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ｈ ｅａｌ 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 ．Ｍ ．Ｚｏｌ ｌｅｒ＆Ｍ ．Ｊ ． Ｄｕｔｔａ（
ｅｄｓ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
ｅ ．

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Ｐ．Ｗ．

， ＆Ｃｏｏ
ｐ
ｅｒ，Ｋ ．Ｅ ．

 （
２０ １ ３ ）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ｅｄ ｍｏｄｅ 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ｉ ｎｆｌ ｕｅｎｃｅｏｎｂｅ ｌ ｉｅｆ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 １０
（
３） ，

１ ４０８８
－

１４０９５ ．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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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
ｇ

， Ｘ．

（２０ １ ３）
．Ｌｏｃａｌｐ

ｅｏ
ｐ

ｌｅ
’

ｓ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ｃｉ ｖｉｌｎｕｃ ｌｅａｒ

ｐｏ
ｗｅｒｉｎ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

ｔ
ｅｘ

ｔ
．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３
（３） ， 

２８ ３
－

２９８ ．

Ｆｉｓｈｂｅｉｎ
，

Ｍ ．

， 
＆ Ａｊｚ

ｅｎ， Ｉ ．

 （ １９８０ ）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Ｅｎｇ ｌ
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

Ｐｒｅｎ ｔ
ｉ
ｃｅ

－

Ｈａｌｌ
．

Ｆｉｓ ｃｈｈｏ ｆｆ ，Ｂ ．

（ １ ９９５
）

． Ｒｉ 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ａｔ

ｉｏｎｕｎｐｌ ｕ
ｇ ｇ

ｅｄ ： ｔｗｅｎ ｔ
ｙ ｙ

ｅ ａｒｓ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 ｓ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５（２ ）， １ ３７
－

１４５．

Ｇａｍｅｒｏａ ，Ｎ ．

，Ｅｓ
ｐ

ｌｕ
ｇ
ａ

，Ｊ ．
，Ｐｒａｄｅｓ

， Ａ ．

，Ｏ ｌ ｔｒａ ，Ｃ．
，Ｓｏ ｌｄ ，Ｒ ．

，＆Ｆａｒｒ＾ ，Ｊ
．

 （２０ １ １ ） ． 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ｉｏｎａｌｄ 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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