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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屆「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國際研討會」（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ealth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Media），於今（2008）年 8 月 12 日至 14

日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蘭大市舉辦。主辦單位為美國疾病管制中心的國家健康

行銷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Marketing）。 

該研討會係以論壇的方式，將政府單位、公衛專家、學者、及民間單位的

實務工作者齊聚一堂，共同針對彼此在健康傳播、行銷以及媒體方面的理念、

研究發現以及實務經驗交流；該研討會主軸訂為Engage and Deliver（參與及實

現），希望藉此探討公部門要如何才能使民眾願意共同參與，並發展有效傳遞

健康資訊與進行宣導的方法，以改善個人與社區的健康。 

研討會內容主要包括四大部分：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的創新、健康不平等的

降低、公共衛生計畫與資訊的傳播、民眾採納健康行為的參與。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由公共關係室王宗曦主任與楊淑真技士代表與會，並進行海報張貼分享

2007 年台灣愛滋防治宣導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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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參加本次會議之目的： 

藉由參與該會議與國際友人進行意見交流外，並汲取他國健康傳播實務經

驗，以強化本局防疫溝通與大眾傳播模式。 

 
 

貳、過程 

一、研習行程 (8 月 10 日至 8 月 16 日) 
 

日期 地點 行程內容 
8 月 10 日 台灣—洛杉磯 啟程 
8 月 10 日 洛杉磯—亞特蘭大 路程 
8 月 11 日 亞特蘭大 抵達 
8 月 12 日 亞特蘭大 研討會 
8 月 13 日 亞特蘭大 研討會 
8 月 14 日 亞特蘭大 研討會 
8 月 15 日 亞特蘭大—洛杉磯 返程 
8 月 16 日 洛杉磯—台灣 抵達 

 
二、研習內容 

三日的研討會形式分為主題演講、論文發表、論壇與海報展示，內容主要

分為四大部分： 

（一）Innovation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Media（健康傳

播、行銷與媒體的創新）：指新科技、合作關係模式、工具、評價方

法、新興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趨勢等。 

（二）Reducing Health Disparities（降低健康的不平等）：包括如何藉由合作

關係、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以降低因族群或社經地位而產生的健康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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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並討論如何透過資訊提供與宣導活動的介入以有效觸達邊緣及

弱勢團體。 

（三）Dissemination of Public Health Programs and Information（公共衛生計畫

與資訊的傳播）：重點在有效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宣導活動的策略、

合作關係、傳播管道以及評量方法等。 

（四）Engaging the Public to Adopt Healthy Behaviors（民眾採納健康行為的

參與）：包括如何瞭解分眾心理與需求，以促進民眾採納健康行為，

增進個人與社區健康。 

有鑑於上述三天共計四大主題的內容分多個會議室同時進行，因此針對健康

議題之行銷規劃、評值與宣導訊息的露出與測量等相關之主題內容進行重點

整理並摘要如下： 
 

（一）健康議題之行銷規劃與評值 

1.電視仍是大多數閱聽者最主要的媒體資訊來源 

來自TBS（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的主管，以最新的統計與閱聽眾媒

體使用調查數據顯示，雖然現今社會似乎視網際網路的使用為大多數閱聽人接

收訊息的主要來源，但近年來在美國使用網際網路越多的人，同樣也是電視看

得越多者。以目前日益走紅的YouTube為例，亦有統計數據顯示，使用者多為

35 歲以上年紀者。因此，青壯年族群仍是媒體使用的主要族群，該族群除看電

視外，網際網路的使用時間也同樣增加。這和以往我們認為只有年輕族群才使

用網路的迷思有相當程度的落差。由此延伸至健康宣導的傳播管道選擇，電視

仍是不可忽視的媒體選擇。 

由該結論對照台灣民眾媒體使用習慣，亦印證同樣的事實。根據 AC Neilsen 

2008 年 1 至 6 月的媒體使用調查發現，即便網際網路的使用習慣人口日益增加，

九成六民眾仍然選擇電視為最主要的媒體選擇。 

2. 考量分眾需求，提供適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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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講者Dr. J. Walker Smith則提出有關「消費者景觀」的概念。該公

司每年皆針對美國消費者的態度、價值觀、動機、生活形態、消費習慣等，進

行特定分眾的概況資料蒐集與分析。該講者所謂的「消費者景觀」，指的是對

消費行為的渴求。無論何種宣導訴求，資訊的提供雖有用，但卻也必須置入閱

聽人日常進行資訊處理的生活形態中。故在健康宣導中，除應考量分眾之需求

外，在訊息內容部分，亦需注意盡量勿提供自認完整但目標受眾無法消化或承

受的訊息，因為大部分的受眾可能都不清楚自己無法消化與吸收過多的健康資

訊。 

3. 有效宣導訊息規劃十步驟 

 研討會第二天的一場會議中，來自媒體業界的 Michael J. Miller 提出了宣導

訊息規劃及設計時能讓訊息發揮有效功能的十步驟： 

(1) digest research（宣導訊息訂定前應對研究結果要先消化並融會貫通）。 

(2) build trust（信任感的建立）。 

(3) identify a common goal（確認共同目標）。 

(4) identify your target audience（確認目標受眾）。 

(5) what matters to them（找出目標受眾的需求）。 

(6) let research sing（讓研究結果來引導宣導設計）。 

(7) amend research to meet goal（修改研究以符合宣導目標）。 

(8) develop message（發展訊息內容）。 

(9) release strategically（策略性的發布宣導訊息）：即非直接訴諸媒體，

要考量反對者會如何反應。 

(10)  evaluate and amend（對宣導活動進行評價與修改）。 

該講者以某議題為例，指出在宣導經費遭大幅刪減的情況下，宣導活動的

重點不在直接針對民眾，而是鎖定在民意代表，提醒其重視該議題，但又缺乏

經費推動防治宣導之事實。因此媒體策略乃將訊息內容包裝成與地方相關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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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事，讓記者質疑立法者為何削減經費影響政策推動？這種媒體策略是將原

本可能與自己對立的新聞媒體，轉為支持與自己立場相同的伙伴。 

另一報告人則提出了一個相當具創意的宣導訊息設計策略。他們的研究主

要是針對佛羅里達州衛生單位的流感防治宣導活動。在他們所製作的「問第五

個人」（Talk to the Fifth Guy）宣導廣告中，放棄了過去直接將訊息內容與宣導

主題連結的方式，而是改以塑造愛清潔的社會常態模式，引導出人們為何要洗

手的理由。調查數據顯示，美國人中每五個人有四個人會在便後洗手，故所謂

的「第五個人」，就是指那些無此習慣者。該宣導廣告中，一名男子即「第五

個人」，誇張地手持馬桶座進辦公室，然而同事看到他卻紛紛走避。最後廣告

打出「為何要洗手？問第五個人就知道」的標語，自然而然在此幽默的短片中，

突顯流感預防的宣導主題。 

而該系列的流感預防宣導廣告還包括其他幾支短片，重點皆在呼籲得到流

感的上班族，最好留在家裡休息，不要貿然去上班，以免將流感傳給他人。據

兩位報告者表示，該系列富創意、幽默的宣導短片也頗獲美國其他州的青睞，

並開始在佛州以外的地方放映。 

 4. 宣導活動之評價 

從過去許多的宣導經驗中發現，大部分宣導計劃在執行前很少進行系統的評

估，而是交由廣告或傳播公司發揮其創意；就訊息訴求、呈現方式、代言人以

及傳播管道的選擇，僅蒐集有限的資料進行分析，因此宣導目標與目的也就無

法根據研究結果來規劃與擬定。然而，一般商業廣告或其活動卻能藉由事前的

研究，包括市場調查、消費者意見調查、焦點團體訪談以及訊息測試等，準確

的瞭解目標受眾的需求，進而訂出有效的宣傳策略。 

 宣導評價的種類大致可分為在宣導活動推行前的評價、宣導活動進行中的

評價以及宣導過後的評價。評價的方法除了針對媒體內容進行分析或露出計

算，在目標受眾接收訊息部分，則是透過質性或量性的研究得之其成效。有鑑

於網路已逐漸被視為是重要的宣導管道，傳統的評價方式，恐無法正確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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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新科技應用於宣導活動的成效，因此針對習慣使用傳播新科技之目標受眾

開發社會網絡對話的測量指標，包括：運用對話分析與內容分析觀察網路線上

與線下的對話、部落格分析（如點選計數、留言版分析）等有其必要性。 

（二）宣導訊息的媒體露出與測量 

媒體為大多數人獲得健康資訊的主要來源。透過媒體進行衛生教育宣導能

夠有效造成健康行為的改變，並減低罹病風險甚至是死亡率。此外，媒體與衛

生政策的制定與修訂也有很密切的關係。故長久以來，政府單位或民間團體在

推動新的衛生政策或宣導時，往往會發佈新聞稿或舉辦記者會，希望透過大眾

媒體的傳播，增加民眾的知悉度，並藉著監測隔日相關媒體新聞的露出量來評

定新聞稿或記者會的成效。到底何種健康議題或內容及呈現方式較能吸引媒體

注意，似乎除了經驗累積外，目前國內、外均無相關的研究。另，基於新聞媒

體與政府單位在目標及需求上的差異，以致新聞媒體在傳達健康或疾病資訊

時，不一定能符合公衛醫療人員的原意。 

在這次研討會 一場專題討論中，二位研究者的研究報告發現： 

(1)  具驚人統計數據的發布確實可吸引新聞媒體的報導。 

(2) 以新聞類型來看，報導幅度增加較多者為社論或讀者投書，其他類型

的報導量反而是降低的。 

(3) 以消息來源來看，CDC 或聯邦政府作為主要消息來源的比例有增加的

趨勢。 

(4) 以呈現內容來看，相關討論多為質疑或批評政府政策者，不過相關報

導或文章以CDC作為問題解決者的呈現比例則是增加了。 

因此，該研究發現，對衛生單位透過新聞媒體以增加民眾對疾病防治的認知及

政策的認識有重要意義。另一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當我們探討與分析媒體露出

效益時，凡是能增加公共討論的報導，不論訊息是否來自政府或其他單位、報

導角度是否遵照消息來源原先的目的，皆可視為健康議題媒體宣導的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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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得與建議 

三日參與「美國健康傳播、行銷、與媒體研討會」後，有一些心得與建議： 

一、設計並傳遞有科學實證基礎的知識信息：宣導訊息的設計如傳遞正確訊息

之外，策略除了發揮各類訴求（例如幽默訴求）的最大優勢，訊息內容應

注意如何化繁為簡，具創意的設計策略不見得要直接訴諸宣導主題即可達

到效果。擅用圖說的方式傳遞訊息，有時更勝過千言萬語。 

二、所有的宣導作為都應被完整評估：宣導計劃在執行前應進行事前的評價，

讓研究結果來引導宣導設計，方能訂出有效的訊息策略。分析宣導新聞稿

或公關活動的媒體露出，仍為重要評估宣導效益之依據。另外亦可進一步

針對露出媒體內容的性質，如在不同媒體、不同版面以及露出內容進行更

深入之分析。檢視媒體露出效益時，不論該訊息報導的面向如何，凡是能

增加公共討論的，都可視為宣導活動所帶來的正面效益。評價新傳播科技

的宣導成效時，須注意其評價方式應與傳統媒體評價採取不同的研究設計

與測量指標。 

三、不放棄任何可以觸達民眾的宣導工具－開發新工具、善用傳統工具：美國

CDC 的信念－「是民眾在哪裡﹖CDC 就到哪裡﹗」因應時代潮流，我們需

要不斷開發新的傳播通路與工具，但在強化傳播新科技（例如網際網路）

的用途時，切勿忽略傳統傳播管道。在評價時，尚須考量許多使用傳播新

科技者也同時是傳統傳播管道的重度使用者。 

四、切合生活形式的訊息才是有用的訊息：不需提供過多目標受眾無法消化的

訊息，因為大部分的受眾可能都不清楚自己無法消化與吸收過多的健康資

訊。 

五、建立多重網絡以強化宣導的夥伴關係：健康傳播除了需要公部門有策略性

的制定宣導政策之外，其宣導不能單靠公部門之力，更需要學界與業界的

合作與共同努力。美國 CDC 的做法極為主動積極，強調夥伴關係(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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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傳播，不只是表淺的公共關係建立，而是建構網絡密集的公共關係，

企圖達到宣導的全面動員。我們不能只是被動地接受企業合作的邀約，而

應主動出擊，積極透過企業社會責任(CSR)的理念鼓勵企業共同合作，讓其

了解參與健康傳播的工作除可維護社會大眾之健康，更能提昇企業的公益

形象與知名度，共創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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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錄 

一、研討會照片 

 

 

研討會參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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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王宗曦主任致贈 Taiwan CDC Annual Report 予美國 CDC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Marketing Director Jay Bernhardt 

 

王宗曦主任與研討會 Speaker 針對報告內容交換心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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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王宗曦主任與參與之民間單位交換會議心得 

 

本室王宗曦主任與參與之民間單位交換心得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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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會者介紹本局愛滋防治宣導重要成果 

 

與美國 CDC Center for Health Marketing 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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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表海報 

 

三、會議議程及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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