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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学生器官捐献相关意愿与宣传推广方式调查

武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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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0 月底，我国有效志愿登记数 2397703 人，器官捐献

率 3.70%，与美国 25.0% 以及西班牙 46.9% 的捐献率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此背景，本文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重庆市大学生群体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意愿的调查，通过模型回归和系统聚类了解该群体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程度及认知

误区，并且对不同专业背景下人群的认知态度以及差异化意愿进行分析。此外，本文将以传播媒介对大学生群体的影响和

引导为导向，结合大数据时代的特点，为促进公益传播贡献力量。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为相关学术调研提供资料和新的思路，

并且为器官捐献事业，为社会奉献思想的传播贡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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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分析

器官供体明显短缺、供需失衡的矛盾长期存在。我国

在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尤其是在 2015 年全面停止使用

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后，公民逝世后自愿无偿的器官

捐献成为除法律许可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外的唯一合法来源。

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 30 万器官衰竭患者在移植等待名

单中，而每年实现的器官移植手术仅有 1 万多例，从约 1:30

的器官供需比来看，器官供体依然严重匮乏，许多生命仍在

苦苦等待。截止 2023 年 4 月 9 日，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数据统计，累计实现器官捐献 44872 例，共捐献器官

数量136386个，近百万的待移植患者与目前捐献数量相比，

供需严重失衡。

大学生群体数量庞大、思想先进、身份特殊，是器官

捐献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群体。该群体将会就业于不同领域，

其特殊性在于可直接影响到其他大学生、家庭成员乃至社

会对于器官捐献的认知与意愿，形成正向传播链条。因此，

大学生群体对我国器官捐献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

2015 年，中国已有	3928.3 万在校大学生，居世界第一。大

学生作为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如何推广号召更多

此群体参与到器官捐献中成为最为关键的步骤。

2. 数据处理与检验

2.1 信度检验

从 Cronbach 信度分析表可知：	3 个不同维度下（放弃

器官捐献的因素、选择器官捐献的因素、对待器官捐献宣

传态度）调查项目的 Cronbach 系数均大于 0.7，从而说明

研究数据的信度质量好，可反映受访者稳定的、一贯性的

真实特征。

2.2 效度检验

通过效度检验可知，本次调查问卷量表题项KMO=0.814

＞ 0.7。说明此问卷结构效度良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且

问卷结构与题项设计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2.3 数据处理

为保证数据真实有效，本次问卷设置“每台设备最高

填写次数为一次”、“题目做答不完整不能提交”以防止

受访者重复填写问卷、漏填问卷。同时，在数据处理阶段

本次调查剔除以下 3 种无效作答样本以求最大程度筛选出

有效数据：

1. 剔除填写速度异常样本

2. 剔除直线作答样本

3. 剔除未过陷阱题的样本

3. 模型方法等

3.1 模型概述

为了深入探究重庆市大学生器官捐献选择和渠道和内

容需求，本次调查结合问卷建立了多个模型，主要研究三个

问题：

（1）探究不同因素对学生群体器官捐献选择的影响以

及分析；

（2）挖掘参与器官捐献的“高意愿学生人群”和“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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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群”特征；

（3）探究学生群体对器官捐献宣传内容及宣传形式的

偏好；

3.2 基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大学生器官捐献选择影响因

素

3.2.1 模型建立

根据 Logistic 回归自身原理，现构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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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β 为常数项， 1 2, , , mβ β β 为偏回归系数。

Logistic 模型 OR 值为：

	 1 0exp[ ( )]j jOR c cβ= − 	

其中， jβ 为偏回归系数， 1 0,c c 分别为某因素的两个不

同类别。

3.2.2 总结分析

通过总结以上模型分析结构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来自乡村的受访者更可能拒绝器官捐献；

2. 法学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更可能参与器官捐献；

3. 女性更容易拒绝器官捐献；

4. 多数少数民族器官捐献参与程度低；

5. 接受过且比较了解器官捐献的人更可能拒绝参与器

官捐献。

3.3 基于系统聚类分析探究参与器官捐献不同人群特征

3.3.1 模型建立

本文选用系统聚类作为采用算法进行聚类分析。本文

采用 SPSS 进行系统聚类的求解，主要过程如下：

1. 确定距离的基本含义和类间距离的计算方式；

2. 将 n 个变量各自聚成 1 类，共 m 类；

3. 根据计算好的类间距离将距离相近的变量聚成 1类，

其他变量仍各自为 1 类，此时共 n-1 类；

4. 将距离相近的类进行进一步聚合，此时为 n-2 类；

5. 依次进行，直到数据完全归为一类为止。

3.3.2 结果分析

问卷通过题 16“您会愿意捐献器官吗”，设置有六种

分类：“不会”、“不会，曾签订过器官捐献同意书但现已

取消”、“没有想过”、“有可能会”、“会，但未签订器

官捐献同意书”、“已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本部分针对“会，

但未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和已签订器官捐献同意书的以及

没有想过学生群体进行聚类，通过最后的聚类成果来探究人

群特征的相关性和主要差异，从而提出有效性建议。

（1）高意愿人群

本文将处理好的数据导入SPSS，经过统计，可以得到，

一共有 146 个高意愿学生群体确定具有器官捐献意愿，其中

第 1 类舆论影响型有 37 人，第 2 类了解匮乏型有 109 人。

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类别大学生受到影响占比最大的都是

回馈社会的影响。可见学生群体认知水平较高，对于自我

价值的实现具有一定的追求；同时在捐献人群的看法上也

比较类似。

（2）潜在人群

本文将处理好的数据导入SPSS，经过统计，可以得到，

一共有 553 个潜在学生群体确定具有器官捐献意愿，其中第

1 类主动获取型有 438 人，第 2 类被动获取型有 115 人。分

析结果显示这两类人群在器官捐献宣传内容和形式上有着

巨大差异，总体来说第 2 类被动获取型对待器官捐献态度更

消极，第 1 类主动获取型对待器官捐献态度更加开放。

4. 结论及建议

通过调查以下内容：重庆市高校学生群体捐献器官认

知及意愿调查；传播媒介对学生群体自愿捐献器官的观念起

着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影响学生群体不同捐献意愿的其他

影响因素。得出了如下结论：

1. 器官捐献意愿受宗教信仰及传统思想束缚；

2. 周边环境对器官捐献意愿有较大影响；

3. 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过于单一且内容较片面；

4. 部分大学生群体责任意识欠缺。

基于以上结论，为正确发挥媒体的导向以及正向的引

导上，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加大普及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科学知识传播速度

（1）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是极为快，传播

力也是极为惊人，但是对于大学生群体的认知偏见上，媒体

需要深刻认识到器官捐献意识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

件任重道远的事情，需要系统化的思维，以及较为完善的理

论系统和传播机制。对于 70% 收到宗教信仰以及家庭环境

影响的大学生群体应该加大知识普及的力度，对于少部分刻

板印象的群体，则应该在宣传上侧重于数据——捐献率、存

活率等。

（2）在国外器官捐献的意识是比较超前和完善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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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离不开媒体传播的引导以及政府部门的重视，中国在发

展上，也可以对西方的器官捐献意识的发展进行参考。

2. 国家加深器官捐献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1）针对国内器官捐献议题报道较少的情况，国家应

该支持和鼓励新闻工作者以及网络的传播者更应该关注事

件的真实性以及切入点的独特性和导向性，塑造温暖、责任、

大爱、感恩、延续等等贴入人心的情感需求，其目的在于刻

画出器官捐献事业的目的导向：是一种责任，是生命的延续，

是大爱的传递。此外，器官捐献的公益广告则是另一种动员

的方式，采用感性的诉求激发观看者的情感共鸣。

（2）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其接受教育的层度较高，

思想层次较高的特殊情况，应该针对这一特殊群体，制作更

具有针对性的公益广告，一方面增加大学生群体对器官捐献

意识的了解，另一方面需要对正向的钦佩以及对器官捐献深

度的思考上做出表率，进而在潜移默化中对周边环境或者周

边亲戚做出正向的积极影响，构建正向器官捐献的认知。

3. 拓宽宣传渠道抑制负面不实宣传

（1）传播媒介是一把双刃剑，传播媒介的报道框架是

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效果，因此合理利用传播媒介，协助大

学生群体在认知客观世界的同时构建起自己的正确价值观，

降低负面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群体的不良影响和错误导向。

（2）当下中国的互联网快速发展，能够快速了解到希

望的领域，特别是对大学生这一群体来说，大学生群体接收

到了较为高等的教育。更为致命，甚至会影响到大学生群体

以及其他群体的理性认知。国家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

严肃打击恶意引流，夸大事实的无良媒体，此外，网络不是

法外之地，对网上造谣、传播不实言论的网友进行出发和规

范，起到监督的作用，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

4. 完善激励机制以及公益广告的建设

（1）根据我们的调研发现，45% 的大学生群体对器官

捐献的知识以及捐献流程等处于一种模糊且片面的认知下，

对于申请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基本上不了解，特别是有 30%

的大学生群体虽然有捐献的意愿，但是对器官捐献的相关认

识依旧不深入，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捐、可以捐给谁、能捐什

么。诚然，在这一领域离不开媒体的传播作用，媒体需要对

相关激励机制进行广泛传播，针对国家对器官捐献保健的立

法文件进行广泛传播，例如：《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

本原则和核心政策》。器官捐献相关激励机制的传播，会鼓

舞更多大学生群体加入到这个队列里面来，进而壮大我们的

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里来。

（2）调查发现在现阶段公益广告的内容过于片面和单

一化，器官捐献公益广告是通过直观的形象、试听双通道的

刺激引发情感共鸣，成为在器官捐献中的主要形式。虽然国

内器官捐献的广告涉及到人文伦理、情感关联等多元的因数

里面，但是从受众认知建构的规律角度来看，只注重感情维

度的规劝作用不明显，在群体的认知程度上没有明显的界别

作用，整体还是模糊的。因此，器官捐献公益广告的创意性

策略要注重感性诉求和理性诉求的融通平衡，更好的达成理

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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