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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流感疫苗的估算接种率 

2014―2021 年各流感季流感疫苗报告接种总剂次数占批签发量的⽐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各年度全⼈群估算报告接种率分别为 0.92%、0.90%、0.74%、1.08%、0.62%、1.43%和

2.94%，除 2016 和 2018 年外，接种率呈上升趋势1。 

2020—2021 和 2021—2022 年度，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率分别为 3.16%和 2.47%。其中免费

接种政策⼈群接种率最⾼（51.75%和 38.32%），其次为医保报销政策（9.74%和 7.36%）。

2021—2022 年度，我国实施免费接种政策的县区数较上⼀年度减少 61 个，但覆盖⼈数增

加 51.29%。绝⼤多数⼈群接种率下降，下降较多的依次为医务⼈员等其他⼈群（两个流

⾏季分别为 75.69%和 40.15%）、学龄前⼉童（58.86%和 26.15%）、⽼年⼈（45.71%和

32.94%）。2021—2022 年度，实施医保报销政策的县区数较上⼀年度增加 6 个，覆盖⼈数

增加 11.12%，接种率亦有所下降2。 

⽬前暂未有 2023-2024 年度全国流感疫苗估算接种率的公开数据。基于对 2019—2023

年流感季，全国≥60 岁⼈群流感疫苗接种率的分析显示，该重点⼈群的接种率是逐年上

升的，分别为 1.57%、3.03%、3.75%、4.16%。前 2 个流感季估算接种率最⾼均为北京市 

（16. 06% 和 18. 83%），后 2 个流感季估算接种率最⾼为浙江省和⻄藏⾃治区 （21. 39% 和 

48. 01%），三地均在全省（直辖市、⾃治区）范围内将≥60 岁⼈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纳⼊

政府⺠⽣⼯程3。 

 

2. 流感疫苗的疫苗犹豫⾮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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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此前调查显示，“认为⾃⼰⾝体好，不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即使得流感也不会造成严

重后 果”是导致⼈们产⽣流感疫苗犹豫的主要原因4。超过 40%的公共卫⽣⼈员认为流感不

会导致严重的疾病，18%的公共卫⽣⼈员和 45%的 医务⼈员表示⾃⼰对解答流感疫苗相关

问题缺乏信⼼。“担⼼被推荐者误解存在商业利益”“担⼼被推荐者（特别是孕妇、⽼年

⼈）发⽣偶合反应”和“推荐疫苗接种不属于⼯作职责”是阻碍推荐流感疫苗⾏为的主要原

因。 

任何给定年份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有效性(Influenza Vaccine Efficacy) 都与具体情况密切

相关，并因类型、年龄、环境（如住院病⼈/⻔诊病⼈）和地域⽽异5。在美国，2009-

2019 年期间，季节性疫苗的有效性为 19% 到 60%6；在 2018-19 季度，美国针对 

H1N1pdm09 的总体临时 IVE 估计为 47%（95% CI：34 ⾄ 57），⽽加拿⼤则为 72%（95% 

CI：60 ⾄ 81）。在缺乏完整背景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们容易对流感疫苗产⽣误解。当

然，这也需要产业界不断改进流感疫苗，使得疫苗能够提供更⼴泛、更持久的保护，有助

于增强⼈们对流感疫苗的信⼼⾄关重要7。 

但是，公众⼈物因流感过世对于提升流感疫苗的接种意识影响巨⼤，即⼈们感受到流感的

严重性，将加强他们预防接种的意识和⾏为——在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S 徐熙

媛因流感并发肺炎去世后，都出现了流感疫苗接种预约剧增，流感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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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上流感疫苗供求挑战 

由于固有的供需不确定性，流感疫苗供应链的运作具有挑战性。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

因此流感疫苗必须每年更新，未使⽤的剩余疫苗将在流感季节结束时被丢弃。流感疫苗的

需求也是不确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流感病毒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且对时间很敏感。 

美国流感疫苗宏观供需情况。以美国的流感疫苗供应链为例，2004-2005 年期间，由于

两家获得许可的公司中的⼀家撤回了产品，预期的 1 亿剂疫苗供应仅能满⾜ 6100万剂次

的供应，出现严重短缺； 到 2008-2009 年季节结束时，有 2290 万剂疫苗（占总供应量

的 16.85%）未使⽤。在 2001-2002 年流感季节，当时有三家⽣产商供应美国流感疫苗市

场，其中⼀家因未使⽤的剩余疫苗⽽蒙受巨⼤损失，最终决定退出市场。2019 年美国有 

7000 万剂流感疫苗延迟交付10。 

美国药房预订疫苗的供求预测。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的建议，药房必须在流感

季节提供⾼剂量（HD）和四价（QIV）流感疫苗。疫苗的储存和处理既复杂⼜费时，包括

但不限于运输到较⼩的地点和诊所以及充⾜的冰箱储存。药房通常根据历史订购模式订购

疫苗，以确保充⾜的药品供应、 这通常会导致疫苗预订过多、疫苗短缺、退货率⾼以及

药品过期。如果预测不准确，就会造成成本⾼昂的超量使⽤和运营困难，从⽽导致⼿头库

存过多。 在后 2019 年冠状病毒病 (COVID-19) 时代，疫苗疲劳和犹豫不决导致疫苗接种

率总体上⼤⼤降低，偶尔会因疫情爆发⽽出现需求⾼峰。梅奥诊所的研究团队基于数据分

析开发了流感疫苗订购预测模型11，与传统订购⽅法相⽐，对 2 个⼲预地区的预测分析节

省了 100 多万美元。 根据模型预测，3 号地区和 5 号地区的疫苗订购量应分别为 

17,574.16 ⽀和 9,164.29 ⽀四价流感疫苗。 根据实际接种数据，到流感季节结束时，第 3 

地区将接种 15,902 ⽀疫苗，第 5 地区将接种 9,016 ⽀疫苗。 

 

4. 疫苗损耗（Vaccine Wastage）与流感疫苗“报废” 

根据 2002 年⽂献和世界卫⽣组织 2005 年的报告， 估计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疫苗损耗率约

为 50%。疫苗损耗可分为未开封疫苗的损耗和已开封疫苗的损耗，未开封疫苗的损耗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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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储运环节，如冷链运输和库存管理过程等；已开封疫苗的损耗常发⽣在疫苗接种

环节，与疫苗包装规格、包装⽅式、预防接种服务⽔平等有关。损耗与“报废”是不⼀样

的。我国免疫规划疫苗的损耗率整体控制较好。⽬前未接种完成的流感疫苗退回给⽣产

商“销毁”，在⼀些媒体的公开报道中使⽤了“报废“⼀词。⼀项关于 2004-2009 年流感疫苗

研究显示，五个流⾏季节中，总体约有 25%的流感疫苗被退回⽣产商销毁12。在另外⼀项

2016 年的研究中，研究团队把模型中预测退回⽣产商销毁的数据估计设置为“14%-31%”
13。 

 

5. VaxLab与流感疫苗相关的卫⽣策略研究简报 

 

《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免规疫苗招采与配送的启示》 

https://vaxlab.dukekunshan.edu.cn/paper/procurement/  

《多维度推动接种政策，促进中国流感疫苗应⽤》 

https://vaxlab.dukekunshan.edu.cn/paper/promoting-multi-dimensional-vaccination-

policies-to-enhance-the-application-of-influenza-vaccin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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