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当前位置：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 交大要闻 > 正文

交大发布2011中国环境食品安全等三项舆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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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和舆情研究实验室在沪召开“2011中国

公共卫生传播论坛”，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卫生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上海市网宣办、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论坛由上海交大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刘康主持，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耘耕教授发布了关于2011

年中国食品安全、环境、医疗业舆情三项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就此展开热烈研讨。上海市网宣办副主任

谢海光对三项研究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1中国环境舆情报告》对2009至2011三年以来影响较大的100起环境舆情热点事件进行统计分

析，并重点研究了2011年环境舆情事件的特点及环境舆情高发原因，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相关对策、建

议。报告指出，2011年环境污染事件骤增，工业污染类舆情居首，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

生，2011年达到高点。  

  报告首先指出，纵观2009年至2011年环境污染舆情，2011年环境污染事件骤增，其中，不乏一些影

响较大的事件，诸如大连PX项目、康菲石油漏油事件、南京梧桐树、台州血铅事件等都曾一度引发社会

舆论热议，甚至局部地区的社会不稳定。从时间上来看，过三成环境舆情事件积聚于2011年第四季度。

从地域上看，近三年的主要环境舆情事件所涉地区包括江苏、河南、浙江等24个省级行政区和北京、上

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其中，江浙两省为环境污染舆情事件高发地，中部地区以河南为集中爆发区。针

对涉事主体的应对不足，报告首先指出企业在应对方面的几点不足：不少企业应对不积极，或任其发

展，或推脱责任，企业对抗行为时有发生。部分“大”企业态度强势傲慢，反应迟缓，排污屡禁不止。

具体表现为：反应迟缓，拖延应对；治污整顿流于表面，污染问题屡治不止；态度强势，无视地方环保

管理部门。在相关政府部门应对方面，报告提出如下不足之处：事前疏于监管，研判不足；事件经媒体

曝光后，政府常常“被作为”。当地政府部门推诿塞责、为问题企业“背书”的行为大量存在。政府沟

通能力、信息公开仍待提高。  

  《2011中国医疗舆情报告》对2009至2011三年以来影响较大的90起医疗业舆情热点事件进行了统计

分析，以研究医疗卫生行业的舆情事件呈现的特点及高发原因、并结合国外经验提出相关的对策、建

议。报告指出，医疗业舆情连续三年持续走高，2011年第三季度医疗舆情事件最为集聚。舆情应对方

面，政府机构对近半医疗舆情有明显干预，而医疗机构的干预则明显不足。针对持续高涨的医疗舆情，

报告针对2011年医疗卫生业的热点舆情事件，结合国外医疗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几点建议：首先要

建立健全医疗法律机制，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明确相关的考核标准和惩罚规定，才能切实维护好医患

双方的合法利益。其次，完善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制，力求公正。第三，加强多方沟通，注重沟通策

略。报告还指出增强医患间的信任，使之趋于和谐至关重要。纵观所有医疗事件，之所以会频发医疗纠

纷，其根本原因在于医患间的信任度缺失。医患关系是医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为复杂的

人际关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保证医疗工作顺利进行的必备条件。  

  《2011中国食品安全舆情报告》表明今年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安全舆情继去年后再次成

为年度舆论关注热点。其中非法添加剂问题成为年度食品安全事件的重灾区，而国家对非法添加剂监管

工作也成为年度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头戏。报告在2011年500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库的基础上，选取53

起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舆情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外国在华快餐行业问题频发，相对集中，且回应态度

强硬，引发行业危机。从味千拉面的“骨汤门”、肯德基的“黄金蟹斗臭鱼肉”、“全家桶增白剂超标

事件”、“豆浆门”、“后厨风波”到麦当劳的“蛆虫门”，面包“暴晒门”，以及之后的DQ奶浆门等

等，洋快餐行业舆情较为突出。2011年度国内各种涉及食品安全的事件遭到曝光，其显著特点是以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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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举报、主动爆料行动为主，占比40%，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主动披露的案例也较多，占34%，由媒体

披露的占24%，其他占2%。群众举报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其一，群众向当地政府机构工商局等部门进行

举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处理社会上存在的不合格食品以及相关生产销售者。如“水银刀鱼”事件、广

东生产“墨汁粉条”事件、沃尔玛因出售虚假的“绿色猪肉”受到工商部门重罚、河北石家庄查获省内

最大的臭豆腐黑作坊等。其二，群众直接向媒体曝光，再借助媒体平台扩大该食品安全事件的地区和全

国影响力。比较有代表性是 “北京香精包子”事件即是由“知情群众”向《新京报》举报的。其三，

不少群众选择直接与公司交涉，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效果极为有限，最终效果往往依靠政府部门

的监管。此外，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新媒体日新月异，网络论坛等成为众多群众直接曝光食品安全

问题的重要平台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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