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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震 灾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从公众视 角揭 示风险潜在 因素，为降低 灾害风险提 

供 决策依据 。本文以新疆的喀什、乌鲁木齐为研究 区，通过 问卷调 查方式 ，采 用假设检验和相关分 

析等统计方法 ，研 究影响公众的临震心理、风险估计、地震知识水平、防震意愿及行 为等震 灾风险认 

知的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因素包括性别、教 育水平 、收入水平、家庭结构、房屋结构 、居住 区危险性 

等；因素之 间互相联 系与风险认知 因子形成正、负反馈链 ，其 中收入水平影响 了风险感知是否能转 

化为防减灾的积极行为。并在 灾害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减轻地震 灾害风 险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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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A Case in Kashgar and Urumqi，Xillj iang 

SU Yun ，YIN Yan—yu ，GAO Li—long ，NEVER Maimaiti 

(1．School ofGeography，Beijing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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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on risk perception of earthquak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elps to reveal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from a public visual angle，and provids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to disaster 

risk reduction．In this paper Kashgar and Urumqi in Xinj iang are taken as examples and 2 6 7 peo— 

pl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urvey data is analyzed using hypothesis test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risk perception such as hazard psychoa— 

nalysis，earthquake risk estimation，knowledge level of earthquake and preparedness behaviors 

for reducing earthquake．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sex，．educational level， 

income level，family member constitute，building conditions and seismic hazard of resident are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risk perception factors link positive or negative feedback chains． 

Income level as a core factor influences weather the risk perception can be changed to the practical 

actions of reducing earthquake disaster．Based on the risk analysis，several suggestions for risk 

reduction are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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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umqi 

0 前言 

“风险认知”是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 

觉判断的一个概念 ，广义上包括人们对风险的评估 

和反应。一个基本的认知过程可以抽象为感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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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加工、思维与应用三大部分，即个体根据直观判 

断和主观感受所获得的经验口]，根据环境刺激、信息 

进行纪录、筛选、凝 聚成知识与记忆 ，来做 出主观风 

险的判定，并 以此作为逃避、改变、接受风 险的态度 

及行为决策的判断依据L2]。国内对风险认知的研究 

起步较晚，主要是从心理学 的角度来探讨风险认知 

的相关问题[3 ]。 

在地震 的公众认知及行为方面，美国加州大学 

在 2O世纪 80年代设立 了地震 与人的行为研究计 

划 ，主要分析地震与人的行为关系，影响人的行为的 

主要 (生理、社会心理、社会)因素等；Palm．R等人 

在旧金山等高地震敏感区的调查结果显示 ，居民购 

买保险的行 为与感知风险密切相关 ，地震灾害经验 

有助于增进居民购买保险的意愿 ]。国内的研究起 

步略晚 ，陈兴民等人研究 了个人灾 时行为反应 的心 

理基础[7 ；刘更才初步解答了城市地震灾害发生时 

人们心理行为的反应特征及影响因素[8]。 

本文以新疆 的喀什、乌 鲁木齐为主要研 究 区。 

喀什位于南天山、帕米尔 、塔里木三大构造单元聚合 

部位的喀什拗陷北缘 ，是我国大陆 内部现今强震活 

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l9]，仅在 1993—2006年间就 

发生 6级以上地震 12次 ，给该地区人 民生命财产造 

成了重大损失_1 。相较而言，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地 

震带的最东端 ，是构造变形最微弱，地震活动水平也 

相对较低的区域l1 ，在这期间发生地震 的最大震级 

为 4．7级。历史地震 烈度综合等值线图上 ，喀什和 

乌鲁木齐分别位于 Ⅸ度和 Ⅶ度 区[1 。挑选两个地 

震风险高低差异较大的区域有利于对 比研究 。2005 

年新疆总人 口约 为 2 010．4万人 ，其 中少数 民族人 

口1 214．7万人 ，占到了总人 口数 的 60．4 。乌鲁 

木齐市少数 民族人 口占 24．6 ；而喀什地区是一个 

少数民族占主体的地 区，少数 民族人 口占到了当地 

总人 口数 的 9O 9／6以上 ，汉族人 口仅 占 8．5 l】 ，且 

一 般聚居在 城镇 。2005年农 牧 民人均纯收入在乌 

鲁木齐为 4 651元 ，而喀什为 1 816元 。两地 民众的 

受教育程度也存在一定差距 ，选取初 中升高 中入学 

率这一指标来看，乌鲁木齐达 81．1 9，6。喀什这一数 

字仅为 18．7 。 

由于地震 准确 预报仍是 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 

题 ，在新疆喀什这样 的地震 多发区、经济欠 发达地 

区，对受灾群众的风险认知和行为开展调查和研究， 

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减灾防灾政策，并且得到公众的 

理解和执行 ，以达到加强地震灾害知识 、增强防灾救 

灾意识 、减少灾害损失的 目的。 

风险认知 的研究基础是实验行为心理学 ，假设 

在认知过程中的每个 因子是可以分开 ，且可以客观 

量度的，因此本研究 以问卷、量表方式开展研究 。通 

过问卷设计及调查 ，统计分析 267份样本 ，分析个人 

属性(性别 、教育水平 、收入水平 、家庭结构等)、受灾 

经历 、居住 区及居住房屋条件等因素，对公众地震风 

险认知(知识水平、临震心理、风险估计、防灾态度及 

行为倾 向)的影响。 

1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调查 问卷的设计 

问卷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 

是关于个人 的基本情况，即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分 

别反映了影响灾害风险的三要素：致灾危险性、暴露 

性、承灾体易损性 ，包括 ：①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其 中 

家庭结构调查的是男女 比例及老幼成员数 ；②住房 

的类型与结构、居住地等；③地震灾害经历。第二部 

分是对地震 的风险认知，分别反 映了认知从感知觉 

到认知加工 、思维应用 的三个过程 ，包括 ：① 临震心 

理 ；②地震灾害知识 ，包含多道问题 ，理论知识主要 

涉及地震发生机制 、专业名词的含义等 ，行为知识主 

要是临震的躲避 、逃生行为；③地震风险的判断，判 

断发生 6～7级地震的可能及个人受灾可能 ；④防灾 

态度及行为倾 向，包含多道问题 ，主要测试平时防灾 

措施，对于震后政府救援、自救互救 的态度，对于减 

灾、保险的看法等。调查内容及分析结构如图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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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问卷结构及其测量指标设计 

Fig．1 The investigate questionnaire structure and 

its measurement index． 

1．2 调查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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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随机抽样与入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 

于 2007年 2—4月在新疆喀什和乌鲁木齐周边地 区 

分别发放问卷 150、160份 ，共收回有效问卷 267份。 

经过公式LI 计算 ，本调查的样本规模 (267份) 

能满足在样本总体同质性程度为 50 与 5O 的情 

况下，95 置信度、容许抽样误差 6 的研究要求。 

调查样本 的基本情况见表 1，表明了研究结果的代 

表性 。 

表 1 调查样本 的个 人属性情 况 

样本数 性别 居 住地 文化程度 

男 女 多震区 少震区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及以上 

人数／人 139 127 115 152 22 77 166 

百分 比／ 52 48 43 57 8 29 63 

1．3 数据处理 

根据调查样本的实际情况，对于单个样本的个 

人属性进行分类归并。其中：(1)教育水平归并为小 

学及 以下(含小学和文盲)、中学(含初高中)、大专及 

以上(含 中专 、大专 、大本)共计三类 ；(2)收入水平归 

并为低收入(月收人<1 000元)、高收入(月收入≥ 

1 000元 )共计两类 ；(3)家庭结 构归并 为一般家庭 

(男性成员≤5O ，或者有 65岁以上老人或 12岁以 

下儿童的家庭)、强势家庭 (男性成员>50~／6，且家 中 

无老人和儿童的家庭 )两类 ；(4)居住房屋条件归并 

为土木结构(主要为平房 ，包括土坯造、土木造、砖木 

造)、砖混结构(主要为楼房 ，包括砖造、砖混、钢混框 

架)两类；(5)居住 区归并为多震区(基本集 中在喀什 

地区，95 以上的公众有受灾经历 ，平均受灾次数 3 

次以上)、少震区(基本集 中在乌鲁木齐市 ，公众基本 

无受灾经历)。 

对于单个样本的风险认 知调查项的定量化 ，采 

用赋分 、标准化 的方法。知识类 问题根据回答正确、 

错误、不知道，分别赋分 1、一1、0；风险估计根据可 

能性判断的高低 ，即非常大、大 、不确定 、小、非常小 ， 

分别赋分 0．9、0．7、0．5、0．3、0．1；担心程度 、意愿程 

度等根据程度高低不同(非常不担心、不担心、不好 

说、担心、非常担心，非常不愿意、不愿意、不好说、愿 

意、非常愿 意)，分别 赋分 一1、～0．5、0、0．5、1分 。 

临震 时的心理特征按照非常恐慌 、一般恐慌、惊慌无 

行为、紧张、比较镇定、非常镇定分别赋分 1、0．8、 

0．2、一0．2、一0．5、一1。多题共 同测量的指标在加 

和后通过求平均值进行归一化。对于总体样本则采 

用求均值、频数的方法量化。 

为分析影响因素与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采用 

spssl2．0 for windows软件对赋分后的数据进行处 

理，主要采用假设检验和相关分析。根据性别、收入 

水平、居住地等因素分类，对两个样本总体的比较采 

用 t检验 ，对于多个样 本 总体之 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 

析，分析不同类别的各个样本总体的统计量间是否 

存在显著差异，即分类因素是否显著影响风险认知。 

2 影响公众震灾风险认知的因素 

2．1 公众的震灾风险认知 

关于心理特点 ，总体来看公众对于地震持一般 

担心的态 度 (0．35分 )，临震 的心 理特 征 ：分别 有 

26 、35．7 的公众表示恐惧 、惊慌 ，12．6 、19．7 

的公众表现为茫然不知所措、紧张，仅 5．9％的公众 

表现为镇静 。 

关于知识水平，总体平均分为 0．538。其中公 

众对于地震理论知识的掌握偏低 ，平均分 0．373，而 

对于应震行为的知识分较高 ，平均分 0．703，即地震 

的应急知识掌握情况 良好，基本可做出正确的避灾 、 

逃生判断。另外 ，主要在理论知识上存在差异 ，行为 

知识方面的差异很少。 

关于风险估计，总体平均分 0．40分，介于灾害 

发生 、受灾可能性小与不确定之间，但有 1／3的公众 

认为可能性很大 。发生灾害和受灾 的可能性估计基 

本一致 ，觉得地震一旦 发生 、个人 受灾 的可能就很 

高 。 

在防灾意愿和行为倾向方面，超过 50 的公众 

对于政府援助的依赖和等待思想较严重 ，个人积极 

互救 、自我恢复的意愿不明确 ，但在平时的防备灾行 

为中，认可保险的分担风险的作用，也愿意适当增加 

建设成本提供建筑的抗震标准 ，同意对于高震区的 

使用限制等。另外约 45 的受访者采取 过 2～3项 

的防震措施 ，包括房屋结构检查与修补、留意避难疏 

散通道和地点、关心防灾信息、专门给孩子进行过防 

震避难教育等。 

2．2 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 

根据 因素分类 和认知赋分 ，采用 ￡检验和方差 

分析，把 P <O．05即差异有显著性的因素视为对 

风险认知有影响的因素，并求出该分类下 的样本总 

体的风险认知均分 ，如 图 2所示 。图中标示的相关 

关系通过 一0．1的显著性检验。有影响的因素包 

括：性别，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家庭结构、居住条件、 

居住区；而其他因素，如年龄、民族、宗教信仰、职业 

等对风险认知无显著影响。 

性别影响到地震理论知识水平的掌握情况 。男 

性水平较高，这与男性的教育水平偏高有关。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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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对 于地 震 的担心 明显低 于女性 ，统 计显示 约 这一比例超过 7O 。 

50 的男性地震时的心理是恐惧 或惊慌 的，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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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根据不同因素进行分类的公众的震 灾风险认知差异 

Fig．2 Th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differences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which are categorize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factors． 

教育水平明显影响到地震知识水平，相对而言 

对于行为知识的影响较少 ；教育水平较低的公众对 

于地震更为担心同时防灾意愿不够积极 ，对于政府 

的依赖严重 ，不足 50 的人 愿意提 高房屋 抗震性 

能，不及 1／3的人觉得有投保的必要 。 

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相似 ，受限于经济实力，收 

入较低的公众虽然对地震更担心，但是防灾意愿不 

够积极 。 

强势家庭不仅对于地震 的担心度较低，对于地 

震风险的判断也偏低 。即使在多震区也如此 ，强势 

家庭对于受灾可能的判断要低一些。 

房屋居住条件影响到风险度判断和防灾 意愿 ， 

居住房屋的抗震性能较差的公众对于风险的判断较 

高，但防灾意愿并不更积极 、明确 。 

居住在多震区的公众对于地震的风险判断居 

高，同时也更为担心地震的发生，7O 的公众认为 

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大或非常大 ，近 6O 的人认 为一 

旦发生地震时自身受灾的可能性大或者非常大。 

3 公众风险认知与降低风险 

3．1 各认知维度及因素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 ，很显然 ，公众 的震灾风险认 

知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并非单独起 

作用 ，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分析公众 

风险认知及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图 3。存在 

教育一收入水平与灾害知识一调适意愿之间的正反 

馈关系，还有居住 区危险性 一房屋易损性与风险估 

计一担心程度之间的正反馈关系。 

圈 囿  
图 3 公众震 灾风险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of the 

earthquake disaster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3．2 关键影响因素的鉴别 

差 ËEl ．． 皿少沤 剑㈣ 

去 吨皿强莛 

去 墨大学 

7f_ -____1 8■． 、 小学 

一勰， 一大，小 一高，低 ～高 低 一勰， 一大，小 一高，低 ～高 低 



第 1期 苏 筠等：影响公众震灾风险认知的因素分析——以新疆喀什、乌鲁木齐地区为例 55 

在个人因素中，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收入水平 

和房屋居住条件 ，不仅限于样本总体 ，而且在乌鲁木 

齐与喀什两地均有明显 的体现 。首先 ，收入水平与 

教育程度成正相关 ，直接决定 了灾害知识 和调适意 

愿的高低，而公众 的高风险判断能否进一步引致积 

极的减灾调适意愿与行 为，主要也是受 限于收入水 

平 ，而且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还决定 了居住 的房屋 

条件：房屋作为发生地震时的避难场所一方面可 以 

降低人作为承灾体 的暴露程度 ，但是另一方面也可 

以成为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的次生致灾 因子 ， 

因此起双刃剑的作用 ，而且作用有叠加效应。 

在区域共性因素中，由于居住地的地震发生概 

率存在差异，即区域的本底风险存在差异，直接影响 

到公众对于风险的感知觉 (包括风险大小判断和担 

心程度)成正相关关系。而且 区域本底的地震风 险 

很难发生大改变。 

3．3 对于降低灾害风险的启示 

显然 ，降低风险及改善认知的途径主要是改变 

承灾体易损性，其 中个人 自然属性难以改变 ，主要需 

要改善的是社会经济属性 。由于人作为能动体既是 

易损性因子又是暴露性 因子 ，既可改变易损性又可 

以改变暴露性 ，暴露性 的改变可 以规避风险。鉴于 

地震准确及时预报预警 的难度 ，社会经济水平快速 

提高的难度，因此采取应 急躲避措施来改善人 的暴 

露性是可行 、有效的办法 。从短期来看 ，可 以通过宣 

教提升应急知识水平和 自救互救技能来降低风险； 

从长期来看 ，要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 ，提高 

建筑物抗震特性 ，来有效降低人 的易损性 和暴露性。 

弱势群体 ，包括女性 、老幼 、低收入人群 ，都是明 

知道风险高 ，也很担心灾害，但是由于无力承担相应 

费用、难 以降低风险的人群 ，即风险估计与调适意愿 

不能建立必然联系的人群 ，他们 的担心不能转化 为 

改善风险 的行为 ，风险分担、转移 的能力较弱 。可 

见，弱势群体是降低灾害风险中的薄弱环节 ，应 当得 

到更多关注。 

3．4 减轻地震灾害风险的对策建议 

(1)开发利用 新技术，提高地震灾害 的危险性 

评估和预测能力 。科学的预报与预警是降低灾害风 

险的有效途径，还是制定防震减灾相应对策、措施的 

依据。 

(2)完善防震抗震对策，加强对防震减灾技术 

及地震灾害区划研究 ，并根据 当地 的地震灾害设 防 

标准 ，科学估计现有建筑的抗震能力 ，对建筑物进行 

抗震加 固，规范震区的土地利用 。对于地震发生频 

率高、人 口较少的区域 ，制定相应 的政策 ，鼓励当地 

居民搬迁到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1 。 

(3)地震是突发性的，造成的损失通常难以避 

免。地震保险有助于公众分担地震风险，减轻地震 

灾害损失 。但是地震保险模式还不足 以涵盖地震风 

险涉及 的范围，应根据不 同行业或者群体做 面临的 

不 同的地震风险制定出不 同的地震保险模式，建立、 

健全地震保险体系。 

(4)政府应统一组织、协调防灾减灾机构 、新闻 

出版、教育等部门加大对地震灾害知识的宣传教育， 

普及基本的灾害知识 ，提升应急知识掌握水平与 自 

救互救技能 ，强化公众 的防震减灾意识 ，降低灾害风 

险。防灾教育是一项长期 的工作 ，要根据不 同的受 

教育群体的实际情况形式多样化，内容体现层次性、 

大众化 、通俗易懂。同时 ，救灾实践表 明，震后 自救 

互救是减轻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的最有效途径 ，应 

积极探讨有效 的邻里互助模式[1 。另外与 日本等 

先进国家 比较 ，我们的防灾减灾教育缺乏一种行之 

有效的制度保证 ，难 以做到长效 ，因此在灾害立法方 

面还有待继续完善。 

(5)发展区域经济，提高民众的收入水平。进 
一 步发挥政府在地震灾害救助中的职能 ，完善灾害 

救助体系 ；灾害救助实施过程 中重点关注老幼、低收 

入人群等弱势群体，不能只是停 留在灾后的救助上 ， 

在平时的防灾备灾过程 中就应该予以特别 的关注。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新疆喀什、乌鲁木齐公众的调查 ，该区公 

众对于地震持担心态度 ，对 于地震理论知识 的掌握 

偏低 ，而地震的应急知识掌握情况 良好 ，对于区域发 

生地震的风险估计介于灾害发生、受灾可能性小与 

不确定之间，防灾意愿方面对于政府 的依赖和等待 

较严重 ，平时已经采取 了一些 防震措施。再对各地 

独立样本 以及总体样本 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影响 

公众震灾风险认知的因素包括性别 、教育水平 、收入 

水平 、家庭结构、房屋条件 、居住 区，因素互相联系 、 

共 同作用 ，与风险认知各维度构成正 、负反馈链 。其 

中，收入水平 、房屋居住条件、区域本底风险对总体 

以及独立样本总体的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体现出共 

通性，也是核心因素。为降低灾害风险，短期要通过 

宣教提高避灾逃生技能来改变暴露性，长期要改善 

收入水平、房屋居住条件降低易损性。另外，女性、 

老幼、低收入人群作为弱势群体是降低灾害风险的 

主要人群 ，需要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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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灾风险认知的刻画维度及其结构构成、测量 

指标值得进一步探讨 ，而如何明晰影响因素之 间的 

关系，以及各地的更为详细的地震风险认知情况，尚 

需要增加调查区域及样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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