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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众在 SARS 疫情中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

时 　勘 ,胡卫鹏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民众在非典高发期和消退期的风险认知和心理行为的变化特征。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

方式 ,于 2003 年 5 月 5 日～11 日和 5 月 27 日～6 月 7 日对北京市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结果 :在疫情后期 ,北京民

众倾向于综合评价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信息后再作出判断 ;在疫情高发期 ,民众更多关注的是非典作为一种疾病

本身的可控性 ,而在疫情消退期 ,民众更多的关注非典的传染性 ;在疫情高发期 ,对负性信息的关注能够显著提高

民众的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能够显著预测我们提出的正性和负性预警指标 ;但在疫情后期 ,这种信息能够显著降低

民众的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能够预测负性的预警指标 ,但对于正性预警指标不再具有预测作用。结论 :在疫情后

期 ,北京民众对信息的关注逐渐理性化 ,进而影响到他们的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对预警指标的预测作用也发生了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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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perception and coping behavior of Beijing residents during SARS period. Meth2
ods :We investigated ,at random ,895 residents during May 5th～11th and 582 residents during May 27th - June 7th with question2
naires. Results :Residents tended to make their judgment on SARS after integrat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hen

SARS was in a platform period ;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trollability of SARS when SARS case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o the infection of SARS when it was in a platform period ;the focus on negative information can increase residents’risk per2
ception to SARS , which can predic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presentiment indexes when SAR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 while the

negative information would decrease residents’risk perception , which still can predict the negative presentiment indexes but can’

t predict the positive ones when SARS was in a platform period. Conclusion :The residents deal with the information about SARS in

a more rational manner when SARS was in a platform period ,which influenced their risk perception to SARS and the presentiment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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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疫情的爆发属于一种不可预测的应激事

件 ,这类事件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因

此也可称之为危机事件。为了了解民众面对危机事

件的风险认知特征和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 ,建立一

种长期稳定的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社会心理行为预

警系统 ,我们进行了系列研究[1 ,2 ] 。该研究的核心

理论依据是将 SARS 看成一种危机事件 ,通过实证

研究揭示民众面对危机事件时的风险认知特征 ,获

得人们在危机事件中风险认知与应对方式、心理健

康的关系 ,进而形成心理行为的预测指标系统。

所谓风险 ,指在不确定情境下不利事件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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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发生及其发生的可能性。Slovic[3 ]等认为人

们对危机事件的风险认知可以从熟悉性和可控性两

个维度进行测量 ,高风险一端易被知觉为“未知的 ,

不可控制的”两大类。在这两个因素构成的因素空

间上 ,各风险事件都有一个相对位置 ,位置可以显示

出人们风险认知的特征。我们认为面对 SARS 事件

的民众社会心理特征可以采用这种风险认知模型来

剖析其特征及相互关系。

北京市民在 2003 年 5 月上旬 (危机事件发生过

程中)到 6 月上旬 (危机事件基本平息后) 这段时间

内经历了抗击非典的最艰难最关键的时期。我们于

5 月 5 日～11 日对北京市民进行分层随机抽样 ,实

施第一次问卷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市民在非

典基本平息后风险认知的变化 ,以及由于风险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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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给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带来的影响 ,

我们于 5 月 27 日～6 月 7 日进行了第二次取样。我

们期望通过这种比较研究 ,了解民众面对危机事件

时社会心理的变化特征 ;帮助有关部门以民众风险

认知的变化为依据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及有预测性

的措施 ;帮助政府完善危机事件的控制和预防系统。

1 　研究方法
1. 1 　调查对象

第一次取样数据来自北京市 15 个区县共 895

人 ,第二次取样数据来自北京市 15 个区县共 582

人 ,两次取样被试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统计表 ( %)

样本 1 　 样本 2 　

20 岁以下 　　5. 2 　　3. 8

20～29 岁 41. 3 38. 3

30～39 岁 25. 4 29. 1

40～49 岁 17. 4 18. 6

50 岁以上 10. 6 10. 2

　男 46. 1 41. 8

　女 53. 9 58. 8

初中及以下 6. 6 6. 3

高中 (中专、职高) 25. 1 23. 7

大专 34. 5 42. 0

本科 31. 0 27. 0

硕士及以上 2. 9 0. 9

1. 2 　研究工具

1. 2. 1 　疫情信息调查问卷 　分为四个维度 ,分别是

患病信息 ,治愈信息 ,与自身相关的信息和公共信

息。采用利克特 5 点量表进行测量。验证性因素分

析结果表明结构良好。

1. 2. 2 　风险认知调查问卷 　根据 Slovic 的风险认

知模型 ,采用了熟悉性、控制性两个指标 ,考察民众

对六种关于 SARS 风险来源的风险认知 (SARS 的病

因、传播性和传染性、治愈率、预防措施、愈后对身体

影响、愈后有无传染性) 。采用利克特 5 点量表测

量。

1. 2. 3 　社会预警指标的调查 　通过前期访谈和专

家访谈的方式自编问卷 ,包括风险评估、心理紧张

度、疫情控制预测、经济发展预期的考察和应对方式

的总体估计。

2 　结 　　果

2. 1 　两个时期民众对四种信息评价的比较

以四种信息来源作为组内因素 ,时间段作为组

间因素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组内因

素主效应显著 ( F (3 ,4497) = 9. 46 , P < 0. 001) ,组间

因素主效应显著 ( F (1 ,1499) = 13. 454 , P < 0. 001) ,

交互作用显著 ( F (3 ,1499) = 5. 366 , P < 0. 001) 。对

第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现 ,

四种信息没有显著差异(F(3 ,1905) = 0. 689 , P = 0. 558) ,

对第一时间段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发

现 ,四种信息有显著差异 ( F (3 ,2592) = 14. 062 , P =

0. 000) 。这说明在第二时间段民众对各种信息的关

注程度都有一定的提高 ,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关注的

信息源不再出现差异。见表 2。

表 2 　两个时期民众对四种信息评价的比较

患病信息 治愈信息 自身相关信息 公共信息

前测 3. 17 3. 27 3. 03 3. 18

后测 3. 32 3. 35 3. 3 3. 3

2. 2 　两个时期民众风险认知的比较

以风险的熟悉性 (前测 3. 21 ,后测 3. 35) 和可控

性 (前测 3. 25 ,后测 3. 34) 作为组内因素 ,时间段作

为组间因素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组

内因素主效应不显著(F(1 ,1547) = 0. 828 , P = 0. 363) ,组

间因素主效应显著 (F(1 ,1547) = 12. 477 , P = 0. 000) ,交

互作用不显著 (F(1 ,1547) = 1. 98 , P = 0. 16) 。

进一步比较了在两个时期民众对 SARS 的 6 种

风险来源的认知 ,结果见表 3。

表 3 　两个时期民众对六种风险来源的认知

前测

可控性 　　熟悉性

后测

可控性 　　熟悉性

病因 2. 96 　2. 89 　3. 28 　　3. 14

传播途径 3. 67 3. 20 3. 63 3. 43

治愈率 3. 28 3. 20 3. 29 3. 35

预防措施 3. 62 3. 48 3. 52 3. 47

愈后影响 2. 87 3. 36 3. 17 3. 31

愈后传染 2. 91 3. 42 3. 21 3. 31

　　以民众对非典疫情的总体风险感觉为因变量 ,

以六种风险事件的熟悉性和可控性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在前测 ,非典病因的可控性

( - 0. 130) 、非典治愈率的可控性 ( - 0. 12) 和非典患

者愈后对身体影响的可控性 ( - 0. 135) 对于总体风

险感觉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 R2 = 0. 091) ;在后测 ,对

于非典传播途径和传染的可控性 ( - 0. 132) 和非典

患者愈后传染的可控性 ( - 0. 160) 对于总体风险感

觉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R2 = 0.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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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风险预测模型比较

运用结构模型 (AMOS) 方法对民众风险认知模

型进行验证。根据由全国数据得出的模型来拟合北

京两次的数据。模型包括影响风险认知的信息因

素、个体的风险认知状态、社会预警指标等变量。

首先 ,把 SARS 疫情信息分为患病信息、治愈信

息、与自身关系密切信息和政府措施四个方面 ,作为

模型的自变量 ;其次 ,把风险的熟悉性和控制性作为

风险认知的核心中介变量 ;再次 ,作为模型的因变量

的心理行为预测指标 ,包括 2 个因素。因素一为负

性预警指标 ,包括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和疫情发展

预期 ;因素二为正性预警指标 ,包括应对方式和经济

发展预期。

结果表明 ,对于样本 1 ,我们所提出的假设模型

很好的拟合了数据 ,对于样本 2 ,在保持模型整体结

构不变的情况下 ,去掉了从患病信息到负性预警指

标的路径后 ,模型比较好的拟合了数据。两次的模

型拟合指标见表 4。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 1 ,括号内

是样本 2 的路径系数。

表 4 　模型拟合指标

χ2 df GFI AGFI CFI TLI RSMEA

样本 1 365. 719 94 0. 953 0. 933 0. 960 0. 949 0. 052

样本 2 428. 106 106 0. 928 0. 896 0. 941 0. 924 0. 068

图 1 　民众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关系预测模型图

3 　讨 　　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 ,在疫情后期 ,民众对于

四种信息源的关注程度都比疫情高发期有了不同的

提高 ,但是对这四种信息源的关注本身没有差异。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 ,发现在疫情高发期 ,与民众自

身关系密切的信息和那些负性疫情信息最为民众所

关注 ,这是因为在危机事件刚开始的时候 ,民众倾向

于根据事件发生的频率、后果的严重性等客观指标

对该事件的风险做出判断[5 ] 。但随着危机事件逐步

得到控制和消退 ,民众对信息的关注逐渐理性化 ,倾

向于综合评价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信息 ,然后作出

自己的判断。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民众对各种信

息的关注程度都有一定的提高 ,更主要的是他们所

关注的信息源不再出现差异。

总的来看 ,民众在疫情后期 ,对于六种风险事件

的熟悉性和可控性评价都有一定的提高 ,六种风险

来源都处于熟悉和可控的象限。表明民众对非典疫

情的风险知觉已经回落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 ,

我们发现民众对于非典对于身体的影响以及非典患

者愈后是否仍具有传染性这两方面是否可控的评

价 ,第二次都显著低于第一次。回归分析发现 ,非典

病因的可控性、非典治愈率的可控性和非典患者愈

后对身体影响的可控性对于总体风险感觉有显著的

预测作用 ;在后测 ,对于非典传播途径和传染的可控

性和非典患者愈后传染的可控性对于总体风险感觉

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众

在不同时期对于疫情风险知觉变化的特征 ,在疫情

高发期 ,民众更多关注的是非典作为一种疾病本身

的可控性 ,而在疫情消退期 ,民众更多的关注非典的

传染性。而且 ,对于危机事件是否可控要比民众是

否熟悉该事件更能预测他们的风险水平。

研究发现负性信息在疫情发展前期会提高民众

的风险知觉 ,而在后期能显著降低民众的风险知觉 ,

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在疫情高发期 ,这种

信息的负面性非常强烈 ,比如患病人数和死亡人数

居高不下 ,疑似人数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但在

疫情后期 ,这种所谓的负面信息更多传达的是一种

积极的正面的特征 ,因为这个时候疫情已经得到控

制 ,出现明显的消退 ,患病人数、疑似人数和死亡人

数非常低 ,甚至降为 0 ,所以从负性信息身上 ,民众

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信心的回升和风险的消退。我

们的研究发现在疫情后期 ,风险知觉对正性预警指

标不再有预测作用 ,我们认为原因在于非典作为一

种应激源 ,在危机爆发过程中激发了人们内在的潜

能 ,使人保持一种亢奋状态以应对危机 ,等危机过后

某些应激状态下被忽视或暂时掩盖的心理问题有可

能逐渐浮现出来 ,可能出现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等现

象。因此非典流行带来的心理行为问题不会在短期

内消失 ,需要更多人来关注危机事件平息后市民的

心理咨询和援助辅导工作。而且随着疫情的控制乃

至消失 ,市民的心理行为会发生变化 ,学术界及相关

部门应当重视对民众心理变化情况的关注 ,及时采

取恰当措施加以疏导。
(下转第 298 页)

·592·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4 年 　第 12 卷 　第 3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好[10 ] 。

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与个体对自身生活事件的

认识有关。在对生活事件是否可控的评价中 ,康复

者们都认为 SARS 是不可控的。在这种情况下灵活

应对的人可能采用情绪应对。但实际上 ,在得 SARS

后进行治疗中 ,以及面对 SARS 后遗症和种种生活

困难时 ,个体是能够找到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和帮

助自己的方法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事件的可控

性是会发生变化的 ,而问卷无法体现这一变化 ,个体

在进行评估时就可能出现不稳定性 ,从而不能很好

地将灵活应对从问题应对、情绪应对中区分出来。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 :由于受样本的总体量

和实际情况的限制 ,本研究的样本量太小 ; 由于

SARS的突发性和未知性 ,既无以往的研究可参考 ,

时间又紧促 ,因此有关康复者躯体状况自评问卷的

编制非常粗糙 ;因为采集样本困难重重 ,种种限制亦

无法确切了解康复者在患病期间的治疗情况 ,无法

将接受不同治疗的病人的状况进行比较 ;因为对康

复者进一步治疗无明确的方向 ,在出院后 ,康复者为

寻求治疗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和方式 ,在研究中

也难以对此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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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布”手段 ,直接在这里发布信息 ,对于这种明显
的违法行为 ,我们必然面临一个责任划归的问题 ,目
前业界尚缺乏详细的规章制度。此外 ,这个栏目对
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 ,我国 18 岁以下的网民占网民
总数的 17. 6 %[6 ] ,也就是说接近 1040 万的未成年人
网民 ,这种内容对他们而言 ,也是一个潜在的网络伤
害 ,所以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予以妥
善地解决 ,使互联网络产业更加健康、良性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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