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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灾害适应性是减灾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讨论农村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的影响因

素! 较少探索城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的影响机制( 该文利用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数据! 分析了家庭自

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现状! 探究了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描述统计结果表明! 家庭关注度较高

的自然灾害是台风) 暴雨) 洪水) 地震和雷电! Y&Z的调查样本不满意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和能力! 但均通

过储备物资) 政府救济) 应急培训等非工程行为和加固房屋) 增设设备设施等工程行为来应对自然灾害( .8EBQC

MBV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性别) 居住年限) 自然灾害损失类型)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及能力满意度) 是否经历

自然灾害) 广电网络) 学习时间) 宣传类别等变量均显著影响了家庭的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 因此! 政府及其

它组织应创新化应急宣传! 强化社区建设! 增强应急能力! 为提高家庭自然灾害适应能力创造条件(

关键词! 家庭' 自然灾害' 适应性' .8EBQMBV模型' 珠海市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A"#$%&#$" >$$#= >$&

K8B& %$:"=?=WX:BQQF:%$$$ >&%%A:#$%&:$":$$?

!!珠海市是珠三角地区中海洋面积最大$? %"Y

\T

#

%) 岛屿最多$%[? 个%) 海岸线最长$?$[ \T%的

城市! 也是珠三角地区自然灾害较为敏感的城市之

一( #$%# >#$%?年! 珠海共发生 #[ 起地质灾害! &%

次气象灾害! &次海洋赤潮$总计 %%:?" \T

#

%

"%#

( 全

市有 "Y处滑坡隐患点! %[# 处崩塌隐患点! %& 处地

面沉降隐患点"##

' 年均发生 ":' 次台风! %$ 次暴雨

和 ?$日雷暴""#

( 据 #$%# >#$%? 年统计数据计算!

全市自然灾害共造成 #'Y:$" \JT

# 农作物受灾! 直

接经济损失达 ':['# 亿元人民币( 而在社会影响方

面! 每年自然灾害制约了家庭适应性行为决策! 不

利于全市自然灾害防治政策的实施( 探究家庭自然

灾害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不仅能丰富自然灾

害适应性研究的理论内容! 也可为珠海市制定自然

灾害防治政策提供参考(

%='$ 年以来! 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研究着重

探讨家庭在农村和城市两种空间内的适应性行为

及其影响因素( 对农村地区的研究主要考虑了自

然环境) 地理区位) 家庭特征) 社会资本) 经济

条件) 农业生产) 家庭的收入损失风险) 自然环

境感知) 应急管理能力) 宏观经济政策) 灾害应

对制度框架对家庭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 >Y#

( 我国

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种植面积占比) 基础设施供给!

农户风险类型) 家庭规模) 生产特征正向影响了

农户的适应性行为"?#

' 家庭物质资产) 非农就业

比重) 社会网络) 受教育程度) 灾情预警信息传

播渠道) 政策知晓度) 参加培训) 农业的依赖程

度) 村的区位特征) 村的生态环境) 绑定式社会

资本影响了农户应对灾害的措施) 决策和

行为"' >%$#

(

对城市地区的研究则重视描述城市个体或者

组织的自然灾害认知和行为! 如从暴露度) 可能

性) 脆弱性) 危害程度) 风险信息源的可靠性)

知识和教育水平) 年龄) 性别) 社会文化等方面

理解居民适应性 "%% >%##

( 我国学者的研究多关注上

海这类超级城市! 如常住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之

间在脆弱性) 灾害风险认知方面的差异性 ) 提升

适应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方式等"%" >%?#

(

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农村地区家庭自然灾害

适应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描述了城市地区居民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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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认知及其影响! 但很少从量化的角度探讨

城市地区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此! 本文在目前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研究的基

础上! 利用珠海市自然灾害影响及其适应性的实

地调查数据! 描述家庭自然灾害的认知) 态度及

行为特征! 估测自然灾害认知) 态度及行为对家

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强度! 并给出提高

家庭自然灾害适应能力的政策建议(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

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数据主要来自珠海市香

洲区的实地调查( 香洲区是珠海市政治) 经济)

文化) 交通和金融中心( #$%? 年全区国土面积为

YY$:&[ \T

#

! 常住总人口 &":? 万人! 户籍人口

Y&:Y'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为 % $Y?:Y# 亿元 "%'#

(

香洲区地属低纬亚热带季风区! 年均气温为

##:[a! 年均降雨量为 % '$$ b# "$$ TT! 年均相

对湿度为 '=Z! 夏秋季有台风侵袭"%&#

(

%:#!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本研究根据自然灾害适应性的属性和维度编

制了*自然灾害影响及其适应性调查问卷+! 调查

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中的认知) 态度及行

为情况( 本次调查采取实地调查方式! 主要面对

珠海市香洲区湾仔) 拱北) 吉大) 香湾) 梅华)

前山) 翠香街道办事处及南屏镇 & 个区域的住户发

放调查问卷(

表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人口学变量 变量水平 样本量 有效百分比WZ

性别
男 Y=Y YY:%

女 [&Y [[:=

年龄

$ b#[ 岁 "Y' "":%

#Y b[[ 岁 "?% "":[

[Y b?[ 岁 "%= #=:Y

"

?Y 岁 [" [:$

学历

小学及以下 %%$ %$:#

初中 [$% "':%

高中W中专 [#" "=:#

大专 =& =:%

本科及以上 [& [:[

职业

务农 %=" %':=

打工 "$" #&:%

学生 ##% #$:Y

私营 ""? "%:%

公职 #' #:Y

!!本次调查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样

本( 共发放了 % #Y$ 份调查问卷! 收回 % #$[ 份调

查问卷! 问卷回收率为 =?:"#Z( 经剔除筛选后!

共得到 % $&$ 份有效问卷! 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Z( 从有效问卷数量和有效问卷回收率看! 本

次调查达到问卷调查的最低样本量和有效回收率

要求$表 %%(

%:#:%!分析方法

根据 实 证 研 究 方 法 的 逻 辑! 本 文 运 用

2322#[:$ 统计软件从描述和推断两个层面分析珠

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描述分析与变量定义

#:%!描述分析

#:%:%!家庭对自然灾害的认知

本文通过询问被调查对象,您家最为关注的 Y

类自然灾害-来了解家庭对自然灾害的认知度( 数

据显示! 在调查的 %$ 类自然灾害中! 被调查对象

响应最多的是台风) 暴雨) 洪水) 地震和雷电!

分别占总响应次数的 %&:'Z) %?:=Z) %Y:&Z)

%$:[Z) %$:[Z( 其中! 台风) 暴雨) 洪水和雷电

是珠海市常见的气象灾害! 说明被调查对象较熟

悉与自身密切相关的自然灾害$图 %%(

图 %!珠海市家庭最为关注的 Y 类自然灾害

#:%:#!家庭对灾害应对的态度

在家庭对灾害应对态度方面! 本文重点调查了

家庭及其成员对自然灾害应对措施) 自然灾害应对

能力) 住地团结程度各因素! 以了解影响家庭及其

成员对灾害防治的满意度( 调查数据显示! [%:?Z

的被调查满意住地的灾害应对措施! [#:"Z的被调

查者满意住地的灾害应对能力! 表明被调查者对住

地的灾害应对措施及能力满意度不高$表 #%(

#:%:"!家庭对自然灾害的应对

家庭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有非工程行为和工程

性行为( 非工程行为是家庭寻求保险) 政策) 制

度及金融等方面支持的行为! 而工程行为则是家

庭构筑) 改造) 新建或扩建房屋) 仓库等构件!

以抵御或者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的行为( 在非工程

行为中! #':#Z的被调查者学习了灾害应对知识或

者参与了灾害应急演练! Y#:[Z的被调查者向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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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传授了灾害应对措施! %=:?Z的被调查者制定

了家庭应急计划! [#:"Z的被调查者准备了应急物

资! #':[$Z的被调查者购买了商业保险( 这些数

据表明被调查者比较倾向在家庭内部传授灾害应

对措施及储备应急物资! 而不太乐意采取其它的

非工程行为$表 "%(

表 #!家庭对住地灾害应对措施及能力的满意度

满意程度
灾害应对措施 灾害应对能力

频数 百分比WZ 频数 百分比WZ

非常满意 Y= Y:Y ?$ Y:?

满意 "=$ "?:% "=? "?:'

不满意 "?" "":? "&Y "Y:?

很不满意 #?& #[:& #"= ##:%

!!除了表 " 内的非工程措施外! 被调查者也积极

寻求其它渠道的支持( ??:"Z的被调查者向亲戚朋

友寻求帮助! #=:&Z的被调查者申请银行信贷!

#&:'Z的被调查者求助其它社会组织! #':%Z的被

调查者选择政府救济( 而在救助方式的有效性上!

Y?:%Z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救助是最有效的救助方

式! #$:[Z的被调查者愿意接受物资支援! "Z的被

调查者乐意接受应急措施培训! 还有 "Z的被调查

者认为政策性迁移是规避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方式(

在工程行为中! [?Z的被调查者加固了房屋(

其中! 安装安全家电) 加固屋顶和加固门窗分别

占加固项目响应频次的 #=:%Z) #?:%Z) #":"Z(

但从表 [ 数据可以看出! 被调查者采取工程性行为

的比例依然偏低(

表 "!家庭应对自然灾害的非工程行为

非工程行为
已经做了 计划做 不计划做 无法实现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学习与演练 #=[ #':#$ %?= %Y:?$ %&Y %':%$ ["# [$:$$

传授防灾知识 Y?? Y#:[$ #'= #Y:&$ %[? %":Y$ &= &:#$

制定应急计划 #%# %=:?$ "[Y "%:=$ "'$ "[:"$ %Y" %[:#$

学习急救技术 %?# %Y:$$ "$? #&:"$ #&% #?:$$ ""% "$:?$

准备应急物资 [Y' [#:"$ #Y= #[:$$ #Y# #":"$ %%# %$:[$

购买商业保险 #=? #':[$ ##" #$:?$ "[[ "%:=$ #%' #$:%$

表 [!家庭应对自然灾害的工程行为

工程行为
已经做了 计划做 不计划做 无法实现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频次 百分比WZ

安装灾害设备 #$& %=:" ##' #%:$ "[' "#:% #=& #':?

加固房屋 [=' [?:$ %== %&:[ #[" ##:Y %[% %":%

增设生产经营设施 #Y# #":" %&' %':" #&' #?:? "Y[ "#:&

表 Y!自变量类别及其赋值说明

类别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个人特征

性别 % c男! # c女

年龄 % c$ b#[ 岁! # c#Y b[[ 岁! " c[Y b?[ 岁! [ c?Y 岁及以上

教育程度 % c小学及以下! # c初中! " c高中W中专! [ c大专! Y c本科及以上

职业 % c务农! # c打工! " c学生! [ c私营! Y c公职

家庭特征

年收入 % cY$$$$ 及以下! # cY$$$% b%$$$$$! " c%$$$$$ 以上

居住年限 % c% b%$ 年! # c%% b#$ 年! " c#$ 年以上

家庭收入来源 % c工资收入! # c经营收入! " c劳务收入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经历 % c是! # c否

自然灾害经历类型 % c地质灾害! # c气象灾害! " c火灾

自然灾害经历次数 以家庭经历的自然灾害次数计算

自然灾害损害类型 % c农业减产! # c经营受损! " c工作耽误

认知方式

认知途径 % c广电网络! # c纸质媒介

学习时间 % c% 年及以下! # c% bY 年! " cY 年以上! [ c没有学习

宣传种类 以选择的宣传类别计算

个人态度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 % c满意! # c不满意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能力 % c满意! # c不满意

住地社区团结程度 % c团结! # c不团结! " c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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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与自变量的交叉表

自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采取了应对措施 未采取应对措施

频数 百分比WZ 频数 百分比WZ

总计

性别
男 [%[ ?=:? %&% "$:[ Y=Y

女 ""Y ?=:% %Y$ "$:= [&Y

年龄

$ b#[ 岁 #"' ??:[ %#$ "":? "Y'

#Y b[[ 岁 #[[ ?':? %%' "#:[ "?%

[Y b?[ 岁 #"' '[:" &# #Y:' "%=

"

?Y 岁 "% '#:% %# #':= ["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Y ?&:# "Y "%:& %%$

初中 #&= '#:% %%# #':= [$%

高中W中专 #&= ?&:" %"[ "%:' [#"

大专 ?& ?=:[ "$ "$:? =&

本科及以上 #& Y&:" #$ [%:' [&

职业类型

务农 %"# ?&:[ ?% "%:? %="

务工 #%= '#:" &[ #':' "$"

学生 %[Y ?Y:? '? "[:[ ##%

私营 #"' '$:Y == #=:Y ""?

公职 %? Y=:" %% [$:' #'

年收入

#

Y 万元 "%% '#:# %#$ #':& ["%

Y 万元b%$ 万元 [%= ?':" #$[ "#:' ?#"

d%$ 万元 %= '":% ' #?:= #?

居住年限

% b%$ 年 %"& ?Y:' '# "[:" #%$

%% b#$ 年 #%Y '":% '= #?:= #=[

#$ 年以上 "=? ?&:& %&$ "%:" Y'?

收入来源

工资收入 #[[ ?&:" %%" "%:' "Y'

经营收入 "[& ?=:? %Y# "$:[ Y$$

劳务收入 %Y' '$:[ ?? #=:? ##"

自然灾害经历
是 ?[= '%:% #?[ #&:= =%"

否 %$$ Y=:= ?' [$:% %?'

自然灾害类型

地质灾害 Y? '#:' #% #':" ''

气象灾害 ?[# '%:' #Y[ #&:" &=?

火灾 #& '":' %$ #?:" "&

灾害损失类型

农业减产 "$& ??:# %Y' "":& [?Y

经营受损 %'% ?':% &[ "#:= #YY

工作耽误 #'$ 'Y:$ =$ #Y:$ "?$

认知途径
纸质媒介 ### 'Y:Y '# #[:Y #=[

广电网络 ?[& '[:Y ### #Y:Y &'$

学习时间

% 年以下 ""= &":' ?? %?:" [$Y

% >Y 年 =& '':# #= ##:& %#'

Y 年以上 ?' &":& %" %?:" &$

没学习过 #[Y Y#:[ ##" [':? [?&

自然灾害应对措施
满意 "[[ '?:? %$Y #":[ [[=

不满意 [$Y ?[:# ##? "Y:& ?"%

自然灾害应对能力
满意 ""& '[:% %%& #Y:= [Y?

不满意 [%% ?Y:= #%" "[:% ?#[

住地社区团结程度

团结 =% &$:Y ## %=:Y %%"

一般 ?$$ ?&:? #'[ "%:[ &'[

不团结 Y& ?#:[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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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说明

#:#:%!变量定义

本文探索的是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的

影响因素及其强度! 其中的因变量是家庭是否采

取适应性行为$应对措施%! 自变量分为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自然灾害) 认知方式) 个人态度五个

变量维度( 自变量名称及赋值如表 Y 所示(

#:#:#!变量描述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多为分类变量!

可以建立交叉表来描述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交互关

系( 表 ? 显示! 在个人特征中!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

采取灾害应对措施' [Y b?[ 岁的被调查者采取应

对措施的比例最高' 初中) 高中及中专学历的被

调查者采取应对措施比例较高' 务工和私营性质

的被调查者采取应对措施的比例高于其它被调查

者( 在家庭特征中! 年收入在 Y b%$ 万元之间的被

调查者采取应对措施的可能较高' 以经营收入为

主的被调查者更愿意采取应对措施' 在自然灾害

因素方面! 经历过自然灾害) 关注气象灾害及农

业受损的被调查采取应对措施的比例普遍较高'

在认知因素上! 使用广电网络) 学习应对知识时

间在五年以上的被调查者更可能采取应对措施'

在个人态度因素上! 对住地灾害应对措施和应对

能力满意的被调查者较为愿意采取应对措施(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模型构建

考察珠海市家庭是否采取自然灾害适应性行

为! 本文构建了二元.8EBQMBV模型来拟合调查数据(

.8EBQMBV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9F"

!

% >!

# c"

$

e"

%

#

%

e"

#

#

#

e"

"

#

"

e"

[

#

[

e"

Y

#

Y

e$

$

(

$%%

式中& !为家庭采取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概率!

% >!为家庭未采取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概率( !

与 % >!的比值是家庭采取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的概

率与家庭未采取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概率的比值(

"

%

是回归系数! 表示自变量变动带来的对数发生比

的变动量( &

%

是自变量! 表示影响家庭适应性行为

的变量( $

$

表是随机扰动项( 其中! &

%

表示被调查

个人特征! 如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及职业等( &

#

表示被调查家庭特征! 如居住年限) 家庭年收入)

收入来源等变量( &

"

表示家庭经历过的自然灾害情

况! 如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 经历过的自然灾害类

型) 经历过自然灾害的次数等( &

[

表示家庭对自然

灾害的认知! 包括家庭认知自然灾害的途径) 学习

自然灾害应对措施的时间等( &

Y

表示被调查对自然

灾害应对的态度! 包括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及应

对能力满意度) 住地社区团结程度等(

":#!实证结果

本文采取逐步回归的强制进入和条件参数估计似

然比检验方法估测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自然灾害)

认知方式) 个人态度对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

为的影响系数! 并对模型进行了检验( 模型回归结果

表明! 似然比值$ >#.B\I9BJ88K%值为 % %"':&'&! 考克

斯>斯奈尔+方$08fg2FI99+2_;DPI%值为 $:%?[!

内戈尔科+方$,DEI9\IP\I+2_;DPI%为$:#"?! 表明各

自变量与家庭适应性行为有中度关联' 卡方$0JB>

Q_;DPI%值为 %=":#"?! 达到了显著水平! 霍斯默>莱

梅肖检验$48QTIPDFK .ITIQJ8h1IQM%值为 [:%$%! 未

达显著水平! 表明模型的拟合度好! 回归结果可靠(

回归结果如表 '所示&

表 '的数据表明! 个人特征中! 被调查者的年

龄) 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型均未对家庭的自然灾害适

应性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但被调查者的性别却对家

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模型数据显

示! 男性被调查者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女性的

%:$#%倍! 表明男性被调查者较易采取适应性行为(

其原因可能为&

!

男性大多是户主! 在家庭适应行

为决策方面有最终决定权! 比女性更倾向主动应对

自然灾害'

"

除了非工程性措施外! 大部分工程性

适应性行为比较适合由男性来承当(

家庭特征中! 被调查家庭的年收入) 家庭收

入来源没有显著的影响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

但居住年限显著的影响了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

为( % b%$ 年居住年限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

率是 #$ 年以上家庭的 %:?$& 倍( 从自然灾害适应

性的学习曲线问题可知&

!

居住年限较短的家庭

还未建立对本地自然灾害的适应性机制! 在遇到

自然灾害时! 这些家庭比较乐意采取适应性行为'

"

当家庭居住年限不断变长后! 家庭已逐步建立

了固定化的灾害适应性行为! 一旦面临自然灾害

威胁! 其仅需根据灾害的强度对固定的机制进行

灵活变动! 不需要高频率的采取应对措施(

自然灾害因素中! 地质灾害) 火灾未能显著影

响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 而其它变量均显著影

响家庭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决策( 经历过自然灾害

的家庭选择适应性行为概率是未经历过自然灾害家

庭的 $:"[#倍' 经历过气象灾害的家庭采取适应性

行为的概率是未经历过气象灾害家庭的 $:Y[& 倍'

农业减产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工作耽误

的家庭的高 %:?[[ 倍! 经营受损的家庭采取适应性

行为的概率是工作耽误的家庭的 %:&$%倍(

""



灾!害!学 "" 卷

表 '!二元.8EBQMBV模型回归结果

自变量维度 自变量名称 系数$O% 标准误 HD9K 显著性 ]A3$O%

个人特征

性别 $:$#% $:%Y% $:$#$ $:$$& %:$#%

年龄 >$:%'& $:$=[ ":Y&" $:$Y& $:&"'

教育程度 >$:[#? $:"Y' %:[#$ $:#"" $:?Y"

职业类型 $:$## $:$Y' $:%[[ $:'$[ %:$##

家庭特征

年收入 $:%'# $:%#Y %:=$? $:%?' %:%&&

居住年限$ d#$ 年% ':%$% $:$#=

居住年限& % b%$ 年 $:['Y $:%=' Y:&%# $:$%? %:?$&

居住年限& %% b#$ 年 >$:$Y? $:%'Y $:%$# $:'Y$ $:=[?

家庭收入来源 >$:$Y$ $:$=# $:#=[ $:Y&& $:=Y#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经历 >%:$'[ $:Y=[ ":#?' $:$$% $:"[#

地质灾害 >$:$%# $:"#" $:$$% $:='% $:=&&

气象灾害 >$:?$# $:%&' %$:"%" $:$$% $:Y[&

火灾 $:$%' $:["Y $:$$# $:=?& %:$%'

损失类型$工作耽误% %$:=$= $:$$[

损失类型& 农业减产 $:[=' $:%'Y &:$'' $:$$[ %:?[[

损失类型& 经营受损 $:Y=" $:#$# &:?#Y $:$$" %:&%$

认知方式

广电网络 $:??= $:%'= %":==& $:$$$ $:Y%#

纸质媒介 >$:$[$ $:%&Y $:$[? $:&"$ $:=?%

学习时间$没学习过% &#:&#[ $:$$$

学习时间& i% 年 %:["Y $:%?= ??:?'# $:$"[ %:#[%

学习时间& % bY 年 %:### $:#%# #?:??[ $:$#Y %:##?

学习时间& dY 年 %:[?? $:"?= %=:&#? $:$$# %:#[%

宣传种类 $:%== $:%"$ ":Y[" $:$[? $:&%$

个人态度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 $:['" $:%Y' =:$Y? $:$$" %:?$[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能力 $:#=Y $:$'& %[:[%? $:$$$ %:"["

团结程度$不团结% &:$Y$ $:$%&

社区团结程度& 团结 $:=[= $:"Y? ':%%# $:$$& $:"&'

社区团结程度& 一般 >$:#YY $:#Y[ %:$$? $:"%? $:''Y

似然比值$ ># .8E9B\I9BJ88K% %%"':&'& 卡方$0JB>Q_;DPI%

%=":#"?

!!!

考克斯>斯奈尔+方

$08fg2FI99+2_;DPI%

$:%?[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48QTIPDFK .ITIQJ8h1IQM%

[:[$%

内戈尔科+方$,DEI9\IP\I+2_;DPI% $:#"?

注&

!!!表示 $:% 水平上显著

!!认知方式中! 除纸质媒介外! 其它变量显著

影响了家庭的自然灾害适应性行为( 其中! 通过

广电网络学习自然灾害应对措施的家庭采取适应

性行为的概率是未通过广电网络学习自然灾害应

对措施的家庭的 $:Y%# 倍' 学习过自然灾害应对知

识和措施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没学习

过的家庭的 %:# 倍' 通过多种宣传手段了解灾害知

识和措施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通过单

一宣传手段家庭的低 $:&# 倍! 表明家庭接触的宣

传方式多! 更能全面掌握自然灾害的应对知识和

措施! 也更能适应自然灾害(

个人态度中! 满意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的

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不满意住地自然灾

害应对措施的家庭的 %:?$[ 倍' 满意住地自然灾害

应对能力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不满意

住地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家庭的 %:"[" 倍( 此外!

认为本社区比其它社区团结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

为的概率是认为本社区不团结家庭的 $:"&' 倍( 这

也说明住在团结社区的家庭不但能向其它家庭提

供相应的灾害援助! 还能因社区的和谐环境而主

动采取应对措施(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珠海市 %$&$ 份问卷的调查数据! 描

述了珠海市家庭对自然灾害认知) 评价及应对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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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估测了个人特征) 家庭特征) 自然灾害因素)

认知方式) 个人态度对家庭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强

度( 具体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珠海市家庭最为关注的自然灾害是台风)

暴雨) 洪水) 地震和雷电! 分别占总响应次数的

%&:'Z) %?:=Z) %Y:&Z) %$:[Z) %$:[Z' 珠海

市家庭对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和能力的满意度

不高' 珠海市家庭采取最多的非工程应对措施是

向家庭成员传授灾害应对措施和准备应急物资!

分别占被调查者的 Y#:[Z和 [#:"Z(

$#%个人特征中! 男性被调查者采取适应性行

为的概率高于女性被调查者( 家庭特征中! % b%$

年居住年限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是居住

#$ 年以上家庭的 %:?$& 倍( 是否经历过自然灾害

对家庭选择适应性行为亦有显著影响(

$"%认知方式中! 学习时间对家庭选择适应性

行为有显著影响! 说明参加过各类自然灾害应对

措施学习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率均高于未

学习过自然灾害应对措施的家庭(

$[%个人态度中! 满意住地自然灾害应对措施

和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家庭采取适应性行为的概

率显著高于不满意的家庭(

因此! 从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现状及影

响因素看! 可以从应急宣传) 社区建设) 应急能

力三个方面来提高珠海市家庭自然灾害适应能力(

具体的政策建议为&

$%%优化宣传渠道! 拓展家庭学习灾害应急知

识的空间( 宣传能动态发布灾害风险趋势! 也能

提高家庭及其成员的灾害风险感知能力"%=#

( 应急

管理部门) 社会组织及社区居委会可根据家庭及

其成员了解和学习自然灾害知识及应急措施的实

际情况! 充分利用微信) 微博) 网络) 手机 -33

终端) 4Y 信息平台等网络通信技术! 主动) 及时

向家庭及其成员传播自然灾害应对知识和措施!

发布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拓宽家庭及其成员了解

自然灾害信息和知识的渠道(

$#%强化社区建设! 营造自然灾害互帮互助的

社会机制( 各级政府应积极支持社区开展各种增

进家庭互动的活动! 推进家庭之间的相互了解!

营造和谐) 团结和温情的社区环境! 增强家庭及

其成员对社区的认同度( 社区也要发挥贴近基层

的优势! 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宣传和组织手段!

传播自然灾害应对知识和措施! 举办社区自然灾

害应急培训和演练! 提高家庭自然灾害适应能力(

$"%推动应急建设! 提高住地自然灾害应对能

力( 政府在加强城市基础的防灾减灾设施建设的

同时! 也要提高社区自然灾害应对能力! 加强城

市自然灾害前瞻性风险管理"#$#

( 一方面! 政府需

结合全市灾害应急管理规划! 合理分配灾害应急

资源! 优化社区自然灾害应急资源配置( 另一方

面! 政府也要聚合社会组织) 社区居委会等组织

的力量! 建立社区自然灾害应急志愿者队伍! 增

设社区自然灾害应急设备及设施! 强化社区自然

灾害应急能力! 为家庭规避自然灾害风险提供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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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珠海市地质灾害治理三年行动计划$#$%Y >

#$%'年%"]OW).#<$#$%Y >$& >#%% "#$%' >$' >$%#<JMML& WW

hhh:EMXkJ:E8N:VFWEMffWKkkJSkW#$%Y$&WM#$%Y$&#%l#Y%Y"$&=:JMT9<

""#!珠海市气象局$站%<珠海气象灾害"]OW).#<$#$%' >$Y >$'%

"#$%' >$' >$%#<JMML& WWhhh:kJT̀:E8N:VF& &$$$WXIIVTQWSW

V8Fl%&l%"":#$%' >' >"<

"[# !0JB8MMBm3! (8JFQM8F 1<]fMIFKBFEMJI`8;FKDPBIQ8SV9BTDMI

VJDFEIPIQIDPVJ& -KBQV;QQB8F 8F DEPBV;9M;PI"(#<(8;PFD98S+;PD9

2M;KBIQ! %==Y! %%$"%& ""Y >"Y$<

"Y#!29IEIPQn/H<,@S8F9UBMh8;9K PDBF-& /DPTIPQ. LIPVILMB8FQ8S

PDBFSD99DFK KP8;EJMBF QITB>DPBK VIFMPD91DFkDFBD"(#<(8;PFD98S

-PBK ]FNBP8FTIFMQ! #$$&! '#$%%%& #%$? >#%#"<

"?#!冯晓龙! 陈宗兴! 霍学喜<基于分层模型的苹果种植农户气

象灾害适应性行为研究"(#<资源科学! #$%Y! "'$%#%& #[=%

>#Y$$<

"'#!尹莎! 陈佳! 吴孔森! 等<干旱环境胁迫下农户适应性研

究///基于民勤绿洲地区农户调查数据"(#<地理科学进展!

#$%?! "Y$Y%& ?[[ >?Y[<

"&#!杨宇! 王金霞! 黄季<极端干旱事件) 农田管理适应性行

为与生产风险& 基于华北平原农户的实证研究"(#<农业技

术经济! #$%?$=%& [ >%'<

"=#!龚亚珍! 陈湛! 关宝珠! 等<贫困地区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

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澜沧江流域的实证分析"(#<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Y$"%& [# >[=<

"%$# 朱红根! 康兰媛! 周曙东<南方稻区季节性干旱农户适应行

为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自然资源学报! #$%?! "%$=%&

%Y[$ >%YY#<

"%%# .BFKIF 2 7R<)F MJIPI9DMB8FQJBL `IMhIIF LIPQ8FD9IfLIPBIFVI!

DSSIVMDFK PBQ\ LIPVILMB8F& 1JIVDQI8SV9BTDMIVJDFEI"(#<];P8C

LIDF (8;PFD98S28VBD93QUVJ898EU!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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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EFBSBVDFM9UDSSIVMIK `UMJIQINDPBD̀9IQBFV9;KBFEEIFKIP! 9BNBFE9BSI! MJIMULIQ8SFDM;PD9KBQDQMIP98QQ! KIEPII8S

QDMBQSDVMB8F hBMJ MJIFDM;PD9KBQDQMIPPIQL8FQIDFK D̀B9BMU! IfLIPBIFVIK FDM;PD9KBQDQMIPQ8PF8M! PDKB8DFK MI9INBQB8F

FIMh8P\Q! 9IDPFBFEMBTI! DFK LP8LDEDFKDMULI<1JIPIS8PI! MJIE8NIPFTIFMDFK 8MJIP8PEDFBkDMB8FQQJ8;9K BFF8NDMI

ITIPEIFVUL;`9BVBMU! QMPIFEMJIF MJIV8TT;FBMUV8FQMP;VMB8F! IFJDFVIPIQL8FQIVDLD̀B9BMU! DFK VPIDMIV8FKBMB8FQS8P

BTLP8NBFESDTB9BIQoDKDLMD̀B9BMBIQM8FDM;PD9KBQDQMIPQ<

()* +,%-#& SDTB9U' FDM;PD9KBQDQMIP' DKDLMDMB8F' .8EBQMBVT8KI9' GJ;JD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