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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行为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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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了解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的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间的关系! 对制定政策提高公众保护行为意愿! 进而降

低极端灾害损失至关重要) 基于保护动机理论! 以极端暴雨和洪水为代表! 利用新疆公众的问卷调查数据! 采用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众气候变化认知* 极端灾害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意愿之间的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 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认知通过风险认知中介过程间接影响其保护行为意愿) 威胁和应对评估是中介过程的重要变量! 二者对

保护行为意愿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8$%] 和 %8[<#! 其中应对评估是影响公众预防行为意愿的重中之重) 提出政府应

着重加强以气候变化与极端灾害事件的关联性* 极端灾害事件的特性* 以及公众采取保护行为的有效性为核心的

科普宣传工作! 以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下极端事件的认知和保护行为意愿! 增强防灾减灾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

关键词" 极端天气事件( 洪水灾害( 风险感知( 保护动机理论( 主动预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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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灾害事件发生时! 公众作为承受灾害的主
体和抗灾减灾的主要执行者! 其主动采取防灾准备
是降低灾害损失的关键#Y$

) 研究表明! 当前我国公
民对极端灾害事件的防范意识还相对较低#$$

! 公众
因为缺少应对极端灾害的经验积累和心理准备! 常
常会放大灾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例如+#,$%-郑
州特大暴雨前后! 气象部门共发布预警信息 Y Y]<

条! 施行了一级应急响应! 仍旧难以避免大量人员
的伤亡) 所以! 如何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公众对极端
灾害事件的防备意识和应对能力! 是一项亟需研究
的问题) 在国际减灾战略%_0 )̀&中! 高度重视提高
公众意识! .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中也强调了全
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指出全球减灾的工作重心从既
往以结构性措施为主的灾害管理向灾害风险的综合
管理逐渐转移#"$

) 因而从公众层面提升风险意识和
应对能力是未来防灾减灾的重要部分) 风险感知是
用来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的概念#<$

!

相关研究最早集中在心理学* 医学和健康领域#^$

)

YZ]% 年以后! 由于气候变化* 自然灾害频发* 以及
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研究范围逐步扩展

至自然灾害领域! 目前已成为国际灾害风险管理的
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之一#[$

)

保护动机理论%/GB1I6EBJE@6? T6E@S>E@6? /GB6a

IX! 1T/&将风险感知具体化为风险认知中介过程!

包括威胁评估%/GIB>E+HHI>@F>7&和应对评估%.6Ha

@?W+HHI>@F>7&两部分##$

! 为具体研究风险信息* 风
险感知和保护行为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
论依据) 1T/现已广泛应用在地震#]$

* 滑坡#Z$ 以
及沿海地区的洪水#Y%$等自然灾害领域#YY ;Y$$

) 研究
表明! 人们的保护性行为和风险感知相互关联!

如果人们意识到面临的风险较高! 其采取行动来
应对的可能性也越高#Y" ;Y<$

) 风险信息的沟通有助
于公众提高对风险的感知! 有效弥补公众自身经
验的局限性#Y^$

) 政府应将公众的风险感知纳入洪
水有关的备灾和管理#Y[$

! 积极开展有关洪水风险
和预防措施的教育和宣传活动#Y# ;Y]$

)

目前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行为关系的主题已
有不少研究! 但将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事件结合起
来! 分析公众的风险感知到保护行为传导机制的研

! 收稿日期' $%$$ ;%Y ;%^!!!修回日期' $%$$ ;%" ;"%

基金项目'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YZbAVV%$%]&( 中澳国际合作项目%Y"YK[$V40K$%YZ%%<$&(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YZ#Y%]"( <$%#Y%ZY&

第一作者简介' 褚万年%YZZ# ;&! 男! 汉族! 宁夏固原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人文地理学研究:O;Q>@7' EG69F>?RFXB>IFcY$[8J6Q

通讯作者' 张伟%YZ]" ;&! 男! 汉族! 河南南阳人!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冰冻圈水资源功能和服务研究:

O;Q>@7' dG>?WL%[c7dM8>J8J?



灾!害!学 "# 卷

究尚还少见)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 我国气象灾
害风险在不断加剧! 特别是在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
干旱区! 未来也将面临极端降雨和洪水的风险#YZ$

)

综上! 本文引入保护动机理论! 选取新疆作为研究
区! 通过问卷收集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 对极
端暴雨和洪水风险的威胁和应对评估以及保护行为
意愿等变量的数据!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以
下问题'

!新疆公众当前对于极端暴雨和洪水的风
险感知现状(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极端灾害
的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意愿之间的传导机制) 研究
将为政府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以提高居民防灾意识
和行为意愿提供理论依据)

Y!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Y8Y!研究区概况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 属典型的温带大陆

性干旱* 半干旱气候! 是我国西北干旱区的主要
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自然灾害的频发区和冰冻圈*

沙漠等地理单元的主要分布区) 新疆现有 Y< 个地
%州* 市&! 生活着汉族* 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回族等 ^[ 个民族! 呈现+大杂居* 小聚居* 交错
杂居-的特点) $%$%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 新疆总人口 $ ^]^8$" 万人! 汉族人口Y %Z$8%Y

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 Y <Z"8$$ 万人! 公众平均受
教育年限在逐年增加#$%$

)

新疆的居民点* 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河谷*

山麓及冲积扇等地带! 随着社会经济与城镇化快速
发展! 局地气候和下垫面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 导
致出山口洪水以及城市暴雨洪水灾害加重! 直接威
胁着新疆的通讯* 交通设施* 水库* 渠道等水利水
电工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Y$

) +三山夹两盆-的特
殊地形格局! 为该地区降雨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使得洪水灾害成为新疆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灾种之
一! 广泛分布于新疆各地#$$$

! 按成因可分为暴雨洪
水* 融雪洪水* 冰川消融洪水* 冰湖溃决洪水* 冰
凌洪水和暴雨 ;冰雪洪水等! 其中最主要是由夏季
暴雨所引发! 约占 #"e

#$"$

)

从 YZ]# 年开始! 新疆地区气候有暖湿化的趋
势! 洪水灾害发生的频次明显增加#$<$

) 进入 $Y 世
纪以来! 新疆平均每年发生 < 次以上洪水) .中国
水旱灾害防御公报 $%$%/数据显示! $%$% 年新疆受
洪涝灾害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8Y 亿元! 受灾人
口为 Z8< 万人! < 人因洪水灾害而丧生#$^$

) 综合
起来! 气候变暖背景下冰冻圈失稳导致新疆地区
相关的灾害频率增加* 强度增强! 对社会造成的
威胁也将进一步扩大#$[$

)

Y8$!模型假设与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1T/&探究公众对气

候变化的认知* 极端灾害的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
意愿之间的传导机制) 1T/是行为改变的主要理
论#$#$

! 风险认知中介过程是其核心部分! 强调感
知过程在行为改变中的中介作用! 主要包含威胁
评估和应对评估) 风险认知中介过程由信息源启
动! 综合了个人因素和外界环境因素! 为探索公
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认知中介过程!

进而影响公众保护行为意愿! 因而将气候变化认
知作为外生变量) 威胁评估是由敏感性感知与严
重性感知组成! 本文中二者分别衡量极端暴雨或
洪水事件发生后! 公众所感知到的对自身的影响
和严重程度( 应对评估用于评估个体对于自身参
与灾害防治工作的效能感! 未特别区分应对效能
和自我效能) 对于保护行为来说! 1T/认为保护
行为最好的衡量方法是行为意愿#$]$

! 因而以公众
对于采取保护行为的意愿来作为本研究模型的最
终因变量) 综上! 本文以气候变化认知* 敏感性
感知* 严重性感知* 应对评估以及保护行为意愿
作为核心变量! 提出以下研究假设%表 Y&! 模型概
念图如图 Y 所示)

图 Y!基于 1T/的概念模型

核心变量采用问卷量表的方法来衡量! 即通
过不同维度的观察变量来对核心变量进行测量)

其中! 气候变化认识的问题参考了学者有关气候
变化常识的测题#$Z$ 以及新疆地区气候变化相关的
科学常识( 敏感性感知* 严重性感知* 自我效能
和保护行为意愿的测量分别基于前人开发的量表
修改而来#"% ;"Y$

) 拟定题目后与心理学* 社会学的
研究人员进行讨论! 采取了测验题! 正向 ;负向
题设计! 使之符合问卷调查的标准以保证问卷填
写质量( 修改后面向课题组成员及新疆当地居民
进行了预实验! 通过 .I6?M>JG +7HG>%

!

&进行信度
检验! 各变量均达到了 !

f%8# 的标准! 根据预实
验调整后包含核心变量及观察变量如下%表 $&)

表 Y!模型核心变量间关系的假设

假设 假设内容 相关关系

!Y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极端灾害事件敏感性感知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极端灾害事件严重性感知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其应对极端灾害应对评估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其保护行为意愿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的敏感性感知与严重性感知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的严重性感知与应对评估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的严重性感知与保护行为意愿的关系 正向作用

!] 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的应对评估与保护行为意愿的关系 正向作用

]$$



!" 期 褚万年! 等' 公众对极端暴雨和洪水灾害的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关系研究"""以新疆阿克苏地区为例

表 $!核心变量与观察变量

核心变量 编号 观察变量

气候变化认知%"!&

"!Y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平均温度在上升

"!$ 天山上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

"!" 新疆整体上在变得更加+湿润-

"!< 气候变化跟人类的活动有关

"!̂ 自然灾害变多跟气候变化有关

敏感性感知
%#$&

#$Y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所处的位置会受到影响

#$$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可能会有健康安全威胁

#$"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可能遭受一定财产损失

严重性感知
%%&&

%&Y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对健康安全造成的危害程度

%&$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对道路* 桥梁* 沟渠等造成的破坏程度

%&"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对电力* 供水线路等造成的破坏程度

%&< 发生严重的暴雨* 洪水! 对周围环境* 自然生态造成的危害程度

应对评估
%#'&

#'Y 有能力参与暴雨* 洪水等灾害的防治工作

#'$ 有信心能影响身边的亲友一起预防暴雨* 洪水等可能引发的灾害

#'" 发现可能的灾情隐患! 能及时向政府反映情况! 及时得到处理

#'< 如果我参与暴雨* 洪水的防治! 其带来的影响就能很大降低

#'̂ 人们都能重视预防暴雨* 洪水! 其带来的灾害就会减轻很多

保护行为意愿
%&%&

&%Y 会设法了解当地防洪准备情况* 紧急撤离路线和应急避难的地点

&%$ 会发生暴雨* 洪水的季节! 会在家里常备饮用水* 食物等物品

&%" 会关注暴雨* 洪水防治等话题! 主动学习有关灾害的预防办法

&%< 如果有相关的灾害保险! 可能会购买来预防其可能造成的损失

&%̂ 预见到有暴雨* 洪水等事件发生! 会想尽办法防备其带来的影响

!!在 +T'0%+?>7XF@F6UT6QB?E0EI9JE9IBF& $<8%

的环境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模型检验
和变量间关系的测定) 结构方程模型%0EI9JE9I>7Oa

g9>E@6? T6RB7@?W! 0OT& 被称为第二代统计技术!

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
系#"$$

! 包含结构模型和测量模型! 可以同时模拟
多因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并且可以用比较直
观的图形呈现分析结果#""$

) 结构模型在本文中即
是核心变量间关系假设的理论模型! 测量模型是
指用不同的观察变量测量核心变量的模型) 模型
检验包括测量模型的检验和结构模型的检验! 检
验达标后即可进行结果分析)

Y8"!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于调查问卷!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

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 以及风险认知中介和
保护行为意愿的信息) 调查问卷包括 ^ 个核心变
量* $$ 个观察变量和人口学统计量) 其中观察变
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法%,@NBIE0J>7B&的 # 级量表测
量! 将+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定为七个级
别! 分别赋值为 Y h# 分#"< ;"^$

) 人口学统计量指调
查者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是否有过受灾经历*

居住地势等信息) 调查时间为 $%$Y 年 Z 月! 前往
新疆阿克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 通过调查问卷*

访谈等方式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和信息) 结合线
上问卷技术! 在全疆范围内共收集问卷 ^]# 份) 根
据测验题* 正负向题的一致性以及问卷的完整度
筛查后保留有效问卷 <%] 份! 问 卷 有 效 率 为
[Z8̂e) 依据样本的抽样公式计算! 以 Z^e的置
信水准! î e的抽样误差为条件! 本研究所需样
本数为 "]" 人! 符合简单抽样调查的样本数需求)

整体上受访对象女性比例较高! 年龄以 Y] ĥ % 岁
为主! 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比例为 "jY! 受教育程
度以高中和大学学历人群为主! 总体上约有四分
之一的公众在受访前有过暴雨或洪水的受灾经历
%表 "&)

表 "!有效问卷人口学变量的基本情况

人口学变量 人数! 比例\e

性别
男 Y<" "^8%

女 $[^ [^8%

年龄

"

Y] 岁 < Y8%

Y] h"% 岁 $$Y ^<8$

"Y h<% 岁 Z% $$8Y

<Y ĥ % 岁 ^< Y"8$

^Y h[% 岁 "^ ]8[

#

[Y 岁 < Y8%

民族
汉族 "Y" #[8#

其他 Z^ $"8"

受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Y$ $8Z

初中 $< ^8Z

高中 [< Y^8#

大学 $Z< #$8Y

硕士及以上 Y< "8<

居住地
中心城区 $][ #%8Y

郊区及乡镇 Y$$ $Z8Z

暴雨* 洪水受灾经历
是 Y%" $^8$

否 "%^ #<8]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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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8Y!模型检验
$8Y8Y!测量模型检验

测量模型是指采用不同的观察变量对核心变
量的进行测量的模型! 其检验是为保证对核心变
量测量的可靠性! 主要包括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其中! 信度的检验是保证各观察变量的可靠性)

组成信度%.6QH6F@EB)B7@>M@7@EX! .)&和因子载荷被
认为是比克朗巴哈系数法%.I6?M>JG0F>7HG>&更可
靠的替代方法#"$$

! 组成信度和因子载荷应该分别
大于 %8# 和 %8[) 结果如表 < 所示! 各核心变量的
.)信度都大于 %8#( 所有观测变量的因素负荷量
都高于临界值 %8[! 说明各核心变量的测量模型都
具有较强的信度)

效度检验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两类) 收
敛效度反应核心变量下的各观察变量的所指是否
一致! 由平均变异数萃取量%+SBI>WB5>I@>?JBOPa

EI>JEBR! +5O&来衡量! 研究建议 +5O的分数应该
高于 %8̂

#"[$

) 本研究中核心变量各项 +5O均在
%8̂ 左右或是大于 %8̂%%表 <&! 说明各观察变量具
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区别效度反应各核心变量间
的区别度! 由平均变异数萃取量 +5O的平方根大
于其他构面的相关系数来衡量' 比较每个核心变
量 +5O的平方根和其他相关值! 如果前者大于后
者! 则接受区别效度) 例如! 敏感性感知的 +5O

为 %8#^Y! 其平方根为 %8][#! 该数字大于敏感性

感知列中与其他变量的相关值%表 ^&) 从结果中可
见! +5O的平方根值除敏感性感知与严重性感知
外! 其余变量均大于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说
明模型中敏感性感知与严重性感知同属于威胁评
估! 二者区别效度一般! 其余各变量间均具有较
好的区别效度) 综合表明! 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
信效度! 对于核心变量的测量具有可信度! 可以
进一步进行结构模型的分析)

$8Y8$!结构模型检验
结构模型的检验是使用 0OT进行各核心变量

关系测定及分析的必要条件! 需要模型适配度达
到标准要求) 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选取
以下配适度指标进行模型的评定! 包括 "

$ 检验!

"

$ 与自由度的比值! 配适度指标%3-_&! 调整后的
配适度指标%+3-_&! 平均近似误差均方根%)Ta

0O+&! 标准化均方根值% 0)T)&! 非基准配适指
标%/,_\**-_&! 渐增式配适指标%_-_&! 以及比较
配适度指标%.-_&这九项指标! 上述指标均达到理
想要求的标准后! 方可进行结果的分析) 在 +T'0

$<8% 环境下! 建立路径模型框架并进行计算! 依
据模型修正提示对原有路径进行调试并确定最终
模型) 计算可得' 卡方自由度比值%.T_*\̀-& 为
$8"Y] k"( )T0O+值为 %8%^# k%8%]( 0)T)值
为 %8%<" k%8̂! 3-_值* +3-_值* /,_值* _-_

值* .-_值分别为 %8Z"]* %8ZY%* %8Z[<* %8Z#$*

%8Z#$! 均符合大于 %8Z%% 的标准%表 [&! 说明本
文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该假设模型适用于此
领域的研究! 可对各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

表 <!测量模型检验结果

构面 题目
参数显著性估计

(;S>79B )值
因素负荷量 组成信度 平均变异数萃取量

气候变化认知

"!$ %8[^"

"!< Z8̂$Z

!!!

%8#<Z

"!̂ Z8[^%

!!!

%8[Z%

%8#<% %8<]]

敏感性感知

#$Y %8#]Y

#$$ YZ8ZZ#

!!!

%8Z"[

#$" YZ8<$Z

!!!

%8]#^

%8Z%% %8#^Y

严重性感知

%&$ %8#]Z

%&" Y[8Y[$

!!!

%8Z%^

%&̂ Y<8Z[^

!!!

%8#$Z

%8]^Y %8[^]

应对评估

#'Y %8#Z[

#'$ Y[8][<

!!!

%8Z%$

#'" Y^8[#^

!!!

%8#^$

%8]^Z %8[#Y

保护行为意愿

&%Y %8]$]

&%$ YZ8Z<[

!!!

%8][Y

&%" $%8<%^

!!!

%8]]Z

%8]Z^ %8#"Z

!!!!!!注' )表示假设检验的概率!

!!!表示通过 %8%%Y 的显著性水平)

表 ^!区别效度检验

+5O 敏感性感知 应对评估 保护行为意愿 严重性感知 气候变化认知

敏感性感知 %8#^Y !"#$%

应对评估 %8[#Y %8"#Y !"#&'

保护行为意愿 %8#"Z %8<$[ %8#<[ !"#$!

严重性感知 %8[^] %8]"^ %8̂$$ %8̂"^ !"#&&

气候变化认知 %8<]] %8$Z% %8"$" %8$^# %8"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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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配适度指标 理想要求标准 模型指标

"

$

!越小越好 YZ%8%"]

"

$

\R*

k"8%% $8"Y]

3-_ f%8Z% %8Z"]

+3-_ f%8Z% %8ZY%

)T0O+ k%8%] %8%^#

0)T) k%8̂% %8%<"

/,_%**-_& f%8Z% %8Z[<

_-_ f%8Z% %8Z#$

.-_ f%8Z% %8Z#$

$8$!核心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各核心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结

果显示%图 $&! 在气候变化认知方面! 公众整体上
对全球变暖认同度较高! 从冰川融化以及灾害事
件增多这些现象中可以观察到! 并且认同气候变
化是同人类的活动相关的) 在风险感知方面! 整
体上公众对极端暴雨和洪水的敏感性和严重性感
知度较高! 即对极端暴雨和洪水对于自身的影响
%+l̂8<#&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l̂ 8#%&都有
较高的评估) 应对评估也处在中等偏上的水平%+

l̂8$<&! 表明公众普遍认同自身对灾害的预防行
为能够有效降低灾害的损失! 且自身有能力在一
定程度上参与到灾害的防治当中) 在保护行为意愿

方面! 新疆公众的保护行为意愿也处在较高的水
平%+l̂8"#&) 另外! 本文对公众所认知的极端暴
雨或洪水是否有可能发生在当地的态度进行了单
独测量! 得分为 <8<Y! 结果表明公众对此为比较
模糊中立的态度) 综合来看! 公众对于极端灾害
事件的威胁和应对评估都相对较高! 一旦发生极
端灾害! 公众的自救意识和整体配合度会较高)

但是整体上因为公众对极端灾害事件发生的可能
性判别较低! 说明存在许多公众认为极端灾害事
件不会发生在当地! 从而可能不会做出保护性的
预防行为)

图 $!新疆公众极端暴雨和洪水感知及行为描述性分析
注' 图中数字为各变量均值! 误差线为标准差

$8"!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最终结果如表 [ 和图 " 所示! 接下来分步

对模型结果进行分析)

表 [!结构方程模型测算结果
核心变量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差 );值 0T. 假设结果

气候变化认知 敏感性感知 %8$]# %8YY]

!!!

%8%]% 支持 !Y

气候变化认知 严重性感知 %8%]# %8%#] %8%"]

敏感性感知 严重性感知 %8]%^ %8%^Y

!!!

%8#%%

支持 !$

支持 !̂

气候变化认知 应对评估 %8Y]% %8Y%Y %8%%$

严重性感知 应对评估 %8<<# %8%^^

!!!

%8$]%

支持 !"

支持 ![

严重性感知 保护行为意愿 %8$%] %8%^"

!!!

应对评估 保护行为意愿 %8[<# %8%[[

!!!

气候变化认知 保护行为意愿 ;%8%Y]! %8%ZY %8#%"

%8̂Z%

支持 !#

支持 !]

拒绝 !<

!!!!!注' )表示假设检验的概率!

!!!表示通过 %8%%Y 的显著性水平)

图 "!新疆阿克苏地区公众保护行为意愿标准化系数模型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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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Y!气候变化认知对风险感知中介及保护行为
意愿的作用

!!围绕气候变化认知的四项假设中! !Y 通过了
%8%%Y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极为显著! 表明气候变
化的认知对极端灾害事件的敏感性感知有正向作
用! 直接效应为 %8$]#) 说明对气候变化认知程度
更高的公众! 一定程度上更能意识到自身处于潜
在的极端暴雨和洪水的威胁之中) 除此之外! 气
候变化认知分别与严重性感知* 应对评估关系的
假设 !$ 和 !"! 通过了 %8%^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路径系数分别为 %8%]# 和 %8Y]! 表明气候变化认
知程度对严重性感知与应对评估都具有一定的正
向作用! 但影响较弱) 而气候变化与保护行为意
愿的假设 !<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其与保护行
为意愿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直接效应) 综合起来看!

气候变化认知对风险评估过程具有正向的作用!

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 表明现阶段新疆公众对于
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事件的关联性的认识尚有不
足! 在未来气候变化知识的科学普及中! 增多气
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相关联内容的比重! 对于
提升公众的风险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8"8$!风险认知中介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对其保
护行为意愿的作用

!!模型中风险认知中介变量包括敏感性感知*

严重性感知和应对评估! 围绕三者的假设 2̂ * 2[

皆通过了检验) 其中敏感性感知与严重性感知通
常作为威胁评估的主要内容! 具有明显的正向关
系! 二者间的路径系数为 %8]%^) 说明当公众认识
到如果发生极端暴雨和洪水! 自身所处的环境有
遭受灾害的可能! 则其对于灾害危害性的评估也
会较高) 严重性感知与应对评估间的路径系数为
%8<<#! 说明严重性感知对于促进应对评估具有正
向的作用) 应对评估中的重要内容是公众应对极
端灾害的效能感! 表明公众在感知到灾害威胁后!

可以一定程度上激发其应对的效能感! 所以公众
对于极端天气事件的威胁感知对其应对评估有正
向的影响) 同时! 严重性感知和应对评估与保护
行为意愿间的假设 !#* !] 也通过了 %8%%Y 水平的
显著性检验! 且路径系数分别为 %8$%] 和 %8[<#)

以上结果表明! 保护动机理论中的两大风险
认知中介变量对于公众保护行为意愿都有正向的
作用! 其中应对评估的作用更为明显) 但需要注
意的是! 威胁评估不仅对保护行为意愿有直接的
正向影响! 而且可通过促进应对评估! 进而对保
护行为意愿产生间接作用) 保护行为意愿是公众
最终采取保护行为的重要先决条件! 也是公众积
极主动配合响应防灾减灾政策的基础) 因而风险
认知中介过程是政府有效实施防灾减灾政策的重
中之重! 需要重点提升公众对于极端灾害事件的
认识! 同时增强防范各类极端灾害事件的科学方
法的普及! 提升公众对学习防灾知识及采取预防
措施的重视程度)

$8"8"!影响公众保护行为意愿的路径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

认知* 极端灾害的风险感知%威胁评估与应对评
估&与保护行为意愿间存在如下的路径传导机制'

气候变化认知"威胁评估"应对评估"保护行为
意愿! 即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正向影响其威胁
评估和应对评估! 最终间接作用到公众的保护行
为意愿) 由此路径可以发现! 气候变化认知作为
背景知识是此路径机制的开端! 或为公众风险感
知的重要来源之一! 因此围绕气候变化相关的风

险沟通将是有效实施风险减排政策的入手点) 而
公众的风险认知中介过程是引发保护行为意愿的
关键所在! 其中特别是应对评估对于保护行为意
愿的直接影响最为明显) 严重性感知对于应对评
估的显著促进作用以及保护意愿的直接促进也说
明该环节可以作为宣传方案中的重点! 具体可将
近期发生过的极端灾害事件通过记录片* 宣传片
等! 提高公众对于极端灾害危害的感性认识! 同
时辅以应对方式的科普介绍! 可以有效提高公众
的风险认知和预防意愿及行为)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建立了模型假设! 在
调查问卷的数据基础上!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
进行检验分析) 模型通过了测量模型的信效度检
验和结构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进而分析了新疆阿
克苏地区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及对极端天气
事件的评估中介过程如何影响其保护行为意愿)

得出以下结论'

%Y&对模型核心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

新疆阿克苏地区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极端暴
雨和洪水的威胁和应对评估以及保护行为意愿均
具有较高的水平! 表明公众对极端灾害心存敬畏
之心! 同时参与灾害防治的积极性较高! 但整体
上公众对于极端灾害会在当地发生的可能性评估
较低)

%$&新疆阿克苏地区公众对从气候变化的认知
与其对极端暴雨及洪水事件保护行为意愿之间的
路径系数为 ;%8%$%图 "&!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明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 但是存在一定的间接效
应) 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越高! 相对应
的对自身受极端暴雨或洪水影响的威胁和应对评
估水平也会相对越高) 同时! 新疆阿克苏公众对
于暴雨和洪水的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都对其采取
保护行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风险认知
中介变量中的威胁评估和应对评估对于保护行为
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者对保护行为意愿的路
径系数分别为 %8$%] 和 %8[<#! 其中以应对评估的
直接影响最为明显)

%"&整体上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极端灾害
的风险感知与保护行为意愿间存在如下的路径机
制' 气候变化认知"敏感性评估"严重性评估"

应对评估"保护行为意愿! 即公众对气候变化的
认知影响其敏感性感知! 进而影响严重性感知和
应对评估! 最终间接作用到公众的保护行为意愿)

由此传导路径可以设计面向公众进行灾害防治宣
传的思路! 更为精准有效的提高公众的保护行为
意愿)

综合起来! 政府可将公众的灾害风险感知与
防灾减灾意识的提升放在重要的位置! 作为一项
常态化的工作开展)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 信息互
联为风险信息广泛触达公众奠定了基础) 可充分
利用当前的通信便利! 由政府主导! 联合科学家
团队* 媒体以及社会组织等主体! 以提升公众灾
害风险感知和应对能力为目标! 面向大众加强以
天气气候科普* 极端灾害事件* 以及预防措施等
为主题的内容制作和宣发! 逐步增大此类信息在
媒介中的投放) 参考1气候变化的认知 ;威胁评估
;应对评估 ;保护意愿0的传导机制! 着重强调采
取保护行为的有效性! 辅以实际案例! 以河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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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等地的极端强降水事件为鉴! 吸取经验教训!

提高全民对自然灾害的敬畏之心和应对灾难的防
范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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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学'入选&科技期刊世界期刊影响力指数$=&._%报告'$$%$Y 版%

.科技期刊世界影响力指数%=&._&报告/%简称' .=&._报

告/&是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

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图书馆* 万方数据有限公

司*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联

合研制的世界科技期刊评价报告) 该报告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资助! 入选+科创中国-项目库)

.=&._报告/旨在建立新的期刊评价系统! 更加全面地评

价世界约 Y8̂ 万种重要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 及其对全球科技

创新活动提供的出版传播服务) 与其他评价系统相比! 更加客

观反映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大国的真实贡献! 推动世界

科技期刊公平评价* 同质等效使用)

.=&._报告/为实现我国+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重大任

务目标提供合理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 引导高水平论文国内首

发! 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为世界科技发展* 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支撑)

.=&._报告 $%$Y 版/共收录中国科技期刊 Y ^]< 种! 其中

中文期刊 Y $[] 种)

.灾害学/入编 =&._报告! 将极大的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

力! 使.灾害学/能更好的为党和国家的防灾减灾事业服务)

.灾害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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