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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灾害意识”是改善减灾行动增强减灾能力的先决条件。然而，灾害意识作为减灾领

域乃至广大社会随时随处可闻可见的高频用语，关于其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基

于 CNKI 数据库，采用 CiteSpace 软件，通过对 1990—2019 年已发表的与灾害意识相关的中文文

献的科学计量，同时辅以对主要文献的内容分析，梳理和诊断了民众灾害意识研究的国内现状与

发展趋势。结果显示：① 民众灾害意识研究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涉及学科领域宽广，呈现明

显的多学科、跨学科特点；但相较其它灾害研究论题，特别是围绕灾害风险的研究而言，发文量

偏少，关注度偏低。② 已有灾害意识研究大体可分为“灾害意识调查测量、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

教育路径、灾害意识提升的大众科普宣传、自下而上民众及基层层面减灾与灾害意识、自上而下

政府层面减灾对策与民众灾害意识”等五大方面，但整体而言，研究深度上这几大方面均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而从灾种背景来看，以围绕地震和气候/气象灾害的研究相对集中。③  民众灾害

意识研究呈现如下总体发展趋势：①  研究内容不断细化、深度不断加深，百花齐放态势明显；

② 与减灾实际需求特别是民众与基层需求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科学研究的政策 /对策诉求突出；

③  宣传教育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气候 /气象灾害则是当前的热点话题。最后针对以上现状与趋

势，提出了几点急需的研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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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aising  people’s  disaster  awareness  is  a  prerequisite  for  motivating  their  behavior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disaster-coping capacities. “Disaster awareness” has long been a very
commonly used term in both academic community and ordinary people’s daily life. However，
scientific discussion and exploration on it still remains far from sufficient so far. Using an inte-
grated approach combined CiteSpace’s scientometric method and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this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diagnose in particular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trends of the research
of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 （PAD） in China that are evidenced b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l-
lected in CNKI from 1990—2019. The results reveal that：① The PAD research has received
an ever-increasing attention in China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involving a broad spectrum of
disciplines and featured greatly by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or interdisciplinary. However，the
total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concerns on it  are  considerably less，and even much less  than
those  on  other  disaster-focused topics  （esp. those  on  disaster  risk）. ② Chinese  existing  PAD
researches can be largely identified as the following five major aspects：PAD survey and meas-
urement，PAD promotion  pathways  in  formal  education  field，PAD encouragement  strategies
through  science-popularization，PAD  &  bottom-up  level  of  disaster  reduction  practices，and
PAD & top-down direction of  disaster  reduction policies. Generally，large room for   improve-
ment exists on all these five aspects. In a view of specific hazard types addressed，earthquake
and meteorological hazards have relatively been placed a concentrated position. ③ The overall
trends or  future directions are as  follows: ① Specific  research contents  on PAD get  more and
more  refined，associated  exploration  depths  become  deeper  and  deeper，and  the  situation  of
“all flowers bloom together” clearly develops；②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disaster  reduction  requirement  grows  tighter  and  tighter，especially  so  do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search  and  bottom-up  level  requirement；③ Disaster  reduction-focused
formal  education  and  science-popularization，and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under  changing
climates  are  exactly  the  current  hotspo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we  finally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hoping to facilitate PAD research in China and beyond.

Key words：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s （PAD）；developm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PAD
research in China；scientometrics；CiteSpace；content analysis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地震 40 周年之际调研考察指出“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永恒课题。要更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

筹力量，提高全民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民众与社会基层

既是最广泛的承灾体亦是最直接的灾害应对者。强化民众与社会基层组织层面的灾害应对

能力，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整体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意义重大。例如，2008 年汶川地震时灾区共

8 万 7 000 余人获救，这其中靠当地社会基层组织与民众间的自救互救而生还者为 7 万余人，

军队及各种专业救援队合计救出 1 万7 000 余人（曲国胜等，2010），自救互救比例为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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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相当数量难度小的自救互救，逃生获救百姓中依靠自救互救而生还的比例至少要

达到 90%。国外地震中的获救人员统计也与此大体相当，如 1980 年意大利伊尔皮尼亚

（ Irpinia）MS6.9 地震和 1995 年日本阪神（Great Hanshin）MS7.3 地震（Petal et al，2004；Shaw，

2014）。我国对肆虐全球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控也离不开民众与基层组织的积极配合与响应。

这些均表明：提升民众与基层组织的灾害应对能力，对于增强全社会的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而言，至关重要。

增强能力的先决条件是提升意识，之于灾害应对亦是如此。灾害领域已有不少研究表

明，人们应对灾害的动机、态度和行为与其关于灾害的意识 /认识密切相关，意识 /认识不同，

行动就有差异，亦即人们常说的“认识决定行动”（虽然决定行动的因素不仅仅是“认识 /意
识”）。例如：针对新西兰和美国民众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灾害知识及减灾措施的了解越多，

越有可能实践防灾减灾行动（Hurnen，Mcclure，1997；Lindell，Whitney，2000）；Dominey-
Howes 和 Minos-Minopoulos （2004）关于希腊 Santorini 岛居民对当地火山喷发灾害风险的感知

研究则表明，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政府官员与普通民众之间对当地火山灾害风险的感知均

有明显差异，而这些差异对“当其面对可能的火山喷发影响时，是否选择乘机撤离等”均有

重要影响；Schipper （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萨尔瓦多（El Salvador）福音派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普遍认为灾害是上帝的惩罚，因此在应对灾害上不如天主教徒（Catholics）积极主

动；Habiba 等（2012）对孟加拉国农民的研究显示，他们对干旱灾害的良好认知与感知，有助

于更好地应对旱灾等等。总之，提升民众灾害意识或认识水平，是改善其灾害应对行动、增

强其灾害应对能力的先决条件。

然而，围绕灾害意识的现有研究总体明显欠缺，显然是“通过提升意识，来改善人们应

灾行为与能力”的一个基本制约因素。而对照我国实际背景— “灾害意识”一词乃是我国

减灾领域乃至广大社会随时随处可闻可见、非常高频的日常用语，灾害意识研究上的不足更

显尴尬。为此，本文拟基于 CNKI 数据库，采用 CiteSpace 软件，通过对已发表灾害意识相关

中文文献进行科学计量，同时辅以对主要文献的内容分析，来梳理与诊断国内关于灾害意识

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以期为这方面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加强提供一些基本借鉴。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获取

 1.1.1    文献检索关键词的确定

“意识”一词《现代汉语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给出的

释义为：①  觉察；②  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

和。学术领域中，不同学科就何为“意识”亦有阐述。例如：心理学中，“意识”是人对客观

世界的全部的认识活动，是包括感觉、知觉、思维的一种结构的认识作用或认知过程（潘菽，

1998）；哲学中，“意识”是人脑对外部客观存在的反映，是人的头脑中主观观念的形式和客

观实在的内容的对立统一（金炳华，2003）；医学中，“意识”是指机体对自身及外界环境的感

知和理解能力，并通过语言、躯体运动和行为等表达出来的现象（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

员会，2020）。综上，概括而言，“意识”大体就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与环境的反映与认

识，包括感觉、知觉、感知、思维、理解、认知等。

国内减灾领域就何为灾害意识亦有一些讨论（表 1），但目前总体上尚无严格而统一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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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太严格条件下，人们关于灾害和减灾问题的“感性认识（如感知）、理性认识（如判

断）、知识、技能、态度等”都被认为属于灾害意识的范畴。2009 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

（UNISDR）就民众（灾害）意识给出了一个基本界定：民众意识（public awareness）指“（人们）有

关灾害风险，引发灾害的因素，以及个人或集体可以采取的减轻致灾因子暴露程度和脆弱性

行动的大众知识”（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2009）。字面上看，上述定义显然主要强调各种知

识和技能，但如果仔细琢磨，关于风险的知识很可能与“风险感知”有关，而关于减灾行动

的知识则很难脱离态度背景。可见，国内外现有关于何为灾害意识的有限阐述是有很大共同

部分或相似性的。

本文不准备从学理或理论层面深究何为灾害意识，而拟从通俗特别是应用 /适用角度（利

于调查测量、考核评估等）来具体化、可操作地理解民众灾害意识的基本所指。基于此，考

虑以上国内外关于灾害意识的基本讨论，同时结合笔者多年的相关调查研究经验与认识和

对国内灾害意识相关中文文献的宏观了解（文章题目及关键词中常见的“灾害意识”相关用

词 /措辞等），认为以“意识、感知、认知、知识、技能”等为核心词 /核心概念的灾害及减灾相

关讨论，都是在讨论灾害意识或都与灾害意识有关。如下具体术语就是本文执行灾害意识中

文文献检索时的具体检索关键词，包括：（灾害、减灾、防灾、防灾减灾、灾害安全、应急）意

识、（灾害、减灾、防灾、防灾减灾、灾害安全、应急）知识、（减灾、防灾、防灾减灾、应急）

技能、（灾害、灾害风险、风险）认知、（灾害、灾害风险、风险）感知等（表 2）。此外，由于灾

害意识问题与灾害教育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亦将围绕“灾害教育、减灾宣教”的一些术

语— （灾害、减灾、防灾减灾、灾害安全）教育、（减灾、防灾减灾、灾害安全）宣传、（灾

害、减灾、防灾、防灾减灾）科普和（减灾、防灾、防灾减灾）宣教等，将其也纳入到本研究文

献检索时的检索关键词（表 2）。
 1.1.2    文献检索与筛选

为最大限度地避免遗漏文献和确保最终参与分析的文献切题，本文执行了文献检索和

文献筛选两个步骤。第一步文献检索采用表 2所示的检索策略，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数

据库，共检索出灾害意识相关文献 1 496 篇，用于初步的宏观分析；第二步文献筛选，即通过

阅读文献题目和摘要等，剔除第一步检索文献中如下三类资料：①  杂志简介、征订启事、征

稿通知等非学术文章；②  重复文献，如与期刊文献同名的会议论文或会议论文摘要；③  与

表 1    国内减灾领域对何为灾害意识的讨论

Table 1    Discussions on what is 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 in China’s disaster reduction area

来源 关于何为灾害意识的讨论

郭强（1992，2004）

灾害即将发生或灾后对人类社会生活条件的破坏和灾后重建的客观事实，反映人们在心理上和思想上，

形成的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灾害意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以及概念、判断、

推理等理性认识，也包括灾害法律、灾害文化、灾害哲学等的社会意识。

李世泰（2007）
灾害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危机意识；是反应人们社会生活条件的社会意识、是对灾害现象的主观反映。

灾害意识可分为灾前意识、灾中意识、灾后意识，主要包括：哲学意识、心理意识、思想意识和经济意识。

张英等（2011） 灾害意识应当包括：防灾知识、防灾技能、防灾态度、防灾认识观、价值观、参与观、法治观。

王景秀等（2011） 灾害意识会涉及到各种态度、危险意识、各种心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2）

防灾减灾意识包括：公众对地震科学的认识、地震时避震措施和防震减灾知识的普及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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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意识研究主题不密切相关的文献。经筛选后，最终确定 629 篇文献作为后续深入分析的

有效数据集。

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文献检索时间之所以自 1990 年开始（表 2），主要考虑国际

减灾十年活动的起始年份即是 1990 年。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开展对国内外减灾领域的发

展，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 1990 年前后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国内现代意义上的灾害

研究的起始时期；二是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文献只涵盖了 CNKI 数据库中的中文文献，既不包

括 CNKI 中少量可能切题的英文文献，也不包括中国作者发表在外文期刊上的切题外文文

献，对研讨灾害意识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与趋势而言，这自然是一个不足，但这两类外

文文献从数量上看，与同期发表的中文文献相比很少，因此缺少这些外文文献几乎不会对

“灾害意识研究的国内研究现状与趋势”的认识产生重大或根本性的影响。

 1.2    分析方法与工具

CiteSpace 软件是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领域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款用于计量和分析

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该软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可识别某一科学领域中

的热点现状和前沿趋势（侯剑华，胡志刚，2013；陈悦等，2015）。CiteSpace 的一个根本特点是

围绕文献关键词及其相互关联展开分析，而不涉及文献主体，研究对象高度精简，相较传统

文献综述手段，可短时间内分析处理大规模甚至海量的文献数据；同时，聚焦文献关键词就

抓住了目标研究的基本灵魂，因此基于 CiteSpace的大规模针对性分析，显然能够概括某研究

领域或研究论题下科学知识的总体规律与整体分布特点。由此，CiteSpace 目前已得到学界的

广泛应用，国内减灾领域亦有不少基于 CiteSpace 的综述研究，例如泥石流灾害风险（陈荟竹

等，2018）、灾害管理（文宏等，2018）、地质灾害（郭浩天等，2019）、城市韧性（孟海星等，

2019）、灾害风险感知（尚志海等，2021）等诸多方面。

本研究总体以科学计量法为主，同时辅以对主要文献的内容分析，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①  首先，利用 CNKI 平台自带的统计分析功能，对检索得到的灾害意识文献（1 496 篇），进行

发文量、学科分布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分析，借此了解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宏观概况；②  之
后，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后文献（629 篇）的关键词进行聚类（cluster），构建灾害意识研

究的主题知识图谱；③  然后借助对主要文献的内容分析，对 CiteSpace 生成的聚类结果，按

照主题及研究内容相近程度和聚焦灾害种类差异情况，进行人工二次整合分组，从而呈现国

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方向或方面；④  再后，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文献（629 篇）的关键

表 2    CNKI数据库中灾害意识文献的检索策略

Table 2    Search strategy of the literature focuses on disaster awareness in CNKI database

项目 本研究采用的方案

文献来源数据库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

文献类型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优秀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时间跨度 1990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检索方式 高级检索；“篇名”或“关键词”；模糊检索

检索表达式

灾害意识＋减灾意识＋防灾意识＋防灾减灾意识＋灾害安全意识＋应急意识＋灾害知识＋减灾知识＋

防灾知识＋防灾减灾知识＋灾害安全知识＋应急知识＋减灾技能＋防灾技能＋防灾减灾技能＋

应急技能＋灾害认知＋灾害风险认知＋风险认知＋灾害感知＋灾害风险感知＋风险感知＋灾害教育＋

减灾教育＋防灾减灾教育＋灾害安全教育＋减灾宣传＋防灾减灾宣传＋灾害安全宣传＋灾害科普＋

减灾科普＋防灾科普＋防灾减灾科普＋减灾宣教＋防灾宣教＋防灾减灾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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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进行分时段共现网络分析（co-appearance network）和突现分析（burst），构建灾害意识研究的

主题演进知识图谱；⑤  最后，结合主题演进知识图谱引导和主要文献内容分析，诊断国内灾

害意识研究的发展动向与趋势。

 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宏观概况

 2.1.1    发文量及其时间变化

1）  与灾害领域针对其它主题的研究进行对比

考将“灾害脆弱性（vulnerability），即灾害脆弱性或易损性”，“灾害韧性（ resilience），即

灾害韧性、弹性、恢复力、弹韧性、抗逆力”以及“灾害风险（ risk）”这 3 方面的研究进行对

比。这里，首先检索出 CNKI 中 1990—2019 年发表的以上 3 类中文文献（检索规则与前述检索

“灾害意识”文献的规则一致），然后借助 CNKI 自带统计功能，统计灾害脆弱性、灾害韧

性、灾害风险和灾害意识四方面于 1990—2019 年间的逐年发文量，绘制 30 年来发文总量对

比图（图 1a）和逐年发文量对比图（图 1b）。

图 1a 显示，30 年间灾害意识方面的发文量偏少，尤其与灾害风险研究相比，差距甚大。

而从文献量增长态势来看（图 1b），四方面的发文量虽然大体自 2002—2004 年起几乎均开始

明显增长（灾害韧性方面除外，其发文量显著大幅增长的起始年份大体为 2014 年前后），但

灾害意识发文量的增长态势明显不如其它方面（考虑灾害韧性方面的发文量，于 2014 年起显

著大幅度增长事实）。这表明，相较于其它灾害研究论题，特别是围绕灾害风险的研究而

言，国内近 30年来关于灾害意识的研究整体明显不足。

2）  灾害意识研究自身 30年间的总体发展态势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 1990—2019 灾害意识研究年的整体发展态势，单独绘制了 30 年来灾

害意识研究的发文量逐年变化图（图 2）。由图 2 可见，大体在 2004 年以前，国内灾害意识方

面的研究很少，年发文不足 20 篇；但自 2004年起则快速增长，特别是近 10 多年来增长更为

明显。说明针对灾害意识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已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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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2019年国内围绕不同灾害主题研究的总发文量（a）和逐年发文量（b）对比

Fig. 1    Total publication numbers （a） and annual publication numbers （b） of the research on

different disaster–relevant topics in China during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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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发表文献的学科分布

基于 CNKI 给出的学科分类体系，对检索

得到的灾害意识文献的学科属性分布情况进

行分析（图 3）。
图 3 显示，国内的灾害意识研究除在“安

全 科 学 与 灾 害 防 治 （ 发 文 量 占 总 发 文 量 的

25%，下同）、中等教育（12%）、地质学（10%）

等少数学科领域略显集中外，其它众多学科领

域如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地球物理、医

学、农业、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也都有不同

程度的贡献。这表明国内的灾害意识研究整体

上具有突出的多学科、跨学科特点。

 2.2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方面或视角

 2.2.1    文献关键词聚类结果及各类聚焦主题概括

科学计量学中，一对词汇或术语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被称为“共现”。一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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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0—2019年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

逐年发文数量

Fig. 2    Annual publication numbers of the disaster

awareness-focused researches in China

during 199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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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CNKI显示的国内灾害意识研究文献的学科属性分布

标签中数字和百分比分别表示 CNKI平台上，某一学科领域下灾害意识文献的发文数及其占灾害意识

总发文数的百分比，且存在一篇文章属于多个学科的情况

Fig. 3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structure of the publications on disaster awareness identified by CNKI
The labels indicate the publication number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its percentage of total publications on

disaster awareness in CNKI，including some publications belong to multiple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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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对关键词共现的文章数量越多，表明这对关键词的“距离”越近、相关性越强，即“共现强

度”越强；进一步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该组文章中各对关键词的共现强度，即可对该组

文章的所有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可呈现该组文章的主要研究方面、方向或视角。根据

上述理解，采用 CiteSpace 软件对筛选后的灾害意识文献（629 篇）的所有关键词进行共现聚

类。结果显示，所有关键词可聚成 12 类，各类别的名称由软件采用“对数极大似然率算法”

分析后自动给出（表 3第 1列）。

统计每个类别中的高频关键词情况，并通过分析每个类别前 10 个高频关键词（表 3 第

2 列）所代表的专业意义，初步人工归纳概括每个类别所聚焦的主要专业内容（表 3 第 3 列）

及主要研究方向（表 3 第 4 列）。例如“#0”类的前 10 个高频关键词显示，该类关于灾害意识

表 3    CiteSpace关键词共现聚类与文献内容分析的关联过程与结果概述

Table 3    Brief summary of the connec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between CiteSpace’s keyword
co-appearance clustering and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CiteSpace关键词共现聚类结果 文献内容分析

类别 高频关键词（前10个） 不同类别的主要专业内容概括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综合

#0灾害教育
灾害教育；地理教学；教育课程；初中地理；
策略探讨；实施现状；高中地理；教学策略；
减轻灾害；灾难教育

侧重灾害教育，地理教学，
灾难教育

① 灾害意识调查测量；
② 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
教育路径；
③ 灾害意识提升的大众
科普宣传；
④ 自下而上（bottom-up）
民众及基层减灾与灾害
意识；
⑤ 自上而下（top-down）
政府层面减灾对策与民众
灾害意识

#1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应对行为；响应机理；灾害事件；
社区减灾；台风灾害；城乡居民；社区居民；
防灾减灾意识；突发事件

侧重风险感知（调查测量），应对
/响应，民众与社区减灾，台风灾害

#2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公众防灾教育；地震
常识；感知风险；风险认知；防灾减灾教育；
灾害地理；信仰意识；社会应对

侧重风险管理，风险感知，
风险认知，灾害教育

#3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防灾减灾教育；公众认知；社区
居民；社区减灾；防震减灾；地震对策；地震
宣传；认知与响应；地震风险

侧重地震灾害，宣传教育，民众与
社区减灾，认知与响应（调查测量）

#4灾害意识
灾害意识；灾害文化；减灾意识；问卷调查；
中学生；灾害治理；山地灾害；风险认知；西
部社区；应急管理能力

侧重灾害意识/减灾意识/风险认知
（调查测量），山地灾害，应急管理/
灾害治理

#5灾害
防灾减灾；灾害应对；城市社区；防灾减灾
体系；地震常识；灾害管理；灾害救护；公众
参与；地方性知识；暴雨灾害

侧重灾害应对，灾害管理，
社区减灾，暴雨灾害

#6防灾减灾
防灾减灾；灾害教育；宣传教育；高中地理；
防震减灾知识；科普宣传；防震减灾对策；
长效机制；减灾体系；应对能力

侧重灾害教育，科普宣传，
防震减灾、减灾体系

#7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防灾意识；减灾意识；问卷调查；
海洋灾害；风险认知；应急管理能力；灾害
管理；防震减灾对策；山地灾害

侧重地质灾害，减灾意识/风险认
知（调查测量），灾害管理，应急管
理

#8认知
地震灾害；玉树地区；宁洱地震；自然灾害；
农村家庭；防震减灾知识；防震减灾对策；
灾害防御；高中地理；防灾减灾工作

侧重地震灾害，减灾知识，
减灾对策

#9科普宣传
科普宣传；防震减灾；减灾战略；减灾意识；
科普形式；减灾意识；减轻灾害；应急处置；
灾害损失；减灾工程

侧重科普宣传，减灾知识/意识、
减灾战略/工程

#10灾害感知
灾害感知；减灾战略；生计策略；防灾减灾
能力；灾害教育；农村居民；自然灾害；台风
灾害；地区对比；灾害教育

侧重灾害感知，减灾战略，
灾害教育，台风灾害

#11气象灾害
气象灾害；气候变化；科普传播；科普信息；
减灾意识；防灾意识；救灾工作；心理认知；
适应行动；灾害管理体制

侧重气象灾害，科普宣传，
减灾意识，心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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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主要与“灾害教育、地理教学、灾难教育”有关；同理可知“#1”类主要研讨内容为

“风险感知、响应机理（调查测量）、社区减灾、台风灾害”；依此类推可得到其它类别研讨的

主要灾害意识相关议题（表 3第 3列）。

 2.2.2    主要研究方面或视角诊断

表 3 前 3 列显示，CiteSpace 的分类结果中，类与类之间在高频关键词和所反映的专业内

容上有很大程度的交叉，从专业角度来看，这种分类及结果带有一定的机械性甚至表面性。

为进一步诊断与概括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方面或视角，这里基于对 CiteSpace 分类结果

的初步概括总结（表 3 第 3 列）及其引导，又对所选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浏览阅读，同时结合我

们的研究积累与认识，将国内关于灾害意识的研究，概括性地梳理为如下五个主要的研究方

面或研究视角，分别是灾害意识调查测量、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灾害意识提升的

大众科普宣传、自下而上（bottom-up）民众及基层减灾与灾害意识和自上而下（ top-down）政府

层面减灾对策与民众灾害意识（表 3第 4列和图 4）。

 2.2.3    各主要研究方面的研究进展

在初步阅读所选文献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主要文献进行了基本的内容分析，借此总结了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各主要方面的研究进展，具体概括如下：

1）  灾害意识调查测量

这里从调查什么和如何调查两个角度概述本方面的研究进展。关于调查什么。从文献来

灾害意识测量调查
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
灾害意识提升的大众科普宣传
自下而上(bottom-up)基层减灾

自上而下(top-down)政府减灾对策#0 灾害教育

#1 风险感知

#2 自然灾害

#3 地震灾害

#4 灾害意识

#5 灾害

#6 防灾减灾

#7 地质灾害

#8 认知

#9 科普宣传

#10 灾害感知

#11 气象灾害

 

图 4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方面或视角

该图聚类模块值 Q 为 0.653 1 （大于临界值 0.3），说明聚类效果比较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为 0.862 4 （大于临界值 0.5），说明

聚类效果良好。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则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节点间连线反映了两两

关键词的共现现象，连线越粗则其关系越密切（即共现强度越强）；不同颜色表示某对关键词产生

“共现现象”的时间先后，由紫到黄代表由老到新，每五年一个色阶

Fig. 4    Main aspects or perspectives of disaster awareness research in China
The index of modularity Q is 0.653 1 （ bigger than critical value 0.3），which indicates the result is significant. The index of Sihouetle

is 0.862 4 （bigger than critical value 0.5），which means the result is acceptable. Each line between two nodes （a node represents

a keyword） reflects the co-appearance of keywords. And the thicker the line，the clos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stronger of the strength of co-appearance）. Each color，from purple to yellow （means from past to

present），shows different time period （each period includes five years） of co-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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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关于何为灾害意识，目前国内有零星讨论，例如郭强（1992，2004）和李世泰（2007）基于

对灾害意识的直观理解，讨论了灾害意识的主体、内涵及其在防灾减灾实践中的作用。但总

体而言，对灾害意识的内涵等等的讨论很不充分，更缺乏大体统一的基本认识。而相关的实

际调查测量工作，总体上呈百花齐放态势，且主要以“风险感知或灾害感知”和“灾害认知与

响应”为主题或切入点展开。前者，如李景宜等（2002）尝试构建了“国民灾害感知能力”测评

指标体系；周旗和郁耀闯（2008）、贾宁（2017）就公众的地震灾害风险感知现状进行了调查；

苏筠等（2008）和薛莹莹（2019）就民众对洪水的灾害风险感知进行了调查；田青等（2011）和史

兴民（2016）则关注民众的气候变化感知情况；王书霞（2014）、王晓峰和洪媛（2017）、赵岑等

（2018）构建了游客暴雨灾害风险感知评价体系；李盈霞（2015）和尚志海等（2019）关注民众台

风灾害风险感知的概念模式与实际现状；李旭（2018）调查了峡谷区居民泥石流灾害风险的感

知水平。后者，如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针对我国多个新老地震灾区社会民众

的地震灾害认识与响应开展了连续多年的实证调查测量，主要调查内容包括民众地震灾害

认知（灾害知识、减灾技能、政策了解和相关态度看法等）、实际地震中的响应（自救互救、情

绪反应、信息分辨与传播、相关的态度看法等）、当地减灾宣教现状等（苏桂武等，2008；吴

琼，2008；王若嘉等，2009；魏本勇等，2013；张文佳，2013；武洋，2016；孙磊，2018）。以

2008 年汶川地震为例，其他研究者也开展了一些类似工作（徐春迪等，2010；郁耀闯等，

2010；文彦君，2010，2012；陈容等，2014）。围绕其它灾种，也开展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如

岳丽霞等（2006）对地质灾害背景下的民众灾害心理反应与行为特征进行了调查与分析，指出

了一些关于提升民众灾害意识的方法与途径。同时，以上一些工作还不同程度地调查研讨了

民众灾害或风险感知、灾害认识与响应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关于如何调查，绝大多数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极少数采用或辅以实地访谈。调查

对象（被试）具有多样性：有针对特定群体的调查，如学生、教师、农牧民、游客、管理者等；

也有针对某一地区综合人口群体的调查，如某地区 /灾区的社会民众或社区民众。但总体而

言，针对学生群体和某地区 /灾区人口群体的调查研究占大多数。此外，也有学者从心理学视

角，通过实验来研讨公众的风险感知问题（谢晓非，徐联仓，1998，2002；于清源，谢晓非，

2006）。
总体而言，围绕“风险感知、灾害感知”或“灾害认知与响应”的调查测量，国内已开展

过不少工作。但人们对“风险感知、灾害感知、灾害认知”内涵的理解往往因人、因学科背

景、或因实际应用需求而异，围绕“风险感知、灾害感知”等相近主题而开展的具体调查测

量所采用的测量指标甚至测量维度，有时也相差很大（因灾种不同造成的差异除外），更勿论

“何为灾害意识”上的大体统一理解；另一方面，关于风险感知、灾害感知和灾害认识影响

因素与影响机制的讨论，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工作。

2）  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

灾害及安全教育在学校正规教育（本文指中小学教育和学前教育，下同）中越来越受到

重视。从文献来看，针对学校教育中的灾害教育问题，国内的研讨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

面：①  教育观念或理念。例如：陈霞和朱晓华（2001）认为灾害教育应该实行终身教育，且应

努力实现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李景霞和张英（2008）及张英等（2011）认为学校灾害

教育既需要重视传授知识，也需要强调防灾演练的必要性。②  政策、法律法规和规划。例

如：廖贤富（2009）、张英（2015）等建议从教育法规、教育规划等多方面完善学校灾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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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永红（2010）认为学校灾害教育需要制度保障、立法约束。③  课程、教材与教法。显课程方

面来看：赵玲玲（2010）认为高中地理灾害教材—  《自然灾害与防治》  需要补充一些与生活

紧密联系的内容；杜红琳（2011）、李琳（2015）等认为目前的防灾安全教育教学形式单一、学

生参与度较低，因此需要拓展多种适宜的课内外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策略；牟兴媛等（2014）、
宋雪交和赵振斌（2015）认为学校灾害教育需要从教材内容和课程设置入手进行改革；李小倩

（2019）认为高中地理灾害教育需要在校本教材的基础上，开发出符合本地区特色的课程资

源。而就隐课程方面而言：不少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认为，学校需要定期进行防灾减灾演习

等实践活动来增强学生的减灾技能 /技巧（谌丽等，2007；苏筠等，2007；任瑜艳，2017）；杨挺

（2008）建议灾害教育也可采用灾难教育游戏等方式；刘明和顾鑫炳（2019）提出将信息和沟通

技术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缩写为 ICT）技术与灾害教育相结合，从而丰

富学校灾害教育的形式。④  综合性的研讨。例如：郑菊花和钱建江（ 2008）、谭秀华等

（2010）、王景秀等（2011）基于国际对比，评述了我国的学校灾害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现状与

不足；刘良明等（2011）、王民等（2012）、王晓玲和江辉仙（2019）从教育人才培养角度，对防

灾减灾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进行了研讨；也有一些研究建议将灾害教育的效果纳入师生考

核评价体系（刘慧婷，2012；季轶男，2014；吴晓涛等，2017）。
总体而言，我国针对中小学和学前教育中的灾害教育研讨已有很大进展，特别是中小学

方面，从宏观层面的教育观念 /理念、教育政策 /法律法规 /规划，到具体的课程 /教材 /教法等都

有不同程度的讨论。但尚存在如下明显不足：①  缺乏教育效果评估方面的研讨，各类改进的

灾害教育是否产生了效果不得而知；②  缺乏针对被教育对象—学生的相关研究，即教育

者基本“以我为主”开展灾害教育，对学生的实际需求、意愿和接受程度等的关注与了解不够。

3）  灾害意识提升的大众科普宣传

国内关于防灾减灾大众科普宣传方面的研究可大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①  政策、法律

/法规支持。例如，不少学者认为需要出台一些政策和法律 /法规来激励和保障各方力量参与

灾害科普宣传事业（佟贺丰，2008；丁爱侠，2019）。②  科普内容。例如：郭倩和郝勇（2014）认
为在科普模式的发展转变中需要注意科普知识的完善—补充灾后应急等方面的知识等；

刘子一等（2015）针对地震科普的内容和需求现状，以上海某校初二学生为例，进行了防震减

灾科普效果问卷调查，结果认为科普内容需要增强可读性。③  手段和形式。例如：余珊珊

（2009）认为利用多媒体进行宣传推广，有利于快速、直接传递科普知识；伍国春（2010）认为

结合地区特色的宣传手段更能提高当地居民的减灾意识，更能促进人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

袁丽等（2014）的问卷调查研究指出，民众接受减灾科普的意愿强烈，但是目前科普的形式陈

旧单一、创新不足。为了科普的专业化和多样性，许多学者呼吁建立集中性的灾害教育场

馆；李晓江等（2008）、王章豹和岳静（2009）、邹春红等（2015）认为灾害科普需关注灾害遗址

纪念馆、科普中心等专业灾害教育场所的集中宣传作用；也有学者关注借助城市绿地、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灵活机动地提供灾害教育（刘懿，2009；贺梅萍，韦永芬，2010；宋雨晗等，

2017）；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设立灾害纪念日有助于提升民众的灾害意识（孙小银，单瑞峰，

2006）。④  科普教育的特色突破口。从人群差异入手，陈冬柏和闫俊义（2010）认为针对不同

对象，应有差异性的宣传手段与力度；连尉平等（2021）提出为提升大众科普的效率，需要重

视不同群体的防灾减灾素养水平。另一方面，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挖掘地方 /本土、传统 /民族

知识中的防灾减灾成分，以形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灾害教育，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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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炳才和张洁（2004）、李永祥（2011，2015）、叶宏（2012）关于云南和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地震

和地质灾害地方知识及减灾宣教意义的研究；仵焕杰（2013）、靳一凡（2015）、武洋（2016）、
孙磊（2018）通过问卷调查研究了 2010 年玉树地震灾区民众对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特点，

发现文化因素对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有显著影响，进而指出当地的灾害教育需要与

当地的文化背景相适应。

总体而言，国内围绕大众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也开展了不少的研讨工作。存在的整体不足

主要是：①  当前的灾害科普宣传“一头热”现象明显—灾害科普工作得到“教育者（例如

中国地震局、中国水利部等各大灾害管理部门）”越来越热的重视，具体的大众科普宣传工

作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关于“受众”方面的研讨尚很欠缺，对“受众”及不同类型、不同

地区“受众”的实际需求、意愿和接受程度等的关注与了解也是不够的。②  同样地，科普宣

传的效果如何评估 /评价亦缺乏研讨。以上这两点不足，与“学校教育中的灾害教育之总体不

足”相似。

4）  自下而上民众及基层层面减灾与灾害意识

本视角的研究总体又可分为“围绕民众个体及家庭减灾”和“聚焦社区减灾”两大方面。

民众个体及家庭减灾方面。已有不少学者关注民众灾害意识对其减灾行动的影响。例如：苏

桂武等（2008）和王若嘉等（2009）就民众的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人们对地震灾害的认知程度越好，其响应行为越积极；孙莉莉等（2010）和李盈霞

（2015）以台风灾害为例的研究指出，风险感知水平正向影响人们的应灾行为；李华强（2011）
以地震灾害为例，构建了公众风险感知和心理行为的整合模型，既考虑了影响风险感知的因

素，又揭示了风险感知对人们心理健康和灾害应对行为的作用机理；刘洪秀（2013）和郭文静

（2019）的调查研究认为，农牧民的灾害认知和防灾减灾意识对其采取防灾减灾行为有明显影

响。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家庭备灾与灾害意识的关系。例如：郭强和陈兴民（2000）强调有正

确灾害意识的家庭往往会进行防灾准备，以便更好地应对灾害；邓钤文（2019）指出某家庭备

灾能力的高低与其灾害知识、备灾技能、备灾意识等有关，并依此建立了家庭备灾能力评估

体系。

社区减灾是当前减灾领域的一个热点。之于“社区减灾与民众灾害意识”问题，多数研

究关注“通过提高民众灾害意识来促进其主动参与社区减灾”。例如：齐瑜（2005）的工作指

出，目前基层社区自主减灾行动欠缺非结构性（非工程性）举措，并建议培育社区居民的减灾

意识，形成社区安全减灾文化，进而鼓励社区居民投入到社区减灾行动；沙勇忠和刘海娟

（2010）认为通过在社区创建并培育减灾文化，能够增强民众主动参与社区减灾的意愿，促进

其参与社区减灾活动或行动；陈容和崔鹏（2013）的研究指出，需要制定法律 /法规来保证社区

减灾宣传教育的制度化，以提高公众的灾害风险意识，树立“预防文化”观念，进而促进人

们参与减灾的主动性，最终达到提高社区防灾减灾综合能力的目的。除此之外，也有少量其

它视角的研究，例如刘斌志（2009）认为来自“自上而下政府层面的推动方式”能够提高社区

居民参与社区减灾的参与度，进而可以提升居民的防灾意识等。

总之，关于“自下而上民众及基层层面减灾与灾害意识”问题，国内目前已开展了不少

研究工作。存在的整体不足主要是：①  围绕“工厂、企业”层面的针对性研究匮乏；②  民众

与基层参与减灾的主动性及其提升路径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针对地震等小概率事

件而言，更是如此；③  现实生活中，民众灾害意识如何影响其减灾行动的机制，缺乏深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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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为良好的灾害意识未必一定产生良好的减灾行动，实际的减灾行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5）  自上而下政府层面减灾对策与民众灾害意识

首先不少学者撰文呼吁政府层面的减灾管理和减灾政策对策的研究与制定，需要重视

“提升民众灾害意识”问题。例如：冯明芳和李轩（1992）认为政府增强民众减灾意识的举措

需要以宣传教育为手段，引导民众自觉增强；金磊（2004）认为减灾立法工作是城市减灾工作

中较为欠缺的一部分，通过法律法规建设工作可以向人们灌输减灾意识；李高明等（2008）和
袁丽等（2014）指出，我国防震减灾工作中需要加强地震宣传教育，以此提高民众的防灾减灾

意识和素质；周利敏（2013）认为政府的减灾对策工具中，应当强调“加深民众对灾害风险理

解的灾害认知教育政策”和“促进民众参与的社区减灾政策”；徐兰（2014）认为政府开展防灾

减灾宣教工作时，需要注意民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性以及灾后正确的补救方式；马海建等

（2021）指出防震减灾政策研究中，面向基层民众的社会服务主题研究较少。

与此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提升民众灾害意识”，反过来，则是政府层面

减灾对策实施的重要保障或基础条件之一。例如：游志斌（2006）指出，我国的救灾体系在实

现从“灾后经验型”到“战略规划型”转变的过程中，要加强公民救灾素质和意识的培养和锻

炼；王秀娟（2008）指出，提高防灾备灾意识是提高灾害管理工作的基础；田玲等（2015）认为

一些政策工具的高效实施，具体如巨灾保险分担政策等，离不开民众灾害意识的普及与

提升。

 2.2.4    主要涉及灾种

为了更全面地展现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现状的整体图景，除诊断上述不同研究方向 /视角

外，本文基于 CiteSpace 分类结果引导，结合对主要文献的浏览阅读，按文献涉及的灾种差

异，对国内灾害意识方面的已有研究作出了

如下分类：多灾种综合视角类、地震灾害

类、气候和气象灾害类和其它灾种类（表 4）。
对照 2.2.3 节诊断而来的关于国内灾害

意识研究的 5 个主要研究方面或视角，我们

发现：基于不同灾种背景的研讨，其关注或

侧重讨论的灾害意识相关内容或问题是有

差异的。具体是：①  多灾种综合视角类。此

类研讨数量上最多；讨论问题时人们或基于

多灾种背景，或不特指具体灾种；具体的研

讨内容往往宏观而概括。而对照上述 5 个灾

害意识研究主要方面或视角来看，此类研讨

多围绕“自上而下政府层面减灾对策与民众

灾害意识、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和

大众科普宣传”方面。②  地震灾害类。从单一灾种对比角度来看，国内有关灾害意识的研究

有相当数量围绕地震灾害展开，而就人们讨论的具体“灾害意识相关内容”而言，围绕上述

5 个灾害意识研究主要方面或视角的研讨，均有涉及。③  气候 /气象灾害类。气候 /气象灾害

也是人们研讨灾害意识问题时，依托较多的具体灾害种类。但总体而言，关注“灾害意识相

表 4    基于灾种背景差异的分类结果和每类侧重研
讨的主要灾害意识相关内容

Table 4    Classification result group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hazards types focused on and
their common or main disaster awareness

-relevant topics addressed

类别 文献篇数
主要或侧重讨论的灾害

意识相关内容

多灾种综合视角类 413

自上而下政府层面减灾对策
与民众灾害意识

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
灾害意识提升的大众科普宣传

地震灾害类 107 各方面的研究内容均有涉及

气候/气象灾害类 53 灾害意识调查测量

其它灾种类 56 各方面的研究内容也均有涉及

注：第三列的“主要或侧重研讨的灾害意识内容”即指2.2.3节诊
断而来的“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主要研究方面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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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相对较为集中，具体集中在关于气候 /气象灾害（含气候变化）的感知 /认知调查测量

（属于上述“灾害意识调查测量”方面）。④  其它灾种类。涉及的具体灾种有地质灾害、旱涝

灾害等等，具体研讨的“灾害意识相关内容”方面，与上述 5个主要研究方面均有涉及。

 2.3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发展趋势

采用“文献关键词分时段聚类”和“文献关键词突现检测”两种手段，对国内灾害意识研

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诊断。

1）  文献关键词分时段聚类

以 5 年为时间间隔，将所用 629 篇灾害意识文献的发表时间，由老至新划分为 6 个时间

切片（时间段）；然后利用 CiteSpace绘制每个时间切片内相应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5）。

通过比较不同时段的关键词共现图谱之间的差异，可宏观展现 1990—2019 年国内灾害

意识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总体情况是：随时间由早及今，关键词共现网络越来越“丰富多

彩”，特别是 2005—2009 年以来，发文量快速增长；新的聚类类型不断涌现，且其表征的专

业意义或更加明确、具体，如乡村类、灾害认知 /感知类、暴雨灾害类等，或更加具有减灾实

践色彩，如灾害护理类、灾害救援类等。这表明：30 年来，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范畴不断扩

展；内容不断细化、深化和多样化；灾害意识研究与实际减灾问题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

#0 灾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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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时段的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5    Maps of the keywords co-appearance network of selected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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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关键词突现检测

用 CiteSpace 软件对所选 629 篇灾害意识文献的所有关键词，进行关键词突现检测，并选

取 30 年间最为活跃（突现强度值较高）的 20 个关键词显示在结果图上（图 6）。分析这些最为

活跃关键词的整体突现特点后，可大体以 2002—2004 年为界（图 6 中纵向灰色条带），将国内

的灾害意识研究总体分为“2002—2004年之前”和“2002—2004年之后”两个大的时段。

2002—2004 年之前，这一时段的突现关键词数量较少，但它们呈现突现状态的时间普遍

较长（图 6）。考虑各关键词所代表的专业意义，同时结合对此时段内所选灾害意识相关文献

（2002—2004 年以前所发表文献）的浏览阅读，可知此时段内，国内围绕灾害意识的研究有如

下特点：针对或涉及灾害意识问题的相关研讨，长时间内（1990—2002/2004）总体显得概括或

综合、讨论相对宽泛，仅从突现关键词（灾害意识、减灾意识、灾害防御、灾害科学、减灾防

灾等）所表达的意思即可初步推知。

2002—2004 年以来最突出的特点是，突现关键词数量不断增多，新旧突现关键词的更新

越来越快，且突现关键词所代表的专业意义 /意思越来越具体化或越来越有针对性（图 6）。基

于此，结合对所选灾害意识相关文献（2004 年之后）的浏览阅读，可知 2002—2004 年以来，国

内围绕灾害意识的研究讨论，总体呈现越来越细化、深化及新热点议题不断涌现的整体趋

势。具体而言：①  “认知、感知”等具有较强学术韵味的关键词不断涌现，表明围绕灾害意

识的研讨，其学术性不断加强，讨论视角不断细化、深化；②  “山地灾害、地震灾害、汶川地

震、暴雨灾害、气象灾害”等关键词先后突现，表明国内围绕灾害意识的研讨，其所基于的

灾种背景，越来越具体而多样；③  而审视当前仍处于突现状态的几个关键词—感知 /风险

感知、科普宣传、暴雨灾害、气象灾害可知，国内当前的灾害意识研讨，理论诉求态势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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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键词突现检测结果概况

突现检测时间轴中，红色表示关键词存在突现现象的时间段（蓝色相反），且红色线条越长表示文献关键词突现现象的持续时间

越长；通过设定参数，使得呈现出的关键词突现时长最短为 2年；文献关键词按突现的起始时间自上而下先后排列

Fig. 6    Summary of the result of keyword burst detection
In burst timeline bar，red means the burst period of keywords （blue is the opposite），and the length of red line indicates the length of

burst period. The minimum length of keywords’ burst period is not less than two years，through setting the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begin time of burst，keywords are arranged from top to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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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优化减灾宣传教育的目标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气候 /气象灾害的关注显著。

 3  总结与展望

 3.1    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本文总体参照 UNISDR 关于灾害意识（public awareness of disaster）的基本界定，基于

CNKI 数据库，采用 CiteSpace 软件和 CNKI 自带统计工具，通过对 1990—2019 年已发表的与

灾害意识相关文献的科学计量，同时辅以对主要文献的内容分析（文献内容研读），梳理和诊

断了民众灾害意识的国内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主要认识如下：

1）  宏观概况。民众灾害意识研究在国内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涉及学科领域宽广，呈

现明显的多学科、跨学科特点；但相较其它灾害研究论题，特别是相较围绕灾害风险的研究

而言，30年来整体上发文量偏少、关注度偏低。

2）  主要研究方面 /方向。根据研究内容差异，国内的民众灾害意识研究总体上可分为如

下五大研究方向 /方面，分别是灾害意识调查测量、灾害意识提升的正规教育路径、灾害意识

提升的大众科普宣传、自下而上民众及基层层面减灾与灾害意识和自上而下政府层面减灾

对策与民众灾害意识。

3）  灾种背景差异。根据“针对不同灾种”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差异，国内民众灾害意识研

究又可分为多灾种综合视角类、地震灾害类、气候 /气象灾害类和其它灾种类四类。单一灾种

对比而言，以围绕地震和气候 /气象灾害的研究相对集中；每类研究的主要研讨方面 /方向互

有差异。

4）  主要不足。①  总体而言，对何为灾害意识的讨论尚不充分，更缺乏大体统一的基本

认识。针对灾害意识开展的各种实际调查测量，往往因“对灾害意识理解的差异、学科背景

及应用目标等的不同”导致所采用的具体术语（感知、认知、知识、意识等）和具体的测量维

度与测量指标往往也相差很大，类似 /相似研究常常不可比。②  无论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是大

众科普宣传，均缺乏宣传教育效果评估方面的研讨，各类改进的宣传教育是否产生了效果，

不得而知。③  无论是学校正规教育还是大众科普宣传，关于宣传教育“受众”方面的研讨欠

缺，对各类受众的实际需求、意愿和接受程度等等的关注与了解不够—学校正规教育中，

教育者基本“以我为主”开展灾害教育；大众灾害科普宣传中的教育者“一头热”现象明显。

④  民众灾害意识与“自下而上民众及基层层面减灾”息息相关，但目前关于“民众与基层参

与减灾的主动性及其提升路径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特别是针对地震等小概率事件而言，

更是如此；同时，围绕“工厂、企业”层面的针对性研究匮乏。⑤  灾害意识的影响机理分析

和灾害意识影响减灾行动的机制研讨，均亟待加强。

5）  发展趋势。①  30 年来，国内灾害意识研究总体呈现“范畴不断扩展，内容不断细化、

深化和新热点议题不断涌现”的整体趋势— “认知、感知”等具有较强学术韵味的关键词

不断涌现，表明围绕灾害意识的研讨，学术性不断加强，讨论视角不断细化，百花齐放态势

明显；“山地灾害、地震灾害、汶川地震、暴雨灾害、气象灾害”等关键词先后突现，表明围

绕灾害意识的研讨，所基于的灾种越来越具体而多样。②  与实际减灾问题的结合越来越紧

密—由早及今，灾害护理、灾害救援、社区减灾、灾害宣传、科普宣传等减灾实践内涵明

了的关键词，或在关键词分时段聚类时“引领 /标识”了新的聚类类别，或在关键词突现检测

中不断突现。③  而审视当前仍处于突现状态的几个关键词—感知 /风险感知、科普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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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灾害、气象灾害可知，国内当前研讨灾害意识的热点话题中，理论诉求态势明显，优化

减灾宣传教育的目标突出，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气候 /气象灾害的关注显著。

 3.2    研究建议

基于国内灾害意识研究的上述现状与趋势，提出如下研究建议：

1）  系统梳理灾害意识的概念内涵、灾害意识的测量维度和测量指标体系，为更好地开

展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提升人们的灾害意识，奠定大体一致的概念架构与理论认识基础，搭

建相互可比的研究与交流平台。

2）  深入研究灾害意识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为优化提升灾害意识的政策、对策与策

略提供研究依据；系统探究灾害意识影响人们减灾参与的机制，切实疏通人们“积极 /主动参

与减灾”的有效途径。

3）  关注宣传教育受众的实际需求、主观意愿和接受程度，特别是需要扭转大众科普宣

传中的“一头热”态势，切实提升科普宣传的受众针对性和效果，促进民众与广大社会之于

减灾备灾救灾的积极投入或参与。

4）  推动对减灾宣传教育效果的研究与评价工作，促进更有效的减灾宣教对策的提炼与

发展。

5）  充分利用和发挥灾害意识（研究）本身的多学科、跨学科属性和优势，通过学科交叉

与融合，创新灾害意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6）  研究针对性的顶层政策 /对策，推动灾害意识研究的系统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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