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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交流
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学特征及风险交流策略

钟凯!韩蕃璠!郭丽霞!严卫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专家对风险的估计依赖于科学!即风险评估过程!而公众对风险的估计依赖个人经历和感情因素!即风险

感知$ 双方在风险估计和风险认知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风险交流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弥合这一差异$ 风险的某

些特征容易放大受众的风险感知!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态度$ 本文深入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的这些认知学特征并据

此提出风险交流工作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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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求是1杂志社创办的中央级大型政经类刊
物0小康1杂志进行的一项调查中"食品安全超越房
价*贫富差距等"成为 )(’) 年中国人最关注的焦点
问题 ’’( )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出现"着实令消费者
产生.还能吃什么/的疑问) 这些现象并非偶然"从
风险认知的角度看"食品安全风险具备的一些激惹
性特征"容易放大受众的风险感知"进一步影响他
们对整个食品体系的态度和食物消费行为) 激惹
性来自英文 ];"9CGM"其字面含义为愤怒"实质是受
众的某种关切被忽略导致的负面情绪) 激惹性特
征即指容易引发受众负面情绪的风险属性"主要是
关系到风险认知的心理因素) 本文对这些因素进
行深入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风险交流策略"供
相关机构和人员参考)

’&影响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激惹性特征
著名风险交流专家 OCE/SCE’)(在其著作中提出

了著名的公式 .0<QR oBCkC9/ l];"9CGM/) 这里的

0<QR 可以理解为公众的风险感知"BCkkC9/ 指危害的
程度与可能性之积"也就是专家做出的风险评估结
果"];"9CGM即激惹负面情绪的风险特征) 风险交流
者面对的最大敌人并非风险本身"而是受众的情绪
因素) 食品安全专业人士觉得很多舆论事件都是
公众和媒体.小题大做/"其实质很可能就是他们忽
视了这些激惹性因素)

激惹性因素有很多"学界并无统一的说法"但这些
激惹性特征对很多风险是通用的) 激惹性越强"受众
的风险感知也越强烈"也更容易出现非理性行为) 一
些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甚至恐
慌"正是众多激惹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 ’ 列举
了来自 g<EVME"L@UMFF@*ZM"M9OCE/SCE 和 ZC;FOF@U<V

等’) j#(论著中提及的最具代表性的激惹性因素"通过
示例的形式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 需要
提示的是"示例也可能是多个激惹性因素的集合"比如
三聚氰胺事件几乎包含了表 ’ 中所有的激惹性特征"

因此它引起的舆论风暴也不足为奇了)

)&风险激惹性在风险交流中的指导意义
)1’&辅助食品安全舆情的分析研判

风险激惹性可以有效辅助舆情研判"为舆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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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常见激惹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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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激惹性较强 示例
是否自愿 被迫的 每天不得不吃各种食品"因此天然是被动风险
是否人为造成 人为的 人们常认为加工食品不如天然食品安全
是否熟悉 不熟悉 公众对速生鸡不熟悉导致高估其风险
是否可辨识 难以辨识 多数食品安全风险因素需专业仪器才能测定
记忆与经历 坏的记忆和经历 联想到三聚氰胺"人们就对双氰胺颇为忌惮
科学认知 仍存争议 对新技术的排斥"例如转基因*纳米技术等
自己是否能控制风险 难以控制 因为难以辨识"因此也同样难以自我控制
是否符合道德准则 道德沦丧 违法添加物*地沟油等道德沦丧行为激惹性强
是否公平 有不公平性 某官员称供港食品更安全"导致公众不满
损害是否可逆 不可逆 造成死亡或不可逆损伤的风险激惹性更大
信源是否可信 不可信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接放大风险感知

是否集中爆发 集中爆发 每年死于食源性疾病的人可能有数千"但从未登上报纸头条"一次死亡数十人即为特
大事故

是否涉及敏感人群 涉及敏感人群 婴幼儿*老人*孕产妇
急性效应或迟发效应 迟发效应 影响后代的风险比影响自身的风险更具激惹性
负面信息量 信息量大 负面信息越多"风险感知越大"一个负面信息的效应大致相当于三个正面信息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大 不明原因的疾病比有明确病因的疾病激惹性大
是否令人厌恶*恐惧 厌恶*恐惧 同样是出现异物"出现活蛆的激惹性更大

对赢得时间"因为媒体关注度高往往是出于该风险
包含的多种激惹性因素) 一条尚未发酵的网络信
息"如何判断它会不会被媒体挖出来爆炒"要不要
在舆情日报中向相关部门发出舆情关注预警, 捕
获舆情后"如何预判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炒作, 风
险激惹性不是判断这些问题的唯一要素"但确是重
要考量) 在舆情监测中可以发现"出现在微博*论
坛等自媒体渠道的食品安全信息在广泛传播并形
成舆论事件之前至少会经历数小时的发酵期"在分
秒必争的危机预防和舆论应对工作中"能够提前发
出舆情预警是极具价值的)
)1)&辅助风险交流口径的撰写

首先"在撰写风险交流口径的时候"应当尽可
能避免引入新的激惹性因素"比如为了安抚中国香
港消费者而承诺供港食品比大陆更安全) 其次"在
运用风险比较技巧时"应当避免将两个激惹性不同
的风险进行比较 ’%( "比如食品安全风险与吸烟的风
险比较) 再次"风险交流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主动
回应关切"前面提到激惹性实际上是容易被忽略的
受众关切"因此需要给予正确回应)
)1+&科学的行为干预与政策引导

风险交流的目的不仅仅是传递科学信息"更重
要的是通过影响受众的态度最终改变他们的行为)
科学的干预一方面是干预的内容和方向是科学的"
另一方面是干预的方式方法是科学的"后者正是风
险交流策略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激惹性因素既
可以用来放大风险感知"也可以用来降低风险感知)

人们对熟悉的风险常常风险感知很低"容易漠
不关心"比如对食源性疾病的防范意识相对比较薄
弱) 此时可以通过传递增强激惹性的信息使受众

重新重视风险"比如介绍食源性疾病死亡案例*展
示食品中微生物的显微图像*介绍其敏感人群等"
唤起受众的重视和警惕后才是科普预防措施的最
佳时机) 类似的策略为人熟知的就是国外香烟包
装用令人作呕的病变照片抑制吸烟行为 ’,( ) 常说
的.借机科普/正是利用事件爆发期间公众已经被
激惹的状态"例如禽流感 B.6̂ 疫情期间和地震灾
后普及食品安全五要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
烧熟煮透*安全储存*好的原料和清洁的水)

有时人们会对风险作出过高估计"这就需要策
略性的进行干预以修正认知) 首先需要从认知学
角度了解放大受众风险感知的激惹性因素"例如国
外学者专门针对重组生长激素的相关问题做了认
知模型研究"发现了影响受众风险感知的两个激惹
性因素并针对性地加以干预 ’.( ) 国内也有学者从
风险认知入手"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机制从而提
出针对性的引导措施 ’$( )

+&风险交流策略建议
$’%始终为受众提供一个行动建议"以提高他

们对风险可控性的感知"降低风险感知) 同时事件
早期也应当尽快表态.我们已经关注"正在44/"
给公众一种风险正得到控制的感觉)

$)%始终选择受众最信任的机构*个人和最信
任的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渠道"无关联利益的第三
方常常是不错的选择"但同时要努力将自己塑造成
这样一个渠道)

$+%已经存在的激惹性因素不必刻意回避"更
不要过度安抚) 相反地"承认它们的存在往往可以
赢得受众更多的认可) 比如科学家喜欢强调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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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技术相对杂交技术"转入基因更明确*性状改变
更精确"但这并不会让公众打消对新技术的疑虑"
甚至会激发更强的抵触情绪)

$#%加强平时的科普宣传"尤其是加强对现代食
品工业技术的科普"增强从农田到餐桌全流程的透明
度"增强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机构的透明度"使受众
对整个食品体系不再陌生"降低整体风险感知)

$%%尽早发布风险相关信息"尽量降低事件的
不确定性"这是消除恐慌的重要途径) 但也应该承
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为了平息风波而草率下结论是
很多失败案例的症结所在)

$,%增加风险4收益信息以辅助受众的知情决
定"但是应当局限于收益明显大于风险的情况"或
者受众有获取相关信息的意愿) 通过这种方式也
可以一定程度上将食品安全风险转变为主动风险"
即基于知情决定的消费选择)

$.%受众的风险感知与相关信息的媒体报道强
度有关 ’^( "且同级别负面信息的影响力明显强于正
面信息 ’#( ) 因此可以加大正面信息的释放强度"同
时适当采取对负面信息的压制措施"使报道展示的
总量取得平衡)

针对风险激惹性特征"本文提出以上策略建
议"供食品安全工作者参考) 对于风险交流的策
略"实践中还应当继续不断总结*发展和完善"尤其

是要加强受众的.知识4态度4行为/$n3Z%的调查研
究"为制定解决方案提供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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