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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现状，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从制度、管理、人员专业度、经费、

激励机制几方面深度挖掘社会力量在地震公共宣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扩大防震减灾科普社会

化的途径和解决问题的对策，主要包括明确定位、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全社会认知、创新形式发挥新兴媒体的优

势等，以期为同类政策调研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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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中国是全球地震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自

1976 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多次 5 级及以上地

震，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08 年汶

川地震发生后，全社会高度重视，积极展开抗震救

灾。在这个过程中，地震公共宣传发挥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汶川地震后的

2 个月内，全国各地制作了超过 35 000 条电视报

道、超过 81 000 条广播报道、超过 12 000 篇报纸报

道和超过 11 000 条互联网报道。其中电视新闻报

道特别强调了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相关

内容，更加清晰地传达了地震公共宣传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在新时代下，中国防灾减灾事业不断

完善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工作变得

越来越重要。

地震公共宣传是指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各种

媒体渠道，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地震

科普知识、应急避险知识等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地

震灾害应对过程中，地震公共宣传不仅可以帮助公

众了解地震相关知识，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还可以促进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提高

公众的参与意识。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力量参与

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社会力

量开始积极参与到地震公共宣传工作中。

 1    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现实
意义

公共宣传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

新时代下，社会力量的参与不仅能够提高公众对地

震相关知识的知晓率，还能增加公众对政府防灾减

灾工作的信任度，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能

力 [1]。此外，社会力量的参与还可以为政府地震公

共宣传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从而

协助政府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社会力量的参与

使得地震公共宣传能够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和

多层次的需求，从而不断提升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

意度。从外部环境的角度看，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

转型时期，社会组织不断壮大，公民个人参与公益

事业的意识逐渐增强，这一新趋势为开展地震公共

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的

提高，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不断提升，然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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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知识、技能等因素，他们往往难以真正参与公

共事务。社会组织与个人是地震公共宣传中最重

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从内部环境的角度来看，在

新时代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机

能的不断完善、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公民参与

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对公众参与地震公共宣传活

动越来越重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到地震公共宣传之

中。社会组织与个人作为一支重要的参与力量，可

以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为政府开展

地震公共宣传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人力支持。他们

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特长，挖掘潜在资源、整

合社会资源、利用已有平台开展活动，从而提高活

动效率和效果。这些新形势为社会力量参与到地

震公共宣传工作中提供了现实条件，为其发展壮大

创造了有利条件。

 2    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影响因素

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使用手机、电脑等终端设备进行信息的获取和

交流。以手机为例，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

过了 12 亿，并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人们的生

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给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宣传工作带来了新挑战[2]。

地震是自然灾害中最具破坏性的一种，为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级政府一直在加大地震公共

宣传的力度。然而，仅凭政府官方宣传已经无法满

足日益增长的宣传需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也

成为宣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力量参

与地震公共宣传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需要从多个

角度进行综合分析。第一，政府公共宣传体系的完

善程度是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关键因素

之一 [3]。在宣传规划、渠道选择、宣传形式等方面，

政府公共宣传体系应该有一定的规划和程序。政

府公共宣传体系足够完善，社会力量才能更好地进

行参与和支持。第二，参与者的专业素质会影响地

震公共宣传的效果。作为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

专业素质，例如专业知识储备、宣传技能等。具备

专业素质，才能更好地传达宣传信息，提高宣传效

果。此外，促进宣传效果需要参与者的不断学习和

积累，提高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第三，社会支持

程度是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重要保障之

一。社会能够对参与者给予充分的支持，有利于参

与者在宣传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第四，参与者的

顺应性也会对宣传效果产生影响。在参与地震公

共宣传的过程中，参与者必须高度关注法律、规定

和政策法规，要做到宣传内容合法、合规、无误导

性。否则，顺从不足就容易造成宣传内容偏颇，误

导公众。第五，宣传形式和内容也是影响地震公共

宣传效果的重要因素 [3]。如果宣传形式和内容无法

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和共鸣，就无法实现地震

公共宣传的宣传目的。形式和语言要贴近大众生

活，内容贴合实际，以及时有效地传达信息为宗

旨。整体而言，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影响

因素较多，要想取得理想的宣传效果，需要各参与

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携手并

进，互相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研究社会

动态，及时制定和调整宣传策略、优化宣传方式，共

同提升地震公共宣传工作能力和水平。

 3    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现状分析

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

强度都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因此，地震公共宣传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帮助公众了解地震，提

高防灾减灾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志愿

者、企业、公民等 [4]，他们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

自发地参与到公共宣传中。然而，现在社会力量参

与地震公共宣传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

影响了社会力量的发挥。

 3.1    参与形式

在参与形式上，社会力量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是社会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他们通过组织专题讲座、开展防震演

练、发布防灾减灾知识等方式，帮助公众了解和防

备地震。

2）志愿者：志愿者通过自发组织参与到地震公

共宣传中，活动形式多样，包括街头宣传、网络推

广、社区讲座等。

3）企业：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参与到

地震公共宣传中去。他们可以通过捐款、赞助、组

织员工志愿者等方式，支持地震公共宣传。

4）公民：公民是地震公共宣传的主体和接受者。

他们可以通过自我学习、分享防灾减灾知识、参与

防灾减灾活动等方式，参与到地震公共宣传中去。

 3.2    存在的问题

根据民政部的数据，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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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宣传的数量不断增加，但参与形式并不统一。虽

然这些不同的主体和形式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都

有效地促进了地震公共宣传工作的开展。总体来

看，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仍然处于起步阶

段，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

共宣传，优势在于其拥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可以有效利用自身资源、技术和渠道优势，科学、

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活动。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3]。

 3.2.1    制度供给不足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

工作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尚不完善。《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仅在第六章“应对

突发事件”中对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作了原则

性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办法》也只对社会力

量参与应急管理的行为方式和职责权限等作了原

则性规定；《防震减灾法》虽然规定了社会组织和个

人可以依法开展地震科普宣传等活动，但对社会组

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科普宣传活动的权利、义务、要

求、责任等均没有明确规定。虽然这些法律法规的

出台，为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提供了制度保

障，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和滞后也导致了社会

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在工作机制、组织管理等方

面存在着许多问题。

 3.2.2    管理不够规范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备案

制度；对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实行统

一管理”。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机

制，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建立健全相

应的应急预案备案制度，新闻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

时也经常出现失实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公众对政

府应急管理的信任和支持，还影响了社会力量参与

地震公共宣传的积极性。

 3.2.3    专业知识和技术缺乏

社会力量在参与地震公共宣传过程中，主要依

赖于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帮助。然而，目前中国从事

地震公共宣传工作的专业人才十分紧缺，且主要集

中在北京、上海等地。我国从事地震公共宣传工作

的专业机构主要有 3 种：一是地震部门或地震部门

直属的相关部门，如地震局、地震局监测中心等；二

是相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成立的相关研究机构，

如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科学研究

院等；三是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成立的相关机构。

这些机构主要从事地震应急宣传教育和科普知识

研究，往往缺乏具有宣传专业技术的人员。

 3.2.4    经费短缺

地震公共宣传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大量的

资金支持。从全国范围来看，开展地震公共宣传活

动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捐赠等形式。在资

金来源方面，政府财政拨款不足且渠道单一。社会

捐赠方面，虽然近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社会组织和

个人参与灾害救助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由于相关

法律法规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等原因，社会组织

和个人参与灾害救助的积极性不高。

 3.2.5    激励机制不完善

《防震减灾法》规定：“对在地震应急工作中作

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奖励”。但目前对地震应急宣传工作如何奖励没

有明确规定；对于如何给予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

宣传工作的奖励也没有具体措施；相关激励机制缺

乏可操作性等问题未能激发出社会力量参与地震

公共宣传工作的积极性。

 4    扩大防震减灾科普社会化的途径和对策

 4.1    明确社会力量在地震公共宣传中的定位，发

挥其作用

由于地震公共宣传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因此

在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宣传过程中，必须要明确

社会力量的定位，充分发挥其在地震公共宣传中的

作用。具体来说，首先，要明确社会力量在地震公

共宣传中的主体地位，即谁是主要的组织者和参与

者；其次要明确社会力量在地震公共宣传中的活动

内容和范围；最后，要明确社会力量在地震公共宣

传中的形式。

 4.2    规范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防震减灾科普工作

的相关制度

要积极引导、规范和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

灾科普工作，就必须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地震公共

宣传工作的指导和管理。首先，要加强对社会力量

参与防灾减灾科普工作的政策扶持和制度保障，出

台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明确社会力量在地

震公共宣传中的权利和义务。其次，要充分发挥政

府对防灾减灾科普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

作用。政府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科普

工作的引导，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还

要建立健全防灾减灾科普社会化体系，完善防灾减

灾科普社会化机制。再次，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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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减灾科普工作的指导与监督管理。要积极引

导和规范社会组织在地震公共宣传中发挥作用，并

通过立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4.3    提高全社会对地震公共宣传重要性的认识

由于防灾减灾知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全社会

共同普及，因此提高全社会对防灾减灾知识的认识

十分重要。首先，要通过各种宣传媒介和渠道加强

对全社会普及地震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力度，增强

全民自救互救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以青少年为

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和志愿者组织，鼓励他们在防灾

减灾知识普及中发挥重要作用。最后，要注重发挥

政府、企业、社区以及个人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4.4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及网络等新兴媒体在地震

公共宣传中的优势

在提高公众对地震知识的理解和防灾意识上，

我们需要首先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

体，以及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

同时，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效果进行深

入的研究和分析，以优化我们的宣传策略 [5]。然而，

媒体宣传的效果并不能仅仅依赖于数量和广度，质

量和效果的监督与评估同样重要。因此，我们需要

建立健全地震公共宣传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和评

价指标体系，以及对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科普工

作的监督与管理机制。政府、公众和专业组织在防

灾减灾科普工作中的监督作用也需要得到充分的

发挥。最后，建立地震公共宣传工作信息公开制

度，通过信息公开来增强公众对地震公共宣传工作

的理解和支持，使得防灾减灾工作能够更加深入

人心。

 5    结束语

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具有独特

的优势。一方面，社会力量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

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优势，调动公众参与地

震公共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社会力

量在参与过程中具有组织、管理和协调方面的优

势，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地震公共宣传中的作用。

此外，社会力量在参与过程中还需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参与地震公共宣传的

重要性；二是要注重能力建设，提高自身的综合素

质；三是要加强合作，形成整体合力。只有充分发

挥社会力量在地震公共宣传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

保障公众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而提高整个

国家和民族的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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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earthquake  public  propagand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its  development,  deeply excavat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earthquake
public  propaganda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management,  personnel  professionalism,  fund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Thus, it puts forward the ways to exp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earthquake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ducti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mainly  including  clear  positioning,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systems, enhanced cognition of whole society, and innovation form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emerging media.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policy research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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