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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后社会心态的若干特征及其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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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灾后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 

    

 1.形成了救灾高于一切的全社会共识。由于信息透明与充分，全

国民众对地震灾害的知晓率极高，参与讨论、表达同情、建言献策的渠

道畅通，因而汇集成救灾高于一切的共识；爱心、善心、责任心被唤

起，形成了举国关注、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社会心态，为抢险救灾的

公共参与提供了心理基础。 

     2.民众对党中央和政府高度赞赏并充满信心。党中央和国务院对

灾情的快速反应，对全国抗震救灾行动的有效组织和指挥得到全国人民

的高度赞赏，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和政府的行动能力非常满意，并有信心

在党中央和政府的领导下全面夺取抗震救灾、灾区重建的胜利，进而对

国家发展也更加充满信心。 

     3.全国民众对灾区群众抗震自救中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互助友

爱精神充满敬意。通过媒体报道，灾区群众抗震自救中的心理反应和行

为表现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许许多多干部群众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

和互助友爱精神令人动容，全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人对此充满了敬意。 

     4.全国民众对参与救灾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医务人员、志愿人员

非常钦佩和感激。在此次抗震救灾大行动中，十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广

大医务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受灾群众的

救援行动，赢得了全国民众的钦佩，他们的奉献精神广为传颂，人们通

过各种方式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5.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全国人民一起行动起来，众志成城、同

舟共济，以各种方式慰问、关爱灾区群众，向灾区群众献爱心，参与抗

震救灾行动，无论是捐款数量还是救援行动，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

由此，不论贫富、官民、城乡，全社会，形成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局面，展现了当代中国人坚强、大爱、团结、自信、

达观的可贵品格。 

     6.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的公共参与和公共论坛中的表达与讨论越来

越多。由于NGO组织、网络论坛以及志愿者组织的成长，大量的社会参

与有了较为顺畅的渠道，这就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感和对政府的疏离

感，让民间活跃起来，并且形成了中国人积极、合作的形象。 

     7.民众的公共参与热情可能转向公共管理，并将对政府治理水平

提高充满积极期望。我们认为，民众经历了这次抗震救灾行动的公共参

与，对政府治理水平充满积极的期望，会进一步需要有广泛的、顺畅的



 

公共参与途径，以保持公共参与的效能感、主人翁感。如果公众的热情

受阻，将有可能转而形成负面因素，或者严重的冷漠、失落和不合作态

度。 

     8.部分民众对灾害中可能存在人祸因素的处置及赈灾捐赠的使用

和监督有担心。民众对灾害中有关人祸因素的处置及赈灾捐赠的使用和

监督非常关注，部分民众担心这样的问题是否能得到公平处置，同时还

担心赈灾捐赠是否能够被公平、合理、有效地用于灾区群众。 

     二、正确引导社会心态的思路 

    

 1．大力宣扬、彰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坚强、大爱、团结、自

信、达观。这次宣传报道在着力颂扬抗震救灾中模范人物及其英雄事迹

的同时，可以大力宣扬、彰显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坚强、大爱、团结、

自信、达观。事实上，这次抗震救灾中许许多多平凡人物身上不仅体现

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品质，更展示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

人正逐渐形成的优秀品格，即使是曾经备受质疑的80后青年亦不例外。

我们认为这种对普通人、对整个当代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宣传能够极大地

增强民族自信心、经济发展自信心和改革开放自信心，提升我们中国人

的爱国热情和精神风貌。 

     2．及时普及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理念，破除迷信。三

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有关地震的科普知

识未能得到很好的宣传，以致今天都还有与其相关的迷信流传。如今，

科技发展、传播手段和方式已经是有了大踏步的飞跃，尤其是当代中国

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极为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应当及时

地在全社会内广泛、深入地普及有关地震的科学知识，进而树立牢固的

科学理念，消除部分民众的迷信思想，坚决反对“天谴论”、“报应

论”等反科学谬论。 

     3．大力惩治这次地震灾害中制造人祸因素的不法分子，进而全面

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有效削减公共财政支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这次

地震灾情中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因素，同时也凸现了人祸因素，后

者令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痛恨之极。政府不仅应当大力惩治这次地震灾

情中制造人祸因素的不法分子，还应当进一步提升公信力，在全国范围

内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坚决堵住公共财政非法流失的黑洞，同时有效削

减公共财政支出，坚决反对因人设岗、铺张浪费。 

     4．高度重视赈灾捐赠的审计、监督工作，形成良性的慈善体系，

扶持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逐步消解“单位捐赠”模式。这次赈灾捐赠

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若没有严密的审计、监督，不能清查事故责任，

不能保证救灾善款、救灾物资的合理有效使用，必将极大地伤害全国人

民的支援灾区群众的一片炽情，其后果不堪设想。另外，这次“单位捐

赠”模式中凸现捐赠摊派、攀比及相互埋怨、争斗等多种弊端，政府应

当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改革，形成良性发展的慈善体系，扶持民间慈善

组织的发展，逐步消解“单位捐赠”模式，倡导真正自愿、匿名的捐赠

模式，充分尊重他人的权利，提供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调动一切社会

 



合作的积极因素，避免造成社会冲突。 

     5．大力鼓励志愿者行动的公共参与模式，扶持非政府组织的发

展。从北京奥运会准备工作中的志愿者行动和这次抗震救灾中大规模的

志愿者救灾行动来看，志愿者行动必将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发挥愈来愈大

的作用。应突破仅依靠工青妇、社区基层组织动员群众的模式，鼓励和

倡导志愿者行动的公共参与模式，构建志愿者服务指导体系，扶持非政

府组织的发展，继续以诚恳的态度公布信息、提供渠道，以形成理解、

关心、参与等积极心态，有利于在奥运会等重大社会合作项目中形成社

会支持心态。 

     6．深化支持灾区重建的宣传，适时鼓励民众走出地震灾害阴影，

满怀信心迎接、参与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会是我们国家今年的大事，

它承载了中国人民“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可以说，北京

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必将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走向世界的一个极为重要

的标志，因此，我们媒体一方面要深化灾区重建的宣传，也要适时鼓励

民众走出地震灾害的阴影，满怀信心迎接、参与北京奥运会。 

     7．大力发展心理学专业队伍。这次抗震救灾中，心理学专业队伍

发挥了相当突出的作用，受到灾区群众和全国人民的首肯。可是我们还

应该看到，这次抗震救灾中训练有素的心理学专家供不应求，凸现出我

国心理学专业队伍的力量仍然很薄弱。建议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大力支持

发展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援助、危机干预的研究与培

训，增加学术刊物和科普刊物，改变心理辅导从业人员管理和培训中的

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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