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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安全需要是人基本的

需要之一。“公共安全”的主体是指大多数群众，客体是指那些可能对大多数群众的生活、

生命安全有影响的因素，“安全感”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心理感受。2003年

春天的一场“非典”，使政府和民众开始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由此引发我们对公共安

全问题的思考和关注，除了公共卫生安全，其他公共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生态安全、交

通安全、信息安全、社会治安等因素，也对社会生活的构成重要影响。 

我们于2003年10月份，对河北省的石家庄市、保定市、沧州市、邢台市的城市居民进行了

“城市居民公共安全感”的问卷调查，发放问卷329份，收回有效问卷260份。其中石家庄80

份，有效问卷72份，邢台41份，有效问卷29份，保定100份，有效问卷58份，沧州118份，有

效问卷101份。问卷的总有效率大约是79%。在问卷中，针对影响公共安全的7个大方面，我们

设计了相关的24个小问题，每个问题都给出相应的答案供选择。被调查的人群年龄分布在18

岁—60岁以上，职业涉及各行各业。并对问卷的数据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了分析和处理。 

一、您生活稳定吗？有安全感吗？ 

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2.3%,女性占57.7%,年龄分布为18岁—39岁占55.0%，40岁—

59岁占35.8%，60岁及以上人员占9.2%。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人员占62.5%，高中及中专占

26.5%，初中占7.5%，小学占2.8%，文盲占0.8%。职业分布为专业技术人员29.0%，公务员占

23.4%，管理人员占16.1%，工人及服务业人员11.3%，下岗失业人员占6.0%，个体劳动者占

4.0%，其它人员占10.2%。 

在被调查的4个城中，被调查人群的性别比例除邢台外，基本平衡，年龄分布也以青、壮年为

主，文化程度也比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绝大多数。见表1： 

表1：基本情况（单位%） 

1、生活稳定感方面，总体看回答生活稳定的占25.9%，比较稳定的占最多数55.7%，认为自

己生活不稳定的占14.5%。4个城市中，除邢台市外，回答不稳定的所占的比例最小，其中石

家庄最少只有5.6%，而邢台则相反，回答生活不稳定的所占比例最高为44.8%。4城市居民在



生活稳定感方面比较看，感觉较好的依次为石家庄、沧州、保定、邢台。 

2、在公共安全感方面，总体上回答偶尔有不安全感的占绝大多数，是65.3%，回答经常有不

安全感的占22.3%，而没有不安全感的占12.4%。可见，城市居民对公共安全问题担心的人

多，普遍具有不安全感，但不是经常有，只是偶尔有不安全感。从4城市比较看，邢台和沧州

2市居民经常有不安全感的所占比例较大。邢台市经常有不安全感人数的甚至超过了偶尔有不

安全感的人数。这与邢台市人口生活不稳定感是有关系的，生活不稳定也使人们的公共安全

感差。 

表2： 生活稳定和不安全感 （单位%） 



分性别来看，女性比男性选择生活稳定和比较稳定的比例都要高，但女性选择生活有不安全

感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表3、分性别的生活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单位%） 

表4、分职业的生活稳定感和不安全感（单位%） 

从不同职业者对生活稳定的评价来看，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管理人员认为自己生活稳定

的比例较高，下岗失业人员认为自己生活不稳定和很不稳定的最多。选择生活中没有不安全

感的也是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管理人员的最多。但普遍看来，各职业的人都有一定程度

的不安全感。 

3、在7个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社会治安问题，占30.3%，其次是

经济安全问题占18.7%，第3位的是交通安全问题占17.5%。以下依次为生活环境、突发事

件、公共卫生和信息安全问题。 

在遇到安全问题向谁求助问题上，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向警察、政府求助，可见政府和公安

部门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其次是向自己的亲友求助，在人们的社会关系

网中，亲友关系仍是重要的社会资源。选择向周围的人求助的保定市最多，其次是石家庄

市、沧州市、和邢台市。分性别看，女性向政府、警察、亲友、周围的人求助的比例要高于

男性。 

表5：遇到安全问题向谁求助 （单位%） 

如果在公共场所遇到人身威胁，您认为会有人帮助你吗？ 一半多的人都选择“可能会有人帮

助”，回答“会有人帮助”的比例不是很大，回答“不会有人帮助”的也占一定的比例，而



邢台市根本没有人选择“会有人帮助”，而回答“不会有人帮助”的比例很高，其次是沧州

市；回答“会有人帮助”的比例最高的是石家庄市，其次是保定市。说明，在不同的城市，

社会治安状况、社会风气和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是有差别的。 

分性别看男性和女性选择“可能会有人帮助”的比例最高，但女性认为“可能会有人帮助”

比例明显高于男性，选择“不会有人帮助”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表6、在公共场所遇到人身威胁，你认为会有人帮助你吗？ 

表7、别人遇到危险，你会提供帮助吗？



但在回答别人遇到危险时，你会帮助别人吗，绝大多数的人回答“会”、“可能会”，选择

“不会”帮助别人的则很少。回答“会帮助别人”的比例远远高于回答“会有人帮助”的比

例。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自己愿意帮助别人，但又对别人是不是会帮助自己表示怀疑，这

种心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之间异质性强、彼此缺乏沟通、了解，在城市生活中，

由于人们的关系不像乡村那样密切和互相了解，使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从性别分析看，女性认为别人“可能会”和“不会有人帮助”的比例要高于男性。但女性选

择“会”和“可能会”帮助别人的比例要高于男性。 

二、对人口安全问题的看法 

人们认为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最严重的是社会治安占30.3%，其次是经济安全18.7%，交通安

全17.5%，生活环境12.3%，突发事件10.3%，公共卫生9.5%，信息安全1.4%。 

1、总体看，在经济安全方面选择最多的是收入偏低45.0%，其次是购房费用26.2%、医疗费

用17.3%。分地区看石家庄市没有选择孩子学费问题的，而邢台市选择孩子学费问题的在4个

城市中最突出，但选择购房费用问题的最少，保定市选择医疗费用问题的最多。女性比男性

更关注收入、购房费用和医疗费用。 

表8、经济安全问题（单位%） 



表9、分职业的经济安全问题（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管理人员认为自己经济上没有问题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

员，但他们选择收入偏低、孩子学费、购房费用、医疗费用、生活费缺乏的问题的也占不小

的比例。下岗失业人员最关心孩子学费和生活费缺乏问题，个体劳动者也最关心孩子学费问

题。工人及服务业人员关心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缺乏的问题。公务员关心收入、购房费用、医

疗费用问题。 

2、在社会治安问题方面，集中于偷盗问题71.2%和抢劫问题20.4%。4个城市人们的选择非常

相似，而其他犯罪形式如杀人、拐卖妇女儿童、黑社会犯罪等则选择的人不是很多。而犯罪

场所选择商场、市场、车站的人相对集中，还有部分人回答是街道、住宅。 

在社区存在的治安问题方面选择最多的是偷盗43.8%，“治安无人管理”30.4%，沧州市选择

“治安无人管理”的有45.9%，偷盗问题的43.9%。保定市选择最多的是偷盗52.6%，治安无

人管理21.1 %. 



对本社区治安状况是否满意，多数人回答“基本满意”，但沧州市民回答“不满意”和“很

不满意”的比例比较高，超过“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反映出沧州市的社会治安状

况不如其他几个城市，这与他们认为城市社区治安问题无人管是相符的。 

表10、社区治安问题（单位%） 



偷盗和抢劫虽然不是什么重大的案件，但由于这类案件的多发性、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发生，并且即使发生了人们也都会说是自己不小心，报案、破案的很少，这样人

们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人们的心理缺乏安全感。 

我们在问到“哪些地点容易发生犯罪”时，列举了商场、市场、车站、医院、公园、网吧

等，人们认为各个场所都可能发生犯罪行为，但车站、商场、市场、网吧等娱乐场所是多发

地点。还部分人选择的是住宅。因此不要小看这些小案件，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不应该被排

除在维护社会治安重点之外。 

3、在公共卫生方面。人们普遍认为影响健康的因素是环境污染45.5%和食品污染19.8%，其

次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流行性疾病。在回答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时，有54.0%的

人选择的是流行性疾病，其次是自然灾害和恐怖事件。可见环境污染、食品污染和流行性疾

病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环境污染、食品污染也是生活中比较大的问题。 



4、交通安全方面，人们出差或旅游时普遍担心会遇到偷盗、抢劫44.6%，其次是遭遇交通事

故35.5%，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心会染上疾病17.1%。交通安全方面，交通拥挤、车辆超载、

交通工具卫生状况、车上偷盗、抢劫、违章驾驶等问题都普遍存在。 

表11、交通安全问题（%） 

分城市看，石家庄市、沧州市、保定市民选择交通拥挤问题的比例多，其次是违章驾驶问题

比较严重，石家庄市、邢台市民选择车上偷盗、抢劫问题的也比较多。人们普遍较少关注到

交通工具的卫生状况。 



5、信息安全方面，人们普遍关心的是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34.9%、虚假信息39.3%和不

健康的网站25.0%。信息来源的多样化，使人们难辩真假，因此人们对虚假信息问题反应最

多。 

6、为维护公共安全，个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有75.4%的人选择积极行动、见义勇为，有

23.4%的人选择随大溜，而选择不关心公共安全问题的只有1.2% 的人。但邢台市民选择二者

的比例则相差不大，选择积极行动、见义勇为的占55.2%，选择随大溜的占44.8%。其他3个

城市都是选择积极行动、见义勇为的为绝大多数。 

7、人们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评价，选择最多的是一般，其次是较强。石家庄市民选择

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的能力评价是一般和较强为多数，沧州以一般、很差和较强为多数，保

定市民以一般、很强和很差为多数，邢台市以一般和很差为多数。 

表12、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的评价 

三、问题和建议 

在被调查的4城市居民中，在生活稳定感方面比较好，有81.6%的人认为自己生活“稳定”和

“比较稳定”。虽然生活基本稳定，但在公共安全感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有87.6%的人回答

“偶尔有”和“经常有”不安全感。说明人们对经济生活基本感到满意，但对社会治安等问

题却不是很满意，政府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 

社会不稳定，犯罪率有增无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分配不

公、就业难、人口流动频繁、群防群治范围小、公安警力、经费不足等问题都存在。社会治

安好坏的关键在预防犯罪的力度，而不是犯罪发生后的打击力度，预防犯罪投入的成本也要

低于犯罪实施后的打击成本。 

在影响公共安全的7个方面中，人们最关注的是社会治安问题，其次是经济问题、交通问题。

社会治安问题影响面广，直接关系到人们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评价，社会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影

响到人们对社会发展程度的评价，也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准。 



在社会治安问题中，被调查人选择最多的是偷盗、抢劫，这些虽然不是大案、要案，但是每

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不愉快问题，具有多发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关注大案、要案的同时也

不能忽视这些影响面广的偷盗、抢劫案件，如果一个地方虽然有大案、要案发生，但偷盗、

抢劫之类的“小案件”很少发生，人们对这个城市的印象也会好于偷盗、抢劫多发地方，因

此，如何防止和有效的制止偷盗、抢劫之类的“小案件”应该引起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

注，加强对偷盗、抢劫方面的治理，要搞好各社区、公共场所的安全防范措施，政府在警力

和经费分配方面要科学、合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经济安全方面，人们最关心的是收入偏低问题，还有孩子学费、购房费用和医疗费用这些改

革以后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关键的还是收入偏低，各个职业人都反映收入这个问题。 

交通安全方面，群众认为严重的问题是交通拥挤和违章驾驶。公安部分析，影响道路交通安

全和畅通的原因主要有5个方面：交通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城市路网结构不合理，公路质量

低，通行条件差；道路交通工具总体构成不合理， 2002年，全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约为8平

方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25平方米的水平。36个大城市停车位不足20%，城市中心区停车

困难。全国86%的公路为3级以下公路和等外公路， 2002年，因国民的整体交通法律意识、交

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文明意识不高而导致交通违法2.59亿人次，处罚1.97亿人次。  

公共卫生方面，人们最不满意的是“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问题，现在医疗水平的提高

和卫生知识的普及，使人们对流行性疾病感到并不是很可怕，流行性疾病现在出现的几率也

不是很高，所以人们最关心的是日常生活中接触的环境和食品污染问题，这两个问题人们每

天、每时都要面对，谁也逃避不了，我们要进入小康社会，这些关系人们群众切身利益的问

题，如果不解决，人们的健康问题受到污染的威胁，那么什么发展都没有意义了。对这个问

题政府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单纯为了经济目标，而牺牲人们健康。 

信息安全方面，人们最反感的是虚假的信息，虚假的信息不仅让人们遭受不应该的经济损

失，严重的也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影响社会的稳定。还有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在

社会流传很广，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色情、暴力的内容危害更大。 

在调查中，有绝大多数的人愿意为维护社会治安而积极行动、见义勇为，可见人们群众的觉

悟和道德水准还是很高的，要保护和鼓励这种良好的行为，采取一定的鼓励措施，公共安全

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要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才有可能真正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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