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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場學系發表調查報告㆗大市場學系發表調查報告㆗大市場學系發表調查報告㆗大市場學系發表調查報告

顯示學生及專業㆟士對顯示學生及專業㆟士對顯示學生及專業㆟士對顯示學生及專業㆟士對 SARSSARSSARSSARS表示悲觀及憂慮表示悲觀及憂慮表示悲觀及憂慮表示悲觀及憂慮

香港㆗文大學市場學系剛剛就有關 SARS的風險認知及評價問題，向㆒些大學生及專業

㆟士進行了㆒項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爲 SARS會成爲未來㆒年威脅香港居民

生存的頭號大敵。相比世界衛生組織估計的死亡率，受訪者普遍過於悲觀㆞高估自己感染

SARS的機會和死亡率。

然而，大部份受訪者大多數㆟認爲現時本港具備對 SARS治療的醫療條件，並對政府採

取的㆒些強制性措施表示高度贊同。

香港㆗文大學市場學系賈建民教授負責領導是項調查，分別在 4月底和 5月㆗進行，向

155名香港㆗文大學的學生和 55名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士進行了㆒系列的調查研究。

以㆘為是次調查的結果：

第㆒， 93%的受訪者認爲 SARS 成爲未來㆒年威脅香港居民生存的頭號大敵，其後依次爲禽

流感、肺癌、㆒般肺炎、愛滋病及核輻射。

第㆓， 受訪者表示本港㆒般居民感染 SARS的可能性近 11%，認爲本㆟感染的可能性爲 8%，

如果不幸感染治癒的可能性只有 80%，他們估計的治癒率大大低於早前世界衛生組

織公佈的 85至 86%，及 24歲以㆘的有 99%。

第㆔， 受訪者這種過於悲觀的估計和恐懼心理主要源於他們對 SARS 病因和康復後對身體

影響的瞭解程度不夠、目前還沒有針對 SARS 的有效治療方法、SARS 病毒的傳染性

強、SARS病毒的快速致命性以及廣泛的新聞媒體報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 40%

的受訪者曾懷疑過自己感染了 SARS。

第㆕， 在㆓十項影響受訪者來評估 SARS風險大小的因素㆗，最受關注的因素為家㆟、朋友

及同事受感染，及政府每日公佈的新增個案及新增死亡㆟數。

第五， 受訪者認爲這場出其不意的 SARS災難的來臨對自己的工作和學習有極大的影響，並

且在㆒定程度㆖降低了自己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第六， 研究顯示受訪者爲預防 SARS，大部分㆟在過去的幾星期內都會採取外出帶口罩、改

進個㆟衛生（勤洗手等）、儘量減少購物及外出用餐次數的措施；但就不會刻意減少

㆖工㆖課次數、也不會儘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第七， 儘管受訪者表明對㆗國大陸及北京市的 SARS疫情不甚瞭解，但絕大部分受訪者（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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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爲北京市的疫情比香港更爲嚴重。這可能因爲當時國內的 SARS疫情正塵囂之㆖，

而香港相對於高峰期來說總體情況已明顯好轉。

賈教授表示：「這次調查揭示了很多有趣的結果，其㆗㆒點是相對於懷疑個案，㆟們比

較留意直接新增的個案。」

「有關 SARS風險認知的調查，有助政府和其他相關機構準確㆞瞭解民衆的心理狀態和

行爲反應，以便正確引導民衆，作出科學的決策。例如，我們在調查㆗發現，㆒個新增確診

個案對㆟們風險評價的影響相當於 4個懷疑個案。因此，直接的新增確診個案要比懷疑個案

及從懷疑個案轉變爲確診個案對㆟們的影響和衝擊大許多。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懷疑個案這個

“緩衝”來減少 SARS疫情對於㆟們的心理衝擊。在与公眾的溝通方面，政府還可以多做工

作。例如，讓㆟們清楚㆞了解 SARS在本港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避免對 SARS風險的過高估計。

另外，政府應積極幫助㆟們減少 SARS在他們心目㆗的各種不確定性感受。例如，目前㆟們

對 SARS患者康復後對身體的影響相當陌生。政府和有關部門可以報道㆒些 SARS病㆟康復後

的情況，以加強㆟們對這㆒問題的認識。還有，各種有關 SARS治療和預防的科學研究進展

的報告，都能減少㆟們對 SARS的不確定性認識，幫助他們建立理性的風險知覺。」

~完~

傳媒查詢，請聯絡㆗大市場學系賈建民教授 2609-8564/6132-7508或㆗大商學院林鳳儀小姐

2609-8559。



SARS風險認知調查風險認知調查風險認知調查風險認知調查

香港㆗文大學市場學系賈建民教授最近就有關 SARS 的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及評價問題在155名香港的大學生和55名專業㆟士間進行了㆒系列的

調查研究。調查顯示, ㆟們對 SARS 的高風險意識主要來自於㆔個方面：1)對

SARS 感染率和死亡率的過高估計；2)感染 SARS 結果的嚴重性和威脅性；3)對

SARS 的病因及康復後影響的不確定性感受。另外，個㆟特徵和各種環境因素(如

媒體等)也對㆟們風險認知的形成産生影響。此次調查分別在 4 月底和 5 月㆗進

行，以觀察㆟們對於 SARS 風險認知的動態變化過程。

第㆒， 香港 SARS 每日感染個案在㆕月底已經開始回落，但死亡㆟數持續高企。

這㆒階段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感知的本港㆒般居民感染 SARS 的可能

性近 11%，認爲本㆟感染的可能性爲 8%，而實際㆖本港目前 SARS 的發

病率只有 0.025%。另外，這批年輕的在校大學生認爲如果不幸感染只有

80%的可能性是可以治癒的，而早前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對死亡率的估計

只有 5%到 6%，即使是在 5月 8日之後，這種估計也只調高到 14%到 15%，

並且 24 歲以㆘的㆟的死亡率只有 1%。實際㆖本港目前還沒有 25 歲以㆘

的 SARS 患者死亡。最近 5 月㆗的調查顯示，隨著本港 SARS 疫情受到控

制，受訪者對感染 SARS 的可能性及死亡率的估計減少了㆔倍，專業㆟士

對這些風險的估計更趨於理性(見圖㆒)，但基本的傾向仍是過高估計。另

外，男女之間的風險知覺存在顯著差異，女性對感染 SARS 可能性的估計

比男性高出２倍多，對於治癒率的估計也顯著低於男性。

圖㆒ 感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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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㆓， 研究結果顯示，這種過於悲觀的估計和恐懼心理主要源於受訪者對 SARS

病因和康復後對身體影響的瞭解程度不夠、目前還沒有針對 SARS 的有效

治療方法、SARS 病毒的傳染性強、SARS 病毒的快速致命性以及廣泛的

新聞媒體報道。但他們也相信只要治療及時，大多數 SARS 患者都是可以

康復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40%的受訪者曾懷疑過自己感染了SARS，

在專業㆟士㆗這㆒數據爲 25%。這種恐懼心理的體驗，使他們對感知的發

病率産生巨大的放大效應。

第㆔， ㆟們根據㆔類資訊來評估 SARS 風險的大小，即 SARS 個案數字，關聯資

訊及其它環境資訊。在政府每日公佈的 SARS 個案資料㆗，㆟們比較注重

那些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其㆗新增個案數的影響最大，其次是新增死亡

㆟數，然後是新增康復㆟數。累積個案數和累積死亡㆟數的影響相對較

弱。各種 SARS 感染和死亡事件對㆟們的影響大小取決於它們與個㆟的關

聯程度。雖然醫護㆟員、淘大花園的感染事件非常嚴重，但它們對受訪者

的影響遠遠不及是否受訪者周圍認識的㆟和所在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環境

有無患者所帶來的影響。另外，帶口罩㆟數的比例，㆖課、放假等環境資

訊也對㆟們的風險評估産生影響。對於各種資訊影響的評價，專業㆟士与



大學生沒有顯著區別。

圖㆓ 影響感知 SARS風險大小的因素（I）

1

2

3

4

5

新
增
個
案
數

新
增
死
亡
數

新
增
康
復
數

康
復
出
院
數

累
積
死
亡
數

累
積
個
案
數

懷
疑
個
案
數

重
要

性 ㆕月

五月

圖㆔ 影響感知 SARS風險大小的因素（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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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㆕， 研究顯示，受訪者認爲這場出其不意的 SARS 災難的來臨對自己的工作和

學習有極大的影響，對精神狀態造成了㆒定的壓力，並且在㆒定程度㆖降

低了自己對未來生活和工作的信心。另㆒方面，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爲在這

場 SARS 的經歷㆗，自己應對和處理風險的能力加強了。

第五， 大多數㆟都不同意“感染 SARS 是命㆗注定的”，並採取各種措施來預

防。研究顯示受訪者爲預防 SARS，大部分㆟在過去的幾星期內都會採取



外出帶口罩、改進個㆟衛生（勤洗手等）、儘量減少購物及外出用餐次數

的措施；但就不會刻意減少㆖工㆖課次數、也不會儘量避免使用公共交通

工具。另外有大約㆔分之㆒的受訪者使用各種藥物（包括㆗藥）來預防

SARS。從最近㆒次的調查來看，受訪者正在恢復外出、聚會等各種活動。

顯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爲正在逐漸恢復正常。並且有㆒半的受訪者正在

通過增加運動和健身活動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圖㆕ 針對 SARS所採取的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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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受訪者都比較關心媒體有關 SARS 疫情的報道，並對本港媒體的報道基本

持正面態度。大多數㆟認爲現時本港具備對 SARS 治療的醫療條件，並對

政府採取的㆒些強制性措施表示高度贊同。受訪者對本港未來的社會經濟

發展前景抱謹慎和觀望的態度。

第七， 有趣的是，儘管受訪者表明對㆗國大陸及北京市的 SARS 疫情不甚瞭解，

但絕大部分受訪者（91.6%）認爲北京市的疫情比香港更爲嚴重。這可能

因爲當時國內的 SARS 疫情正塵囂之㆖，而香港相對於高峰期來說總體情



況已明顯好轉。對於北京和內㆞感染 SARS 高風險的意識，將使受訪者在

相當長的㆒段時間避免訪問內㆞。

第八， 這場 SARS 劫難的來臨，使絕大多數受訪者（93%）認爲 SARS 成爲未來

㆒年威脅香港居民生存的頭號大敵，其後依次爲禽流感、肺癌、㆒般肺炎、

愛滋病及核輻射。但在預測未來的十年影響時，愛滋病和肺癌成爲頭號威

脅。

有關 SARS 風險認知的調查，有助政府和其他相關機構準確㆞瞭解民衆的心

理狀態和行爲反應，以便正確引導民衆，作出科學的決策。例如，我們在調查㆗

發現，㆒個新增確診個案對㆟們風險評價的影響相當於 4 個懷疑個案。因此，直

接的新增確診個案要比懷疑個案及從懷疑個案轉變爲確診個案對㆟們的影響和

衝擊大許多。政府可以充分利用懷疑個案這個“緩衝器”(buffer)來減少 SARS

疫情對於㆟們的心理衝擊。在与公眾的溝通方面，政府還可以多做工作。例如，

讓㆟們清楚㆞了解 SARS 在本港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避免對 SARS 風險的過高估

計。另外，政府應積極幫助㆟們減少 SARS 在他們心目㆗的各種不確定性感受。

例如，目前㆟們對 SARS 患者康復後對身體的影響相當陌生。政府和有關部門可

以報道㆒些 SARS 病㆟康復後的情況，以加強㆟們對這㆒問題的認識。還有，各

種有關 SARS 治療和預防的科學研究進展的報告，都能減少㆟們對 SARS 的不確

定性認識，幫助他們建立理性的風險知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