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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2VLM=% UM==ẀI>0JnLM_),3]K>V

通信作者%郭丽霞*女*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食品安全

(2VLM=%0Mn/)-,$_rr]K>V

摘*要!风险比较是风险交流的基本方法之一!它能有效弥合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认知差异$ 但是不恰当的风险

比较容易产生负面影响!是风险交流失败的重要原因$ 本文介绍了风险比较的常见形式和应用!指出了应当注意

的问题!为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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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媒

体报道十分活跃"但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却不断下

降"误解,偏见和恐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究其原

因"客观上是由于食品安全事件和舆论风波不断发

生"而缺乏风险交流或交流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 在各利益相关方的风险交流中"业内交流相对

较多也更容易"而面对公众和媒体的交流则比较困

难"这主要是由于双方在风险认知和风险感知上存

在巨大差异* 弥合这种差异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

风险比较"然而错误或不合适的风险比较会导致公

众和媒体的批评指责"机构和专家自身的信誉和形

象也会受到不良影响"风险交流的效果也因此大打

折扣* 本文介绍了风险比较的常见形式及应用"指

出了应当注意的问题"可以为今后的风险交流实践

提供一定参考*

)*风险比较的概念

风险比较实际上是生活中十分常见却很容易

忽视的行为"我们的日常行为基本上都是出于潜意

识中的风险评估与风险比较* 对于风险交流来说

它是一种基础手段和表达技巧"其目的主要是为了

便于受众更好地理解风险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知

情决定* 数学家波利亚曾说过%0类比是一个伟大

的引路人1* 为了让受众对一个不熟悉的概念产生

直观认识"可以用一个他们熟知的事物作为参照"

通过类比降低理解难度* 但是错误的比较方式也

有可能产生负面效果"比如对风险高估或低估,对

风险信息感到困惑,激起负面情绪等* 目前国际上

对于风险比较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狭义的风险比

较一般是指两个风险在概率,危害程度等方面的对

比"比如烧烤食品导致癌症的概率与吸烟导致癌症

的概率的比较* 广义的风险比较则广泛出现在各

种风险信息中"例如某水产品中检出镉超标就是污

染水平#包含一定风险$与标准#风险控制水平$的

比较*

$*风险比较的常见形式

早在 )-GG 年"4>Z/==>等人
())

就简单归纳了风

险比较的几种常见形式"并根据它们的受众接受程

度进行归类#见表 )$* 需要提示的是"不同人群,不

同文化背景适用于哪一类风险比较"相关研究并不

多见"学术界尚无定论"部分实证研究也发现受众

的可接受度很难准确预测
($)

* 此外"尽管风险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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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风险比较的受众可接受度

7LU=/)*&HRM/0K/LKK/X;L0K/>#"M:n K>VXL"M:>0

接受度 风险比较类型 举例

最*高 同一风险不同时间的比较 采取某项管理措施前后"风险概率的比较

与标准的比较 污染物检测结果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比较

同一风险的不同估计 本机构评估结论与其他机构结论的比较

较*高 做某事与不做某事 吸烟与不吸烟患肺癌风险的比较

不同风险管理方式的比较 垃圾焚烧与垃圾填埋的环境风险的比较

与其他地方的经验相比较 采取某管理措施后"&市某疾病发病率比没有采取措施的 <市低了 3 倍

一*般 平均风险水平与最大风险水平比较 高食物消费量人群的风险与总人群风险的比较

伤害的一个来源与伤害的所有来源比较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致癌的风险和其他所有致癌因素相比微不足道

较*差 风险与花费比较 采取某一风险管理措施"风险降低 $+d"但成本上升 3+d

风险与收益比较 虽然农药残留有健康风险"但是农药有利于维持粮食产量

同一风险源头的其他风险 油炸食品的丙烯酰胺致癌风险与脂肪摄入过多的风险比较

职业风险与环境风险比较 实验人员的职业暴露与公众的环境暴露比较

造成同样损害的其他风险 胸透辐射致癌的风险与紫外线辐射致癌风险的比较

最*差 与不相关的风险比较 黄曲霉毒素导致癌症的风险与被闪电击中或车祸风险的比较

的形式类似"但 4>Z/==>等人的研究背景主要针对工

业污染"与食品安全风险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我们

在实践中切不可生搬硬套*

3*风险比较的常见问题

3F)*数字概念的表达

我们在新闻报道或官方文件中经常看到专业

气息浓厚的数据"比如 XXV, XXU, XX;,科学计数法

等* 普通公众理解这些抽象数据可能有困难"尤其

是当数值特别大或特别小的时候* 比如) XXV"我

们也可以用) VJ%nJ,)+

a,

或百万分之一等方式表

达"但这些概念仍然不够直观* 此时可以情境化的

表达为 ) 公里中的 ) 毫米"一年中的半分钟等* 国

外一些机构专门准备了各种量度单位用于解释这

类抽象数据
(3)

"比如澳新食品安全标准局在开展双

酚 &风险交流时形容消费者暴露于 XX;级的双酚 &

相当于0从悉尼港里舀了一杯水1* 当然数字信息

的表达涉及风险认知规律"还有一整套应用技巧"

此处不再详述*

3F$*与标准的比较

我国食品安全舆情往往最后都与标准有牵连"

也是风险比较的0雷区1* 标准的实质是基于风险

评估的风险控制水平"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公众

认为我们参考的标准有问题"那么与标准比较恐怕

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般来说"引用国际标准或

其他发达国家标准更能服众"尽管这样做未必科

学* 我们在与国标作比较前"需要先简要阐述国标

与国际标准,发达国家标准的关系"尤其是当国标

限值比国外宽松时* 比如在0速冻食品金葡菌门1

事件中"企业解释称产品符合即将公布实施的新国

标"此言论迅速遭到口诛笔伐* 除了标准适用性的

问题以外"新国标已经被舆论打上了 0倒退1的标

签"怎可直接拿它作为参照系呢+

3F3*激惹性不同的风险之间比较

受众对风险信息的反应不仅出于风险本身"还

涉及情感因素"即风险的激惹性"这一观点已得到

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
(5 a1)

* 当不同激惹性的风险相

比较时"很容易引起受众的不满和抵触情绪
())

* 业

内人士多数不了解风险激惹性"习惯于从专业的角

度理解风险"因此常感觉公众小题大做"媒体夸张

报道* 这是目前风险比较中频率最高的一类错误"

例如0担忧食品安全问题不如少抽烟酗酒1曾受到

社会广泛批评
(,)

"它的实质就是被动性的食品安全

风险与主动性的吸烟,酗酒风险的比较* 类似的风

险比较案例还有0输港产品出问题的几率比内地小

得多1"0一天吃 , 个含铬胶囊没事1等
(^ aG)

*

3F5*风险比较的安抚性

公众和媒体一般认为"政府,企业总是倾向于

把食品安全风险轻描淡写"因此会带有一定的怀疑

情绪* 我们在进行风险比较时"如果是期望受众重

视某一风险#例如风险预警$"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的风险比较的目的是消除恐慌,平息舆论"

一定要注意鼓励公众从多个渠道验证"强迫他们接

受我们的结论只会适得其反*

5*风险比较的应用建议

5F)*加强风险比较的基础研究

风险比较涉及受众复杂的认知行为"与他们的

社会文化背景,生活经历等因素有关"故照搬国外

模式未必有效"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的风险比较

策略也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强风

险比较的基础研究"了解受众的风险认知和感知模

式"另一方面应当从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风险

比较开展实证性研究"寻找我国公众易于接受的表

达方式*

5F$*引入信息图示辅助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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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已进入0读图时代1"传统的文字信息

已经不能满足传播需要"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引入图

形元素辅助风险信息表达* 国外在风险交流领域

非常重视信息图示法的应用
(-)

"信息图示也的确能

够更直观明了地表达风险信息"比如美国风险评估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建议用柱状图来表达倍数差异"

还有不少学者用风险阶梯来辅助受众理解
()+)

* 国

内也有类似的范例"比如在09?@修订三聚氰胺限

量标准1的相关舆情中"-新京报.制图师用图示法

清晰地解释了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

*

5F3*加强理论指导和应用工具的开发

一方面"从事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及风险交流

工作的人员应当了解基本的风险比较理论与技巧"

在风险信息的解释过程中选择合理的表达方式"避

免低级错误* 另一方面"学习国外优秀经验
()$)

"加

强相关风险数据的收集整理"开发一些风险比较的

模板和工具包"方便风险交流者使用*

5F5*加强信息预试

风险交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信息预试"

即测试受众对该信息如何理解与反应* 它的作用是

提前发现信息中的瑕疵"通过反馈与完善使受众的风

险感知尽量符合我们的预期* 这可以说是验证风险

交流信息是否有效的0金标准1"是国外风险交流实

践中的常见环节
()3)

* 前文提到的一些失败的风险比

较案例"如果能提前进行预试"应该能很快发现问题*

信息预试最简单的方式是向同事,亲朋好友询问看

法"当然也可以通过各种调查手段实现"例如焦点小

组,电话访问,街头截访,网络投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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