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据新华社报道

6 月 17 日以来， 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

气，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

暴雨红色预警。 这轮降雨有何

特点？ 成因有哪些？ 应如何加

强防范？

监测显示， 安徽、 浙江、

江西、 湖北、 湖南等地部分地

区 17 日以来累计降雨量有

250 至 550 毫米， 湖南常德、

安徽黄山、 浙江杭州西部等地

局地达 600 至 758 毫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

涛表示， 本轮降雨具有持续时

间长， 降雨落区重叠度高等特

点， 且夜间降水增强明显， 强

降水往往发生在后半夜。 “虽

然从雨强特征看不算特别突

出， 但由于持续时间长， 因此

降雨总量较大。”

陈涛介绍， 从天气系统分

析， 未来三天西太平洋副热带

高压维持稳定， 其边缘的西南

暖湿气流直接深入到长江中下

游沿江地区， 梅雨锋天气系统

在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江

地区小幅摆动， 因此降雨落区

重叠度高、 持续时间长， 出现

大范围强降水。

从环流特点看， 暖湿气流

旺盛， 梅雨锋主雨带上易有中

小尺度强降水对流系统发生发

展， 导致形成局地性强降水中

心。

预计未来三天， 长江中下

游地区梅雨将持续， 湖南中北

部、 湖北南部、 江西北部、 安

徽南部、 浙江西部等地降雨时

间长、 累计降雨量大， 部分地

区强降雨区重叠度高。

“到 28 日后， 预计雨带

东端将有所北抬、 西端有所南

压。 因此主雨带会由目前的

准东西向逐步转换为西南到

东北向， 但主要的雨区还是

位于黄淮到江南地区一带。”

陈涛说。

水利部 24 日发布的汛情

通报显示， 23 日 8 时至 24 日

8 时， 受降雨影响， 江西、 湖

北、 安徽、 浙江、 贵州等地

22 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商确定，

调度三峡水库自 25 日起增加

出库流量， 抓紧腾库应对后续

洪水。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24

日将针对湖南、 浙江、 安徽、 江

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前期派出的多个工作组正在一线

开展工作。

专家提醒， 面对持续性强降

水， 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

布的预报预警信息， 尤其是降雨

的具体落区和强度， 避免进入河

道、 山区、 低洼地带等危险区

域， 交通出行应避开积水路段，

驾车要谨慎慢行。

长江中下游强降雨持续 专家提醒防范
避免进入河道等危险区域 出行避开积水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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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成果选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上海法治报社

【内容摘要】 近年来， 浙江省日益增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 并

在该领域展开了深入的探索。 然而现有的调研表明， 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存在若

干挑战： 群众参与程度不足、 资金补助方式过于陈旧、 公众保护意识不强等问

题尤为突出。 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探明影响机制， 从而促进非遗保护

措施的革新。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方政府 政府行为

浙江省非遗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基于机器学习和多元统计的分析

一、 问题缘起：

如何实现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浙江省各地方政府及社会

各界已投入显著资源于非遗的

保护工作， 旨在维护这些文化

遗产的活力和传承价值。 然

而， 当前实践中的多项调研显

示， 尽管已有诸多努力， 但在

具体实施中仍面临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保护政策

和措施未能充分适应现代社会

的需求， 且在保护策略的设计

与实施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

前瞻性。 那么， 地方政府应该

如何行动才能实现对非遗的有

效保护？

二、 调研发现

（一） 自变量

1.年龄

在 40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

多数表示至少具有基本的非遗

知识； 在 20 至 40 岁的受访者

群体中， 有更多人表示对非遗

完全不了解。 此外， 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了解非常多”

群体较为集中， 这可能反映出

浙江省地方学校在培养学生的

文化关注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

效， 进而激发了学生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 通过

皮尔逊相关系数分析， 年龄与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

之间的关系显示出微弱的正相

关 （Spearman's rho = 0.02）。

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可能

略有提升。

2.公众对政府非遗保护政

策的看法

调查发现， 约 20%的受访

者认为政府应更加重视提高公

众的非遗保护意识， 超过 20%

的受访者建议政府增加非遗相

关活动以增强社区参与。 此

外， 有 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

从未参与过任何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实践活动， 这反映了非

遗保护活动中公众参与度的不

足。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政府

在非遗保护领域的措施表示出

不足或缺乏了解， 仅有 29%的

受访者认为现行政策有效或较

为有效。 相对地， 有 71%的受

访者对这些保护政策的成效持

谨慎或负面态度， 认为这些政

策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无效。 这

些发现突出了公众对于政府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的广泛

不确定性， 为进一步研究政府

政策的公众感知提供了重要线

索。

实证检验显示， 对政府举

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活动

有所了解的 19 位受访者普遍

认为此政策有效。 有关政府在

指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保护名录的政策， 10 位

受访者认为该政策有效。 然

而， 对于政府在非遗传承项目

上采用的直接补贴方式， 23

位受访者普遍认为这种方式效

果不佳， 这表明需要重新考虑

和设计更为有效的经济激励机

制以支持非遗保护。

3.对非遗的了解程度

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了解程度与对政府非遗政策改

进需求的看法之间存在中等程

度的负相关 （Spearman's rho 

= -0.3059）， p 值为 0.0035，

低于显著性标准 0.05。 这意味

着随着对非遗了解程度的提

高， 对政府非遗政策改进的看

法趋于减弱， 对非遗保护了解

越多的群体可能对政府现行的

政策更为满意， 或对改进的需

求降低。

4.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程度与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了解程度之间的皮尔逊

相关系数为 -0.0997， 显示出

轻微的负相关。 这表明随着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 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并没

有显著增加， 反而呈现微弱

的下降趋势。 然而由于 p 值

为 0.3， 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

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 这说

明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并不直

接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深入了解， 可能还受其他因素

的影响。

5.居民对非遗保护的期望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 参与

过非遗保护活动的 14 位受访

者中， 仅 3 位认为当前政府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非常

有效， 另外两位认为效果尚

可， 而多数受访者对保护措施

的效果持不确定或怀疑态度。

这一发现凸显了受访者对政府

非遗保护措施持有分歧的观点

和评价。 部分受访者强调， 政

府需加强对非遗保护的宣传和

教育， 而另一部分则认为应增

强相关活动及经费的投入。 特

别是那些有过直接参与经验的

个体， 更倾向于指出现有政策

的不足， 表明了改进现有保护

策略的迫切需求。

（二）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 我们将非遗

保护方面的地方政府行为作为

因变量， 并选取了年龄、 受教

育程度、 对非遗了解程度、 对

非遗保护相关政策的了解程

度、 对政府非遗保护行动效果

的看法、 非遗保护实践参与经

历、 非遗保护政策改善意见以

及对非遗政策的了解程度作为

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分析结

果显示， 模型的显著性概率为

0.02， 低于常用的显著性水平

0.05， 表明模型具有统计显著

性。 模型的拟合度为 0.1893，

表明模型能解释因变量变异的

18.93%。 这一拟合度指出， 虽

然模型能较好地解释部分变

异， 但仍有大量的变异由未包含

在模型中的其他变量所解释， 提

示在未来研究中探索影响政府非

遗保护行为的其他潜在因素， 如

宏观经济条件等。

在自变量系数方面， 对非遗

的了解程度等自变量呈现出较弱

的负相关性， 即随着这些因素的

增加， 受访者认为政府在非遗保

护方面的措施并不充足。 尤其是

在非遗保护政策的看法上， 呈现

最为明显的负相关性， 相关系数

为 -0.16。 其次， 随着居民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 对政府在非遗保

护方面的了解增多， 因此认为政

府在非遗保护方面的措施足够。

同样， 随着居民对非遗保护的相

关政策的了解程度的提高， 他们

认为政府在非遗保护方面的措施

是足够的。

三、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浙江省居民的

调查发现， 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了解普遍不足， 尤其是年轻

人群中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 大

多数受访者对政府的非遗保护政

策持有不确定态度， 仅少数人认

为这些政策是有效的。 此外， 年

龄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程度

的关联微弱， 且受教育程度并不

直接影响对非遗的深入了解。 基

于这些发现， 建议政府采用差异

化的宣传策略， 增强社区参与和

文化活动， 并建立有效的政策反

馈和改进机制， 以增强公众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和参

与。

□ 王鑫瑜 邓腾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