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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
检查列表：到农村地区出行（例如为了调查目的出行等）

该检查列表并不是一个安全计划，关键因素还要取决于你自身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自身面对的风险、威胁
以及自身弱势，对该检查列表进行补充，使其更加个性化。

当你离开家外出旅行的时候，由于缺少对陌生环境的了解，你就更容易有危险。如果你出行的目的是为了对
一个敏感性问题进行调查，以及与证人会面时，你面临的危险就更大。

• 如果此次出行有风险，那么就提早进行策划

• 找出自己面临哪些风险，如何将风险最小化。 （需要考虑的问题：此次出行的收益会超过风险吗？
你是否愿意承担风险？你必须进行此次出行吗？有没有人可以以更安全的方式来执行此次任务？）

• 寻找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以及最安全的路线

• 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在离目的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住宿（这样你就能相对较快的往返于两地，
而且当自己的到来被潜在的攻击者得知之后，可以迅速离开那里）

• 在目的地至少有一位信得过的联系人。在出发之前以及到达的时候都要检查自己所面临的风险

• 不要独自出行——根据目的地来选择与你一起出行的人，例如
— 来自目的地的人或者熟悉目的地的人（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等）
— 男性或者女性（由于文化原因，选择男性同伴还是女性同伴，
哪个更安全，或者对方能够为你的出行做掩护）

— 有特殊技能的人

• 任务、责任分工明确

• 如果你有司机的话，此人最好是值得信任的、知识渊博的人

• 设定一个紧急联系人，此人知道在出现安全危机时该采取何种措施

• 给你的紧急联系人提供一个详细的路线图（你的路线、你的住宿、你在哪要见什么人、
见面的时间以及目的），包括与你一同出行的可以帮助你的人的信息（名字、联系方式、
地点以及背景信息）。在没有通知你的紧急联系人的情况下，不要擅自改动出行安排

• 与你的紧急联系人商定一个定期汇报的时间表，比如说一天两次
（或者根据你可使用的资源、手段采取任何可行的方案），同时设置一个在危机情况下使用的暗号

• 出行之前对车辆进行检查

• 检查一下随身携带的纸质材料或文字材料，以及视频材料，例如报告、
日程表等，这些材料是否可能为你带来危险？

• 制定一个应急策略——如果意外发生，该怎么做或者该去哪里

• 计划好如何携带敏感信息，例如采访资料、照片（例如存在优盘中，
然后放在袜子里，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自己的组织，然后删除）

• 随身携带：
— 紧急情况下要用的钱（比如汽车抛锚）
— 地图
— 食物，水
— 急救用品箱

• 可以考虑携带（如果有用的话）
— 带上合适的通信工具，最好至少有两个通信工具（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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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的话带一个没有登记的电话，笔记本电脑，卫星电话等等，在出发之前对这些设备进行
检查）

— 录像机
— 法律文本：身份证、所需要的授权书（或者能够证明你说法的资料）

• 尽量不要携带的东西：
— 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被监视的话，不要带手机（把手机放在家里，
如果可能的话，使用一个新的、未经登记的手机）

— 会给你带来危险的纸质材料、文字材料、视频材料等等，例如报告、日程表等

• 避免在夜里出行

• 行为适宜——遵守当地法律，不要喝太多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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