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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為基本框架，運用內容分析和焦點

小組訪談等方法對「四川大地震」期間中國政府部門危機傳播的情境、

修辭策略和傳播效果進行深入的考查和檢視，旨在對「危機傳播」這一

新興的傳播學亞學科在中國的「本土化」提供概念、理論和範式的參

照。本文的主要發現是，政府根據具體的情境而採取的有效的危機傳

播策略，往往能夠獲得正面的媒體報導，從而有效地提升政府的公信

力，反之則不然。本文還對改進中國政府的危機傳播機制提出了政策

性建議。

關鍵詞：危機傳播、中國政府、情境、媒體報導、本土化、四川大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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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dopting a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as its basic frame-

work, this study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hetorical strategies and 

communication efficac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The author make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manuscripts from the 

press conferences and related texts of media coverage, with reference to focus 

group interviews of government spokespersons.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 appro-

priate strategies for the government’s crisis commun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specific situations would lead to positive feedback from global media, and 

would consequently secure the accountability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reputa-

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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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3年爆發的「非典」（SARS）危機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
我們可以看出「危機傳播」的理念在中國由引入、接受、普及到實施的
發展脈絡。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使得「危機」一詞成為中國政治和公
共話語體系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它所引發的社會震盪和對中國國家形
象的巨大破壞促使我們主動學習、逐漸接受和貫徹實施「危機管理」、
「危機傳播」和「危機公關」等源自西方的理念和策略。五年來的機制建
設和經驗積澱終於讓中國在應對和處理「四川大地震」這一建國以來最
為嚴重的公共危機事件的過程中得以發酵。政府、媒體和公眾「三方合
力」所進行的有效的危機傳播，使得這場原本可能「雪上加霜」的「危機」
演變成為重塑國家形象、扭轉中國在「國際意見市場」上不利地位的「轉
機」。這一進步的取得並非偶然，它是中國近年來政治、社會和媒體變
革的必然結果。
但是，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從總體上來看，中國政府部門的危

機管理和危機傳播還處於啟蒙和起步的階段。雖然從中央到地方基本
建立了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設立了政府新聞發言人，但「形式大於內
容」仍然是當前中國政府部門危機傳播存在的主要缺陷。這在一定程度
上也反映了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對相關議題的研究較為滯後，未能給決
策者和實踐者提供有力的理論指導和學術支援。有鑑於此，將危機傳
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範
式體系，是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後努力的一個方向。
與其他學科一樣，傳播學「本土化」努力的切入點是用本土的實踐

來檢視、完善和修正那些發展的較為完善和成熟的西方理論範式。本
研究將借助於庫姆斯所提出的「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SSCT），結合四
川大地震期間中國政府所進行的危機傳播的實踐，在危機傳播理論和
實踐範式的「本土化」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具體來說，本研究旨
在從以下三個問題入手：
1.  中國政府在四川大地震期間處於怎樣的「危機情境」？使用了哪些危
機傳播策略？

2.  這些危機傳播策略的使用，與危機種類以及危機情境的變化呈現怎
樣的關聯性？

3.  從媒體和公眾的角度來看，這些危機傳播策略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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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根據SSCT理論範式和概念框架，我們對以下一些文
本進行了細讀和內容分析：2008年5月13日至12月31日期間《人民日
報》有關「四川大地震」的報導；2008年5月至1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簡稱「國新辦」）召開的有關「四川大地震」的新聞發佈會文本、2008年

5月至2009年3月期間美國三家全國性報紙有關「四川大地震」的報導。
我們還與12位參與危機處理的政府新聞發言人進行了「焦點小組」訪
談，從中搜集了一些相關的資訊和觀點。本研究通過對上述文本和材
料的整理和分析，旨在對「四川大地震」期間中國政府部門危機傳播的
情境、修辭策略和傳播效果進行深入的考查和檢視。 

「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的發展脈絡和主要內容

傳統的危機傳播研究採用的是診斷式的、線性的「組織危機」模
式，這與早期傳播學的SMCR模式（即「傳者─資訊─通道─受者」的
模式）具有一定的傳承關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芬克的「危機前─危
機中─危機後」階段模式（Fink, 1986）和巴頓的危機處理「五環節」模
式——即「察覺─防止─遏制─恢復─反思」（Barton, 1993）。這類模
式的共同特點是：把「組織」作為危機處理的核心，按照危機發展的脈
絡為「組織」開出合適的「診斷書」。
在這類模式的基礎上，危機傳播研究逐漸發展出兩個不同的路

徑：一個是「管理取向」（港臺也稱「危機公關研究」）；另一個是「修辭
取向」（港臺也稱「語藝批評研究」）。「管理取向」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
「傳者」環節——即「組織」自身（尤其是其公關部門）的自主性、專業
性、決策能力和傳播 /溝通策略的有效性等問題。這一取向與傳播效果
研究一脈相承，大多採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格魯 

尼格和亨特（Grunig & Hunt, 1984）提出的「優化理論」（Excellent Theory）。
「修辭取向」則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資訊」環節。探討危機發生後組織
的「形象管理」和「辯護」策略，旨在說明「組織」運用各種話語和符號資
源來化解危機、挽回形象。這一取向與修辭學和說服學一脈相承，大
多採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伯諾伊特提出的「形象修
復」理論（Benoit,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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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庫姆斯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危機傳播的兩大傳統取向
進行了整合， 構建出一套「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Coombs, 2006, 

2007）。其主要突破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引入了「危機責任」（crisis responsibility）的概念，認為媒體和

公眾對「危機責任」歸屬的認定決定了組織（即危機傳播中的「傳者」）應
當採用這樣的反應策略，從而跳出了「管理取向」和「修辭取向」以傳者
為中心的窠臼，轉向了以「受者」為中心的情境式傳播模式，這與以3G

技術為主導的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是記者、人人皆為CCTV」的傳播生
態更為契合；
（2）引入了「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的概念，確保「組織」在危

機的不同階段所發出的「資訊」及其所採取的傳播 溝通策略能夠對「利
益攸關方」（例如，股東、消費者、合作夥伴等）產生影響；
（3）另一個突破是引入了「危機歷史」（crisis history）的概念，旨在

強調政府部門或企業在危機處理上的延續性。如果某次危機處理不得
當，那麼這一負面的「危機歷史」便會在新的危機到來時給政府部門或
企業帶來更大的挑戰。例如，近年來，每當一個新的公共危機在中國
出現時，無論是媒體和公眾都會把它與「非典」相提並論，這顯然是因
為「非典」初期負面的「危機歷史」效應發酵的結果。在此基礎上，SSCT

理論對「危機情境」重新定義為四個維度（見表一），並將其視為危機傳
播的根本出發點。

表一：危機情境的四個維度

危機種類
根據「內在—外在」、「蓄意—非蓄意」兩組關係可以交叉包括過失、意
外、恐怖主義和違法（或違規）行為四種危機。

證據的真實性
真實證據是危機事件的具體說明；假的證據可能是謠言或公眾臆測。
任何危機種類都可能出現真假證據。

危機傷害程度
包括死傷、財產損失與環境傷害等。一般來說，傷害程度愈大，社會
大眾對組織責任的歸因就愈高。

組織過往的表現
包括兩個變項，即危機史（是否發生過類似危機）和關係史（危機前組織
與利益攸關方的關係）

（本表基於Coombs, 2007的研究概括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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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來看，SSCT是將「危機公關」和「語藝批評」結合起來，首
先，他們在以往「危機公關」研究的基礎上，以「危機責任」（crisis 

responsibility）為出發點，把組織危機分為「受害型」、「（無意）事故型」
和「（有意）錯誤型」三類（見表二）。其次，他們在「語藝批評」研究的
基礎上，以「表明立場」（posture）為切入點，總結出了「否認型」、「淡
化型」、「重塑型」和「支援型」等四種類型的傳播策略（見表三）。最後，
他們把上述兩方面的成果進行整合，針對不同的危機類型和危機責任
程度，就如何進行有效的危機傳播提出了13項對策（Coombs, 2007）。

表二：SSCT中的危機類型

「受害型」（幾乎沒有危機責任）：自然災害、謠言、工作場所的暴力衝突。

「事故型」（較小的危機責任）：遭到指責或懷疑；由技術原因導致的事故或「問題產品」擴
散。

「錯誤型」（較大的危機責任）：由人為原因導致的事故或「問題產品」擴散；管理層的不當
處理

（本表基於Coombs, 2007的研究概括整理而成）

表三：SSCT中的危機傳播策略

【說明：以下傳播策略均以「表明立場」（posture）為出發點，供相應組織任命的新聞發言人
或危機傳播主管選用】

「否認型」傳播策略：
回擊指控：直接回擊或反駁有關本組織的指責和質疑，必要時可以聲稱將對提出指責和質
疑的個人或組織提出訴訟。
直接否認：直接否認危機的存在，最好能夠提供理由或證據。
指明「替罪羊」：本組織以外的其他個人或組織應承擔危機責任。

「淡化型」傳播策略：
尋找藉口：這一策略旨在淡化所在組織應當承擔的危機責任，應當強調危機發生完全是
「出乎意料」的，不是「有意而為之」的，是「無法掌控的」。
尋找合理性：這一策略旨在淡化危機可能引發的傷害、破壞和其他負面效應，應當強調危
機沒有造成嚴重的傷害或破壞。

「重塑型」傳播策略
進行補償：強調所有的受害者已經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相應的補償。
鄭重道歉：公開宣佈本組織承擔全部責任，請求公眾的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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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型」傳播策略
提醒：強調本組織曾經做過的相關「好事」以及獲得的正面評價。
迎合：稱讚和感謝所有的「利益攸關方」。
共鳴：強調本組織也是危機的受害者。

（本表基於Coombs, 2007的研究概括整理而成）

表四：SSCT中的危機處理對策

處理「受害型」危機，政府部門和企業等「組織」應當：
向所有的受害者（包括潛在的受害者）提供「指導性資訊」——即警告、防護措施等。
向所有的受害者（包括潛在的受害者）提供「調適型資訊」——即表達關切、慰問以及相應
的補救或改正措施。
採用「淡化型」傳播策略——尤其是在該組織有「危機歷史」或不良聲譽的情況下。
採用「否認型」傳播策略來回應謠言。
採用「共鳴」策略，強調本組織也是受害者。

處理「事故型」危機，政府部門和企業等「組織」應當：
採用「淡化型」傳播策略——如果該組織沒有「危機歷史」或不良聲譽。
採用「重塑型」傳播策略——如果該組織有「危機歷史」或不良聲譽。
採用「否認型」傳播策略來回應沒有根據的指責和質疑。
提供「調適型資訊」或進行整改——如果指責和質疑得到了「利益攸關方」的支持。

處理「錯誤型」危機，政府部門和企業等「組織」應當：
採用「重塑型」傳播策略。

無論是處理上述哪一種類型的危機，政府部門和企業等「組織」都應當注意：
「支援型」傳播策略只能作為一種補充，與其他傳播策略混合使用。
為確保傳播的一致性，不能將「否認型」與「淡化型」或「重塑型」傳播策略混合使用。
根據具體情況，可以混合使用「淡化型」或「重塑型」傳播策略。

（本表基於Coombs, 2007的研究概括整理而成）

基於SSCT對四川大地震的危機情境和 
危機傳播策略分析

作為自然災害類公共危機的一種，地震在突發性、威脅性以及決
策時間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危機特徵。不過對於像「四川大地震」這樣
涉及政治、經濟和社會方方面面的危機事件而言，僅僅「天災」的視角
去認識並不能夠為決策提供科學的參考。由此，本研究擬採用「危機情
境」概念來分析汶川地震的危機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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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一所示，SSCT理論界定了「危機情境」所包含的四個維度：危
機種類、證據真實性、危機傷害程度和組織過往表現，而這些維度恰
恰也是媒體和公眾在確定「組織」所承擔的「危機責任」時所使用的考量
指標。危機種類是嚴格按照庫姆斯的定義來歸納的（見表三），那些定
義特別強調了對於危機性質的判斷不是組織的自我認識，而是利益相
關者對於該事件的認識。而這些認識則是基於本研究所搜集的外國媒
體報導和線民「跟貼」中所反映的國內外「輿情」的彙集，大體上反映了
中國政府在應對四川大地震過程中所處的「危機情境」（見表五）：

表五：四川大地震的危機情境分析

危機名稱 危機種類
證據 

真實性
傷害程度

組織 

過往表現

地震爆發
過失（非蓄意，
外在造成）

真實 極大

危機史： 隱瞞災情（例
如，「非典」疫情）；
關係史：政府部門全力營
救

災情預報
不力

意外（非蓄意，
內部造成）

模糊 非常大（如果預
報及時，將可能
減少大量損失）

危機史：很少能夠準確預
測；
關係史：政府部門與公眾
缺乏溝通。

拒絕第一
時間外來
援助

違規行為（蓄
意，內部造成）

真實

比較大（如果儘
早接受外國援
助，將可能挽救
更多生命財產）

危機史： 排斥外來援助
（例如，「唐山大地震」；
關係史：政府部門與國外
相關機構缺乏溝通。

校舍非正
常倒塌

違法行為（蓄
意，內部造成）

模糊 非常大（大量孩
子因此喪命）

危機史： 建築品質差強
人意（例如，「豆腐渣工
程」）；
關係史：公眾不信任政府
部門的監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大地震」期間，新聞發佈會是政府危機傳
播的主要形式，也是影響國內外輿論走向的重要管道。本研究按照
SSCT的概念和理論框架對2008年5月至12月期間「國新辦」召開的相
關新聞發佈會進行了整理和歸納（見附表1）。從表中可以看出，危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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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危機應對策略和危機傳播策略（即「修辭策略」）之間存在着一定的
關聯性。這表明，中國政府在應對「四川大地震」的過程中，已經能夠
較為靈活地根據危機情境的變化採用不同的應對策略和修辭策略。政
府部門根據不同的危機情境所採用的傳播策略（見附表1）基本符合
SSCT理論的相關闡釋（見表四）。另一個突出的特徵是，政府新聞發言
人頻繁使用「淡化型」策略來回應各種危機情境，這顯然與SSCT理論不
符。從我們對新聞發言人的訪談中得知，這一現象的出現有兩個原
因：（1）中國政府部門仍然遵循自上而下的、單向度的層級傳播秩序，
發言人在無法得知高層決策過程的情況下只能用「淡化法」來搪塞；（2）
中國所特有的基於集體主義價值觀的「面子」文化的影響，這要求發言
人把維護政府的權威作為危機傳播的首要任務。由此，我們不難看
出，SSCT作為「西方範式」實際上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和文化預設──即
雙向對等的傳播秩序和個人主義價值觀。例如，西方政府發言人通常
能夠參與最高層的決策過程，同時也可以在傳播策略的選擇上展現個
性化的特徵。這一點在現階段的中國政治和文化生態中都是不能被容
忍的。

政府危機傳播有效性的檢視：以美國媒體為例

從當前中國的媒體生態來看，「線民」和「外媒」是檢視中國政府危
機傳播有效性的主要依據，這是基於這兩股勢力在現階段中國輿論話
語場中的巨大影響力。由於中國傳統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等）等仍
然實行國營公有的體制，在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報導中要服從中宣部
等主管部門的統一部署及其所制定的「口徑」，因此，傳統媒體實際上
成為政府危機傳播的一個重要部門，不足以從客觀和獨立的角度體現
政府危機傳播的有效性。而「線民」和「外媒」自身在中國傳媒生態體系
中所具有的相對獨立性，使得這兩股勢力在重大危機事件中具有強大
的「議程設置」的功能。雖然「線民」和「外媒」也面臨政府管制的問題，
但是它們所具有的「反制力」（countervailing force）能夠減低甚至於消解
政府管制所帶來的影響。目前對於網路民意的測量和分析還缺乏較為
有效的手段。有鑑於此，本研究僅選擇對美國媒體的相關報導文本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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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容分析，將其作為體現國際輿論走向和檢驗政府危機傳播有效性
的主要依據。
本研究搜集了2008年5月至2009年3月期間，《紐約時報》、《華盛

頓郵報》和《今日美國報》這三家全國性報紙有關「四川地震」的消息、
特寫和評論共計165篇。我們對這些新聞文本的內容進行了分類整理。
然後將報導比較多的三大主題分別進行了子題統計，將其所包含的框
架和傾向性進行了分析（見表六）。

表六：美國三大全國性報紙有關「四川大地震」新聞文本的內容分析

主題 數量（條） 子題 子數量（條）
對政府態度

正面 /負面 /中性 /未提及

地震災情 56

災區自救 26 4/2/5/15

災民不幸 15 2/0/7/6

校舍倒塌 15 0/10/1/4

政府行動 50

處理校舍倒塌 16 0/12/4/0

救援行動 15 7/2/6/0

處理對外關係 5 3/1/1/0

其他 14 6/4/4/0

國際社會反應 21
外國援助 12 2/1/3/6

其他 9 0/1/1/7

合計 127 24/33/32/38

根據上表的統計，在「四川大地震」期間，這三家美國全國性日報
對中國政府的正面和中性報導佔到了44%，在「政府行動」的報導框架
下這個比例達到了62%。如果我們考慮到美國媒體對中國政府一貫所
持的以批評和負面報導為主的立場，那麼，這些數位從一個側面印證
了中國政府的危機處理和危機傳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誠然，在「校舍
倒塌」等個別議題的處理上，負面報導佔據了上風，這與中國政府在處
理該議題時採用的不當策略有很大的關聯。這個問題我們在「討論和建
議」的部分再進一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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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初步發現、討論和建議

從本研究所進行的內容分析中，我們對中國政府在「四川大地震」
期間危機傳播的情境類型、修辭策略、傳播效果進行了分析和檢視，
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發現，列表如下：

危機議題 危機情境 危機傳播策略 國內外輿論 效果評價

地震爆發
過失（非蓄意，
外在造成）

「重塑型」（進行補償）
「支持型」（「迎合」以及
「共鳴」）

積極評價政府的
應對措施

化「危」為
「機」

對 於 地 震
預測不力

意外（非蓄意，
內部造成）

「淡化型」（尋找藉口） 沒有負面報導和
言論

良好

拒 絕 外 來
援助

違規行為（蓄
意，內部造成）

「淡化型」（尋找藉口）
「支持型」（感謝「利益相
關方」）

前期負面報導 
言論為主，後期
正面報導 言論
為主

良好

校 舍 非 正
常倒塌

違法行為（蓄
意，內部造成）

「否認型」（直接否認 指
明「替罪羊」）
「重塑型」（進行補償 行
為修正）
「支持型」（「共鳴」）
「淡化型」（尋找藉口）

負面報導 言論
為主

不佳

我們結合上述的發現，與12位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門的發言人進行
了「焦點小組」訪談，共同總結了此次地震危機處理中值得汲取的一些
經驗和教訓，並且據此對政府部門今後的危機傳播提出相應的建議，
歸納為以下六點：
1.  一般來說，對於組織本身沒有責任的危機事件，組織應該通過「否
認型」策略來撇清責任，但是這樣的策略對政府來說並不是最佳選
擇。在本次地震中，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等最高領導人並沒有
否認中央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相反，他們及時表達了對於受害者
的同情哀悼和救助，同時順應民意，對各股救援力量──包括來自
民間的NGO和國外的救援隊──表達感謝和稱讚，將自己擺到與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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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樣的「受苦」環境中，這種主動承擔責任的做法在政府的危機修
辭策略中屬於上策，容易贏得正面的評價和支持。

2.  對於負面指責，如果並不是故意而為之，而是無能為力的結果，那
麼尋找到合理的「藉口」為自己開脫可以起到比較好的效果。只要這
個「藉口」合理地解釋了自己為何無能為力的原因，同時得到持續一
致的說明，那麼利益攸關方便能夠接受這樣的解釋。比如在預測地
震方面，中國專業機構堅持認為當今世界並沒有預測地震的任何可
靠方法，這樣便將自己應該提出預警的責任完全拋開了。

3.  對於負面指責，如果是故意而為之，那麼尋找合理的「藉口」就更為
重要。「藉口」應該符合邏輯，成為人們可以接受的理由。比如對於
外來援助，災區災情的嚴重和未知狀態就是暫時拒絕的合理藉口。
然而，這樣的藉口只是權宜之策，所以政府在後期很快就改變了態
度，開始歡迎並且著手接受外來援助，這樣的策略也發揮了良好效
果。至少從境外媒體的報導看，就經歷了一個從負面向正面的明顯
轉變。

4.  作為危機事件，校舍倒塌及由此引發的後續問題是中國政府在此次
汶川地震期間除了災害本身以外遭到的最大危機。通過查看國新辦
新聞發佈會的文字記錄可見，這一話題出現的頻率非常高，而從境
外媒體報導來看，這一話題也日益演變成了境外媒體攻擊中國政府
的一個最有力武器。之所以產生這樣的不佳效果，本文認為，其中
的原因之一在於策略使用的不一致。在最開始幾次的回答中，發言
人否認了「校舍房屋更容易倒塌這一現象」，理由是周圍其他很多建
築也都倒塌了。這一回答等於是否認校舍房屋存在問題。但是在後
來的若干次回答中，發言人又表示，因為近期建設學校房子速度比
較快，所以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建築問題。這種從「否認型」到部分承
認的「淡化型」策略的轉變很快被媒體解讀成政府有意隱瞞。另一個
原因在於政府做出無法實現的承諾。從中國政府的回答看，一個關
鍵的承諾就是會對倒塌校舍房屋進行徹底檢查，但是在此後若干次
記者的提問中，發言人都沒有明確給出關於校舍非正常倒塌原因的
合理解釋，直到最後一次發佈會上發佈一個所謂「專家鑒定」的結
論，也有敷衍應付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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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危機修辭策略的使用必須注意彼此間的相容性。比如在校舍倒塌案
例中，「否定型」的策略就不適合和「淡化型」和「重塑型」策略同時
使用。因為前者否定了政府承擔校舍非正常倒塌的責任，而後兩者
的前提卻是政府負有責任，因此才需要做「淡化」和「重塑」的表態；
於是策略本身之間出現了相互掣肘的局面，很難讓受眾信服。

6.  危機修辭策略的使用必須伴隨着公關策略的同步進行，與公關策略
形成邏輯上的連貫性。比如在處理「對外援助」的過程中，政府第一
時間沒有接收外來援助，給出的理由在於「災區道路受阻，條件艱
苦」，同時政府承諾等到條件合適一定接受外來援助。果然，在隨
後的幾天內，中國政府便開始接受外來援助，這樣，「尋找藉口」的
修辭策略與「歡迎外來援助」的公關策略便很好的契合在一起，從而
產生了不錯的反響；而在校舍倒塌案例中，政府同時使用了「否定
型」的修辭策略和「補償學生家長」的公關策略，而沒有及時充分地
使用「倒塌調查報告」的公關策略。一方面對於受害學生家長要格外
給以補償和照顧，另一方面對他們徹底調查校舍倒塌原因的請求卻
遲遲不能做出有信服力的「獨立調查報告」，這樣便容易引起受眾無
端的猜測。

結語：危機傳播「西方範式」的本土化思考

本研究運用SSCT的概念和理論範式對中國的本土實踐進行了檢
視，為總結和梳理「四川大地震」期間政府危機管理和危機傳播的經驗
和教訓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將「情境」與「策略」相互對照，將「傳者」
（政府新聞發佈）與「受者」（媒體報導框架）相互對照，從而發掘出危機
傳播所遵循的規律和模式。另一方面，SSCT作為一種「西方範式」實際
上包含了西方政治、社會和文化的預設，在中國本土語境的運用中必
然會遭遇「文化震盪」。
從傳播理論的發展進程來看，任何一種研究取向的出現、演進和

整合都是與社會、文化和媒介生態的變化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新媒
體的普及、全球化的浪潮和草根民主的勃興都為危機傳播研究提出了
各種新的課題，拓展了新的研究空間。對於中國學者而言，無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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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成熟的「管理」和「修辭」取向上，還是在日漸成形的「批判」取向
上，由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轉型而引發的各種危機為我們提供了
發聲的機會和確立新視角的可能性。正如20世紀60年代的「泰諾」膠囊
遭下毒事件開啟了西方危機傳播研究的大幕一樣，「四川大地震」也會
為中國危機傳播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一個難得的契機。從「管理」的層面
上看，中國的各級「組織」──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企業、媒體、非
政府組織（NGO）──在危機傳播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是否能夠豐富和修
正現有西方理論對「危機情境」的認知和界定；從「修辭」的層面上看，
相關的「傳播者」──包括各類官員、管理者和新聞發言人──採取哪
些高效、低效、無效甚至於產生「反效果」的傳播策略；從「批判」的層
面上看，網路、手機、即時通訊工具等非主流的「草根媒介」如何與官
方話語、主流媒體進行互動和競爭：上述這些問題都是本研究未能進
行的，有待於中國傳播學界進行更為深入的反思和探討，從而為危機
傳播研究在理論和範式上的本土化探索開闢新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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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基於SSCT對「國新辦」關於四川大地震新聞發佈會的分析

發佈 

時間
及 

主題

發佈內容
（危機內容）

危
機
類
型

危機 

傳播策略
危機 

處理對策
發佈用語

2 0 0 8 -

05-13

汶川大地震
發生 

受
害
型

支持型（提
醒）

主要領導
人已趕赴
災區

震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胡錦
濤總書記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儘快
搶救傷患，確保災區人民群眾生命安
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赴四川地震災
區，現場指揮抗震救災工作。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13/200905/t308722.htm

當地親屬察
覺到地震現
象，國家為
奧運輿論有
瞞報現象

事
故
型

否認型（直
接否認）+

淡化型（尋
找藉口）

地震預測
是世界難
題

首先，這種推測是沒有道理的。大家都
知道地震預測是世界難題……

中小學校舍
倒塌，政府
大樓安然無
恙

事
故
型

否認型（直
接否認）+

淡化型（尋
找藉口）

政府人員
有傷亡，
媒體較為
關注學校
情況

北川縣民政局的樓倒塌了，民政部門的
工作人員也可能有傷亡，政府的房子也
不都是那麼堅固的。學生是要搶險的主
要物件，所以媒體會報導得多一些。

2 0 0 8 -

05-15

救援人員未
戴安全帽

事
故
型

支持型（迎
合）

會請相關
部門注意
此問題

你對參加救援的子弟兵安全的關心，我
會如實轉告總後勤部。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15/200905/t308731.htm

2 0 0 8 -

05-18

15名空降兵
中有 2位同
志在跳傘過
程中犧牲

受
害
型

否認型（直
接否認）

否定 純屬無中生有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18/200905/t308747.htm

2 0 0 8 -

05-19

未派直升機
救援

事
故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重塑型（補
償）

當地條件
和天氣情
況不允許

不知道這位先生到過現場沒有，那裡到
處都是高山峻嶺，必須具備一定的天氣
條件才能飛行。我們國家已經調用了
100多架直升機，只要天氣允許，在不
停地運送各種各樣的資源。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19/200905/t308752.htm

CSJ15.indb			119 2010/12/30			4:06:30	PM



12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15期（2011）

2 0 0 8 -

05-25

已有69座堤
壩潰壩

受
害
型

否認型（直
接否認）+

支援型（提
醒）

危 險 存
在，防範
有序

我剛才講有69座水庫面臨的是潰壩風
險。但是這些壩並沒有潰，同時還有
320座是高危風險的，雖然它的危險程
度沒有馬上就要潰壩風險那麼嚴重，但
是也比較危險。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25/200905/t308812.htm

2 0 0 8 -

05-29

家長對教學
樓品質很氣
憤

事
故
型

重塑型（補
償）

嚴 肅 查
處，加強
質檢

因為看到不少教學樓的倒塌，那麼多的
孩子被壓在下面，確實讓大家感覺到非
常痛心，自然就想到了教學樓品質的問
題。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各級政府都是
毫不含糊的，只要發現了確實是因為品
質問題造成損失的，都會嚴肅查處。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29/200905/t308835.htm

2 0 0 8 -

05-30

捐款遲遲不
到位

事
故
型

淡化型（尋
找合理性）

具體情況
具體分析

民政部按照4月28日發佈的《救災捐贈
管理辦法》做出明確規定，承諾捐贈的
應該如實、及時劃撥到受贈機構。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530/200905/t308840.htm

紅十字會向
災 區 送 去
1000多頂價
值1300多萬
元的高價帳
篷

事
故
型

否定型（回
擊指控）

公佈具體
數字

我們採購的帳篷是按照民政部門頒佈的
救災帳篷的標準實行的採購。

2 0 0 8 -

06-04

國際救援隊
在72小時之
後才被允許
救援

事
故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無論什麼
救援隊，
進入現場
都有困難

不要說外國的救援隊，就連中方的救援
人員都很難在第一時間趕到一些地方進
行救援。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604/200905/t3088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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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在
分發國際援
助時能力不
足，國際救
援機構卻不
被允許在地
面分發物品

事
故
型

否定型（回
擊 指 控 +

直接否定）
+ 支 援 型
（提醒）

未發現相
關情況，
物品檢疫
需要

加拿大的國際組織，他們是自己安排
的，他們並沒有通過紅十字會，自己到
了災區。管救災的官員都在這裡，特別
是外援的，你是政府運過來的，還是民
間組織運過來的，還沒有這樣嚴格的區
分。

2 0 0 8 -

06-05

學校建設過
程中標準更
低一些或者
建築品質更
差

事
故
型

否定型（回
擊指控）

不僅僅是
學校倒塌

在災區不僅僅是學校倒塌了，一些其他
的公共建築以及民房也發生了倒塌。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605/200905/t308865.htm

很多地質學
家已經警告
過在災區所
在地區是非
常易於發生
地震的，但
是似乎政府
並沒有意識
到 這 些 危
險，規劃失
誤

錯
誤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一直在重
視 此 問
題。

這次重災區的很多縣城、建制鎮，不是
最近一兩年發展起來的，對於這些地區
的抗震設防問題，我們一直將專家的建
議作為重要的參考，並給予高度重視。

2 0 0 8 -

06-11

中國軍隊裝
備不夠先進

事
故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失事飛機
有很多客
觀原因

直升機失事主要是在瞬間遭遇突然氣流
變化，以及當地地理環境惡劣造成的。
我們將認真總結這次抗震救災的經驗，
更加重視大型直升機、運輸機和抗震救
災專用裝備器材的建設，不斷改善部隊
裝備，切實增強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的
能力。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611/200905/t3088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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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 -

06-23

學校豆腐渣
工程致學生
死亡

事
故
型

重塑型（進
行補償）+

支持型（共
鳴）

表 示 悲
痛，做好
下一步工
作

我想我們的心情和他們一樣是十分悲
痛。對此，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對這個
問題提出了處理意見，一個方面是對遇
難學生的家長要進行心理撫慰，再一個
是要完善政策，對他們給予特殊的關懷
和幫助。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623/200905/t308924.htm

2 0 0 8 -

09-04

人為腐敗使
用劣質建築
材料致學生
死亡

事
故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重塑型（進
行補償）

正 在 考
察，吸取
教訓

上千座的學校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其
中包括至少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房
屋建設本身的條件問題，比如說它的結
構不一定完全合理，材料不一定很堅
固，這都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在最近
一段時間，建設學校房子的速度是比較
快的，這其中可能存在一些建築上的問
題。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wqfbh/2008/0904/200905/t308985.htm

2 0 0 8 -

11-21

甘肅在災後
重建出現群
眾不滿抗議
的行為

事
故
型

否認型（回
擊指控）+

淡化型（尋
找合理性）
+ 支 持 型
（提醒）

問題得到
反映並有
效解決

我們歡迎金融時報的記者能夠到我們災
區，特別是重災區看看，你可以看到現
在我們的災區是一片熱火朝天的建設局
面。當然在災後恢復重建這樣一個漫長
的過程中，我們的群眾和基層的幹部群
眾也可能會隨時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
會反映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各
級政府的幹部，他們有信心、有能力和
有激情幫助我們的群眾和老百姓解決好
各種問題。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fbh/200905/t3083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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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難學生家
長受到監視

錯
誤
型

否認型（直
接否認）

沒有聽說
相關情況

我歡迎你能夠到我們地震災區去看一
看，特別是到地震災區學校受損的地方
看一看，也可以瞭解一下我們遇難學生
家長的反映。我所知道的是，絕大多數
的遇難學生的家長已經在逐步走出自己
失去親人的這種悲痛心理的陰影。他們
正面對現實和麵對新的生活。我希望你
到災區去看一下，你剛才說的情況我還
沒具體聽說。

2 0 0 9 -

05-08

政府一直未
公佈死難學
生人數及負
責人處理報
告

錯
誤
型

淡化型（尋
找藉口）+

支持型（共
鳴+提醒）

情 況 複
雜，同樣
悲痛

地震的破壞力，產生的作用是怎麼影響
這個建築物的，我們有時候還不能夠給
它定量化，這是一方面，從技術上說非
常複雜。
孩子的傷亡是我們心中最痛的部分，我
們一定會從這次地震中吸取教訓。
我也向大家透露一個情況，就在今天下
午，國務院將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
國務院領導要親自部署全國中小學校舍
安全工程，要對全國存有安全隱患的校
舍進行全面的加固改造。
國新辦網：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

fbh/200905/t3196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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