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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出发将社会性突发事件划分为四类：１．超空间、短时间，
２．超空间、超时间，３．超时间、近空间，４．近空间、短时间。以影响群体行为决策的物质环境、社
会环境和主流信息三个因素为基础，探讨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爆发时产生时间间隔和空间跨度

的实质。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时空特征提出防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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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关研究综述
本文所研究的社会性突发事件是指在社会生

活中由自然物理因素、人为因素或两者耦合作用

引发的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造

成重大伤亡损失而又区别于自然灾害类的突发事

件。基于此范畴，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及研究角

度，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式。国外学者

罗森塔尔按爆发速度的不同划分为龙卷风型、腹

泻型、长投影型、文火型等四类事件［１］。斯塔林

斯按照危机中的主体态度，将其划分为一致性和

冲突性事件两类［１］。国内学者王宏伟（２００９）将
社会性突发事件划分为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

安全事件［２］；秦启文（２００８）按事件发生领域将其
大致划分为政治性突发事件、经济性突发事件、公

共生活领域、生产领域、运输行业等突发事件［３］；

姜卉、黄钧（２０１０）从不确定性以及罕见性对突发

事件进行分类，并对应急处置范式做了差异性比

较［４］；马庆国、王小毅（２００９）从发生概率大小、日
常管理措施完善与否、应对知识多少、次生灾害轻

重角度划分为常规突发事件与非常规突发事件，

并描述了影响当事人行为的因素［５］；朱力、韩勇、

乔晓征等（２００９）则按照公共卫生性事件、经济性
事件、政治性事件、治安性事件、文体性事件进行

分类研究［６］。王炎龙（２０１０）重点研究了信息如
何触发次生事件，提出了信息类次生灾害概

念［７］。此外，杨静、陈建明、赵红等以时间顺序作

为基础变量，针对突发事件事前和事中的状态变

化进行动态分类［８］。

在研究影响突发事件发生因素时，学者赵来

军、程晶晶（２０１０）将影响个体决策行为的因素划
归为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个体属性［９］；马庆国、

王小毅（２００９）认为当事人行为受物质环境、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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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主导传播信息影响［５］；佘廉、沈照磊（２０１１）
指出公众的自身风险意识与权威信息对公众群体

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要求政府及时调整危机管

理的理念和机制［１０］。

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分类恰当与否，直接影响

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和效果。上述突发事件的静

态划分方法对于早期突发事件的分类处置、设定

预案具有显著作用，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发展却

是动态演进的。因此，笔者按照突发事件爆发时

所体现的时空特性进行动态分类，为决策主体选

择与之匹配的处置范式提供某些参考方法。

二、时空维度下的社会性突发事件

分类

（一）社会性突发事件分类

第１类———超空间、短时间突发事件：本突发
事件与导致其发生的源发性诱因事件空间距离较

远，但其发生紧跟源发性诱因之后。如２０１１年３
月份的中国居民抢食盐事件，事发地———中国与

日本隔海相望，空间距离遥远，但其发生时间与日

本海啸时间十分接近。

第２类———超空间、超时间突发事件：本突发
事件与导致其发生的源发性诱因事件有一定的空

间距离，且该事件的发生时点与诱因事件发生时

点间隔相对１类事件较长，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
性。２０１０年２月发生在山西的“等地震”事件，孕
育期始于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２日海
地太子港７．０级强地震刺激了国人的畏惧心理，
同时有关地壳运动进入活跃期、地震进入多发期、

山西地表多处塌陷的报道不断增多。随后河津地

震、太原应急演练、谣言的爆发超过了群众可承受

的心理阈值，恐慌压力致使群众行为异常，最终导

致“等地震”事件的爆发。

第３类———超时间、近空间突发事件：本突发
事件的发生与源发性诱因事件有一定的时间间

隔，具有时间滞后性，但未引起异地发生突发事

件，仅在同一地理空间发生。如２０１１年初江苏响
水县万人逃亡事件。从２００７年园区内的江苏联
化科技有限公司爆炸和２０１０年江苏大和氯碱化
工公司氯气泄漏，后又传出谣言，到最后导致万人

逃亡，经历了较长的时间积累，但没有迁移至江苏

响水县以外的地理范围。

第４类———近空间、短时间突发事件：此类事
件在日常公共生活中较为常见，受诱因刺激作用

后，便在源发性诱因事件发生地爆发，时间间隔

短，没有引起异地突发事件。２０１１年６月份广东
潮州农民工讨薪被砍，最后升级为群体性事件就

是典型的此类突发事件。被砍农民工同籍老乡短

时间内在古巷镇政府、派出所、潮州市政府聚集，

投掷石块，砸毁、焚毁车辆。

（二）时间和空间维度描述

通过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事件，在时间和空

间二元维度下，以时间为横坐标轴，空间为纵坐标

轴，将时间、空间组合划分为四个象限，与以上事件

一一对应。１．空间距离较远，时间间隔较近；２．空
间距离较远，时间间隔较长；３．空间距离较近，时间
间隔较长；４．空间距离较近，时间间隔较短。

图１　时空维度下社会性突发事件划分

如上图１所示，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一定
的时间和空间下进行的，时间和空间的唯一属性

是认识事件的重要依据。从时间维度考察，１、４
两类突发事件与源发性诱因发生时间较为接近，

在受到显性源发性诱因作用后，迅速爆发。而２、
３两类突发事件与源发性诱因时间间隔较长，在
其爆发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酝酿产生，具有一定

的时间滞后性。从空间维度来考察，１和２类突
发事件与源发性诱因事发地相距较远，表现为异

地爆发。而３和４类事件则在源发性诱因事件发
生地爆发，表现为同地发生。

三、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过程分析与

数理描述

以上社会性突发事件表现为大多数人产生具

有危害性的异常行为，其实质是物质或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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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恶化以及主流信息的负面性超出群众心理安

全区域，威胁受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及其切身利

益或产生强烈的情感、认知趋同，促使群体行为异

常、偏离日常行为规范所导致。

从认知科学信息加工角度看，群体接收到外

界情景状态异常这一广义信息到群体出现行为异

常，是一个“ＩＰＯ”决策过程［１１］。群体的行为决

策是在危机情景下，对物质或社会环境以及主流

信息快速辨识后做出的，任何一个当事人的应对

行为都受上述三者危急程度的深刻影响。在此，

将三者合称为广义信息。在任意 ｔ时刻，群体在
应对过程中所面对危机情景的态势都可以由物质

环境、社会环境和主流信息三个维度进行描述，分

别用ｘｔ１、ｘｔ２、ｘｔ３表示，三者的运动状态集合记为向
量Ｘ（ｔ）＝［ｘｔ１　ｘｔ２　ｘｔ３］

Ｔ。从时间序列角度看，

情景ｔ时刻的状态是由ｔ－１时刻的状态演化而来
的，可以用 Ｘ（ｔ）＝ｆ（ｘ，ｕ，ｔ－１）表示，ｕ为扰动变
量［１２］。群体行为出现异常是群体面对不同时点

的危机情景态势做出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所致。群

体针对不同时点的不同情景态势做出不同的应对

决策，各个时点的决策集合构成序贯决策。群体

在一定的时间截面内对严重恶化的外界状态

Ｘ（ｔ）做出响应，响应过程用Ｙ（ｔ）＝ｇ（Ｘ（ｔ），Ｕ，Ｔ）
来表示［１２］。由于社会性突发事件表现为某一既

定时刻下，一定数量的群众所表现出的异常行为，

所以涉众人数（Ｎ）、群体行为（Ｂ）、时间（Ｔ）是构
成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三要素，群体对危机情景的

应对结果可用涉众人数（Ｎ）、群体行为（Ｂ）、时间
（Ｔ）来描述，在此将群体应对结果记为向量Ｙ（ｔ）＝
［Ｎ　Ｂ　Ｔ］Ｔ。

图 ２　“等危线”示意图

如左图２所示，横轴表示人数变化维度，纵轴
表示行为异常的危害性；三束曲线为“等危线”即

同一曲线表示相同大小的危机值，越偏离原点往

右上方移动，“等危线”所代表的危害性水平越高。

涉众人数越多，行为危害性越大，情景越危险。因

此，在ｔ时刻令＝ＮＢ，以此来简单描述危险程度。
当涉众人数足够多，超过阈值水平时爆发社会性突

发事件，否则由于人数少不具普遍性或行为危害程

度轻等原因都不形成社会性突发事件。

四、社会性突发事件时空维度分析

（一）突发事件时间跨度分析

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也是群体行为异

常的过程，此过程中群体行为异常程度受广义信

息的影响，其影响主要通过压力情景起作用。假

定群体受到来自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主流信息产

生的情景压力分别为Ｐ１、Ｐ２、Ｐ３，权重分别为α、β、
γ，三者之和为１，则受到的压力为Ｐ＝αＰ１＋βＰ２＋
γＰ３。Ｓ代表群体日常行为状态，Ｔ表示源发性诱
因事件发生至触发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时长。物理

学中，当力Ｆ作用于静止的物体时有ＦＴ＝Ｍ
Ｖ，冲量转化为动量，物体由静止状态获得速度。
同样，危机情景产生的压力作用于人的日常行为

状态时有ＰＴ＝ＳＶ，情景压力冲量转化为群体
行为动量，群体日常行为状态产生异常趋势。其

中Ｐ越大，当事人行为状态改变的趋势（速度 Ｖ）
就越大；一定时间Ｔ内，涉事群体行为积累的偏离
日常行为状态的异常程度（ＶＴ）就越大，爆发突
发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图３　社会性突发事件生命周期

第２和第３类事件由源发性诱因事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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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情景对当事人压力较小且时间压力不大（留给

群体的反应时间长），短时间内产生的行为偏差较

小，当事人渐变的异常行为的危害性不足以引起当

局注意，未能转化为突发事件。此类突发事件爆发

时需要历经一系列的中间状态进行量变积累酝酿。

第２和第３类事件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突
发事件的临界状态，孕育期较长，在此可以将两者

归为渐进式突发事件。其生命周期曲线形如正弦

曲线，缓慢积累后才到达危害峰值，如图３所示。
第１类事件中源发性诱因事件在初始时刻的

巨大压力使得当事人行为发生异常的趋势更快而

孕育期短，初期便表现出巨大破坏作用，而后危害

性迅速下降形如“瀑布”型。第４类事件由于个
体行为突变的阈值较低，从发生到结束都是在短

时间完成的，事件爆发的孕育期很短，事件迅速达

到高潮，造成严重的人身伤亡及财产损失后迅速

回落，不会给社会带来长久的影响，呈 “尖顶”形，

两类事件又可归属为突变式突发事件。

（二）突发事件空间跨度分析

１、２类突发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随机的，源
发性诱因事件事发地与异地社会性突发事件之间

通过特定媒介相联系，使群体感受压力，体验到危

机情景，进而引发突发事件。特定媒介中，如

２００２年ＳＡＲＳ传染病通过病毒携带者的地域流动
完成扩散；２００５年哈尔滨饮用水抢购事件源起吉
林石化公司爆炸，爆炸废弃物排入松花江。此两

起事件的扩散媒介是具体可见的物质环境变化、

社会环境的恐慌引发的突发事件，扩散传播媒介

容易为大众所理解。

另外一类媒介表现为广义信息对当事人的间

接影响。虽然当事人没有亲身经历物质环境、社

会环境变化，但当事人能将事发地的物质环境、社

会环境运用一定规则的逻辑推理与自己联系起

来，同样可以导致行为发生异常，产生危机。当今

世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全球信息交流速

度越来越快，视频、图片、音频等在线交流方式很

好的承载了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延伸传播，令

灾难情景保鲜保真，当事人通过接收抽象化的物

质环境、社会环境便可以体验事发地情景，感受自

身生命健康、财产所受到的严重威胁，进而导致个

体行为异常。借鉴奥尔伯特的谣言传播公式：ｒ
（谣言）＝ｉ（重要性）ａ（模糊性）［１３］，用 Ａ（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表示群体行为异常度，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表示异
地传播而来的广义信息与自身处境的相关程度，

Ｕ（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表示情景态势的不确定性，ＣＲ
（ｃｒｏｗ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表示群体理性。行为异常程度
可以大致由Ａ＝ＲＵ／ＣＲ进行简单估算；社会群
体所体验到的这种抽象化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

与自身联系越紧密、情景态势不确定性越高，群体

理性值越低，越容易发生突发事件。

五、不同类型突发事件应对策略分析

第１类事件受异地诱因事件的影响迅速爆
发，时间压力大，此类事件短时间内便达到临界状

态，预测事件的发展态势比较困难，常规的基于

“情景—预案—决策—应对”的处置方案匹配性

不佳，处置效果将大打折扣。在这一时点防范时

应注意诱因事件爆发受所产生的广义信息作用于

受众逻辑思维的过程和方式，政府须采取干预措

施纠正或弱化群众错误的逻辑推理所得到的灾难

情景。［１４］群众所接收到的广义信息中不免夹杂着

部分夸张或不真实的部分，失真的部分会过度强

化异地事件与自身处境的关联，进而错误的诱导

公众出现严重异常行为，进而扰乱正常的社会公

共秩序。政府及相关部门务必做好信息监控，剔

除夸张性、谣言等失真信息降低情景的不确定性，

并及时发布专家的权威信息，使群众正确理解危

机情景来龙去脉，并消除恐慌以提升群体理性。

若在抢食盐事件中，主流媒体及时公布专家的权

威信息，使群众理解核泄漏与日常食用盐来源之

间的关系，便可以削弱异地情景与自身的关联，同

时群体理性也由于获得权威信息而增强，事件发

生的概率则会大大降低。

第２类事件孕育期长，不可确定性降低的同
时可预测性明显提高；在此期间，决策主体可以利

用各种手段工具对本地区源发性诱因发生后的物

质环境、社会环境、主流信息进行舆情监测，建立

预警机制。同时政府需要准确甄别出将事发地的

灾难情景传播给本地群众的联系媒介；通过案例库

以及人工智能方法对群众中流传的信息模拟运算

群众可能臆想出的危机情景，以情景为基础对群体

微观行为进行预判；针对预判得出的群体可能行为

状态集合进行干预，则处置效率和效果将显著提

高。此类事件在酝酿过程中会历经多个危机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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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速度慢，如政府主体针对每一中间情景中群体

的行为都做好预判，譬如在山西居民“等地震”事

件中，政府及官方媒体及时发布演练通告、地震局

专家的观测结论或破除谣言，弱化每一步的危机情

景都可以延缓甚至遏制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３类突发事件在诱因地发生，未引起异地
事件，防范难度降低，便于决策主体提取事发地的

传播信息，对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舆情监测更

加准确，应用 “行为预判—干预”的防范策略也较

为适宜。一般较长的孕育期中会发生一起以上的

前兆诱因事件，当地政府在源发性诱因事件发生

后须对其后发生的每一事件保持警惕，防止群体

行为异常渐变。

第４类突发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频次高，
不确定性低，决策主体面临的压力小，决策难度

小，情景预测的准确度更高。对此类常规事件，各

级政府一般都有预案可循，可以采取“情景—预

案—决策—应对”的处置范式。

六、结束语

本文以时空维度为切入点，将社会性突发事

件划分成四类。根据四类事件的时空特性，得出

相应的防范策略：第１类事件难于预测，应重点防
范并弱化异地受灾信息对本地公众的冲击，及时

剔除失真、夸张的信息。第２类事件孕育期长，便
于舆情监测，相关专家应及时预判群体行为，同时

发布科学权威信息，增强群体理性，稳定公众情

绪。第３类事件要求相关政府高度警惕源发性诱
因事件发生后当地群众的异常反应，防止行为渐

变。第４类事件可采取常规的“情景—预案—决
策—应对”处置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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