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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在f7T!*" 时代$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现代社会公共空间逐步形成$一些哪怕

不是重大事件的事件也会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发酵$酿成公共事件% 高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

组织$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和自身内部的各类矛盾的影响$这些影响将为学校带来显性

或隐性的危害$并引发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 这类事件的本身大多具有'公共危机(的内涵特

征$如何应对则又经常困扰着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应

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

关键词!高校)公共危机)行政应对)网络)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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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年 K 月 & 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 年上半年高校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

显示"涉及高校的舆情热点事件不断出现"其中一

些事件已给学校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

响"而相对于党政机关和企业"高校对网络舆论的

重视程度总体上还明显不足"应对网络舆情的能

力有待提高#

美国著名学者罗森塔尔认为"公共危机是对

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

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

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 尽管高校这类事件

只发生在局部"但事件的发展将不同程度地对社会

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

一%对f7T!*" 时代高校公共危机事件

发展演化的背景与表象分析

f7T!*" 时代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

原有的单一的话语体系"公众有机会由此介入一些

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进而还会影响事件的发展

方向#

%根叔&李培根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这位

H! 岁的校长在 !"#" 年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

的那篇命名为/记忆0的演讲中"因用网络热词而

被同学们的掌声打断了 G" 次# 一年间"%根叔&

式的毕业致词风靡开来# 但是"!"## 年这个毕业

季"华中科技大学%学位门&事件在网络中引发高

度关注# 据新华社 K 月 #G 日报道"网民爆料"华

中科大武昌分校'民办独立学院(官网上发布题

为/#$$# 毕业生喜获学位D授予率再创历史新

高0的通告"称%在 !"## 届本科毕业生中"#$$# 名

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Ga的毕业

生将前往国内外大学继续深造&# 而几乎同一时

间"在该校 !"##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 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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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未能穿上学位服# 此消息引爆该校学生不

满情绪"%华科学位门&成为网络论坛中的热门话

题# 学生的质疑)声讨"抱怨此起彼伏"甚至罕见

地直指校方高层#

公共管理的学者大多认为"是网络把高校突

发事件推上舆论浪尖#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 年上半年高校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

中的事件绝大多数是在网络空间首发的# ! 月 #&

日"网友在华声论坛发帖"#%$H 年出生的王圣淇"

!""$ 年开始工作"!"#" 年 K 月便被提拔为辽宁石

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该校的回应并

没有澄清问题"反而被媒体和网民继续%围观&#

!"## 年 M 月 #! 日"一段名为/南昌大学校领导超

萌RB0的视频上网后"受到网友追捧# M 月 G"

日"网名为%南方科大私房博客&的博主在网上发

表题为/致所有关心南科大发展的人们0的公开

信"被外界解读为南科大学生拒绝参加高考'微

博(的集体表态# 另一些事件虽不在网络空间首

发"但网络的舆论推手作用不可小看# H 月 #M

日"/新快报0发表/西安外院本科生涉嫌违规高

考阅卷调查0"引爆网络"引起了对高考的公平

性)严肃性等问题的社会大讨论#

高校突发事件的发展演化离不开网络发展这

一大背景#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EE[2(发布

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 年 #! 月 G# 日"中国

网民规模达 &*MK 亿人"而这个数字在一年前是

G*$& 亿人# 通过 ;;@ 与各类论坛)网络新闻)电

子邮件)F[2d)R@E)dd)博客等途径"在今天这个

网络时代"不论是哪一个局部地区)单位发生的事

件"都有可能马上形成网上舆论"甚至进而产生巨

大的舆论力量"任何部门)机构都无法忽视这种带

有突发性和自发性的舆论# 而网民职业中知识分

子和大学生的比例更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

网络舆论的影响也越来越深# 因而"高校的一些

突发事件更容易成为热点#

在这一大背景下"从表象分析"人们很容易得

出这样的结论"即信息不公开是造成事件在公共

空间中发酵而酿成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 比如"

!"## 年 M 月 $ 日晚"网友爆料"%江西中医学院有

个女生在实验楼被留学生强奸"他的男友当时也

在场"学校为息事宁人对其公费保研"现在全校在

封锁消息&"尽管这是一个谣言"但因为信息没有

及时公开"不到一天时间"经微博转帖就达近万

次# 次日晚"校方才与大江网沟通"并在其官网发

布/郑重声明0"称帖子%纯属造谣)捏造事实&"但

并未能消除公众的争论和怀疑"谣言反而滚雪球

般地发展# M 月 #G 日"网络上流传该校出现学生

打砸事件"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危机事件随时可能

爆发"校方处境被动# 直至 M 月 #K 日"/人民日

报0刊发/%老外强暴女生&属虚构0"用调查回应

质疑"用真相反击谣言"舆论风暴才得以平息"可

学校的形象已受到影响#

二%高校公共危机事件发展演化的核

心问题是如何提升行政应对能力

当今"高校已成为社会系统中最活跃的一个

%单元&"已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同时"高校管

理呈现出管理方式社会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学生

结构多元化的特点"也促使引发高校危机的因素

不断增多"而现代社会公共空间逐步形成"如果处

理不及时"应对不妥当"就很容易放大矛盾和冲

突"酿成危机事件#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改进思想认识#

!"## 年 ! 月 ## 日"科技部正式撤销西安交通大

学原教授李连生等 !""M 年获国家科学进步奖二

等奖的决定"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在此事件中"

西安交大在 !""K 年接到举报时"的确首先想到

%校方的脸面& %国家的脸面&"但终究经过调查

后"主动向科技部提出撤销申请# 舆论对于西安

交大%挥泪斩马谡&的举动给予了支持和肯定#

但更多的情况是"学校对于一些事件虽然及

时处置事件"但仍由于机制的不完善而出现问题#

针对记者有关%卖学历&的疑问"华中科技大学武

昌分校相关负责人曾表示"他不清楚内情"无法回

应"华中科技大学也没有对此质疑做出任何公开

回应# 西安音乐学院回应药家鑫案"人民网舆情

分析师何新田则认为"在这一长达半年的过程中"

校方总共有 M 次典型的应对"既有成功之处"也有

败笔# 第一次应对是开除药家鑫学籍"学校的做

法是审慎而及时的-第二次应对是学生旁听一审"

引发了各方媒体的批评-第三次应对是药家鑫师

妹非本校学生"成为公众大加批判的靶子-第四次

应对是高晓松的话不负责任"在一边倒的批判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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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下苍白无力-第五次应对是坚决拥护法院判决"

多少挽回了舆论形象#

互联网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已成为公众不

可或缺的资讯交往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以数字

技术和网络为核心的新媒体成为现代社会公共空

间形成)公众力量集结)监督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

渠道# 在 f7T#*" 时代"公众仅仅是被动地接受

媒体传播的信息"信息源只掌握在传播者手中#

在f7T!*" 时代"公众有机会介入事件的发展过

程中"他们在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仅是信

息的展现"而且是观点的展现# 事件在发展"对高

校管理者而言"抱怨网络是突发事件的舆情推手"

不仅无益"而且会误了积极应对的最佳时机"显

然"提高思想认识)提升应对能力更为重要#

三%f7T!*" 时代#高校提升应对能力

需在行政指导与沟通机制上下工夫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的产生"离不开当前社会

发展的矛盾突发期这一大环境"离不开高校发展

带来的自身小环境#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展"

是与信息公布不及时)公众接收信息不对称密切相

关的# 但看到这些问题"作为高校管理者"不能只

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变公共

危机事件中行政管理的指导)沟通机制缺位问题#

"一$建立行政指导机制

高校是最受全社会关注的系统之一"行政指

导在高校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高校学生主体正在 $" 后向 %" 后过渡"而这

一群体主要是独生子女"涉世不深"性格比较脆

弱"同时"很容易受到高校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

响-另一方面"由于通讯和互联网的普及"从实质

上已经穿越了高校校门"很多高校外的社会问题"

包括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事件"也可能延伸到高校#

药家鑫这一案件"实际上也在提醒每一所高校"学

校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还要学会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还要

常抓不懈#

建立行政指导机制"主要是指应及时发布信

息"提供指导意见"培养公民危机意识# 在高校内

部"往往成为广受关注的敏感问题的突发事件"主

要有招生与就业类事件)食品公共卫生事件)学校

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事件"以及师德师风类事件#

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尽管事件性质各异"诱因各

不相同"但结果都会给高校现有的学习)工作)生活

秩序造成冲击"都会给高校的名誉造成不利的影

响# 事件来临前"人们心理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同寻

常的"发布信息"提供指导意见"有利于帮助师生群

体以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态度面对危机事件"减少

因焦虑以及恐慌等各种不良情绪而引起不安定因

素"这就是培养师生群体危机意识的重要环节#

特别是在新情况)新事件可能出现的时候"通

过行政指导"培养师生群体危机意识"有助于学生

群体对事件作出评判"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选择#

南方科大 &M 名学生是否参加高考事件"如果缺乏

朱清时在此之前的一系列信息发布"学生将很难

进行选择"危机事件即有可能发生# !"## 年 M 月

G" 日校长朱清时回应学生公开信时说的是%我不

表态# 参不参加高考"由学生和家长自己决定#

我们负责改革"但学生的前途要由他们自己决

定#&朱清时让学生们自己选择"这是当时很合适

的表态# 但实际上"他在 M 月 !$ 日联系安徽等外

地媒体就表示"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

科大改革核心# 再加上之前朱清时不断地发布关

于南方科大的改革信息"学生已有了自己的判断#

就此事而言"朱清时在舆情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

把握信息公开及回应的节奏"客观上也提供了指

导意见"培养了学生面对要不要参加高考以及可

能产生的危机意识"最后"他的学生选择了与他坚

守同一个信仰# 应当说"对于学校而言"这样的行

政指导效果是比较好的#

"二$建立行政沟通机制

公共事件的危机传播理论研究很重视政府)

媒体)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政府是危机传

播主体"掌握着危机信息的传播决策权"应解决如

何及时向社会提供客观信息的问题# 其二"媒体

介入是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

政府与公众沟通的重要平台"应确保公正客观"解

决好%两难选择&与%自由表达&的关系# 其三"在

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公众知情权得到

满足"不听信和传播谣言"不仅有利于化解危机"而

且能够在公共危机中起到能动的救助者角色#

政府)媒体)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危机传播

中至关重要"如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是化解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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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关键所在# 这同样适用于高校"只不过"政

府)媒体)公民三者可切换成高校行政管理者)媒

体和教师学生群体# 而良好的互动关系主角则为

高校行政管理者#

与媒体互动"高校行政管理者要切实认识到

%黄金 & 小时&的规律"一旦事件发生"即要启动

与媒体沟通的机制# 赢得时间就赢得了话语权"

就赢得了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传统观点认为"官

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 !& 小时&之说"即在事

发 !& 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

的关键# 但随着新兴媒体崛起"渗透并深刻参与

到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现在"把握好%黄金时

间&是成功处置突发事件的第一道关口# 因为"

网络媒体快速的传播速度会导致信息鱼龙混杂"

泥沙俱下# 每一个网络信息的接受者又可能成为

信息的发布者# 数小时内"新媒体可能将突发事件

传播)发酵"形成有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信息发布

的及时与否决定了事件不同的走向# 江西中医学

院破除%留学生强奸女学生&谣言"显得很被动"反

映了传统的%黄金 !&小时&法则已渐显无力#

与教师学生群体互动"高校行政管理者要切

实认识到解决事件危机"仅仅靠原有的信息单向

输出是不够的"面对面的沟通显得更为必要# 华

中科大 %学位门&事件曾让校方非常被动# 但

!"## 年 K 月 ! 日晚 % 时"校长李培根与近 &"" 名

学生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见面会"尽管躁动的声

响一直持续到见面会结束"尽管很多问题并不能

解决"但是通过坦诚的解释"效果也还是好的# 据

媒体报道"见面会进行到当晚 #" 点 G" 分左右"现

场的学生开始陆续离开"%不要难为*根叔+了"这

也不是他能解决的&# ;;@)微博上的直播也随即

结束"显然"学生的情绪并未得以完全释放"只是"

此时该校学生的更多讨论变成了对见面会本身的

赞赏"%交流与对话让我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

望#&从这一个案例来看"在这个事件危机中"一

些学生的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能动的救助

者的角色作用#

从机制上看"除了与媒体)与教师群体形成沟

通互动外"高校还应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应

发挥校园新媒体的独特作用"从而真正地形成危

机预警和救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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