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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借鉴自然灾害链的相关理论$首先研究了社会性突发事件链相关构成主体$并将

其划分为隐性链和显性链两个阶段$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反应机理&通过

构建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模型$提出了在事前预测+提高系统阈值+断链祛险+削弱负能量值等

宏观层面防范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阻断机制$以期为未来政府进一步应对社会性突发事件提供

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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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近年来!我国突发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影响了

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异于自然灾害中人类主

体的被动性!社会性突发事件中$人,既是承载风

险的客体!也是导致风险的因素" 因而!个体可以

主动改变和控制突发事件的状态!对社会性突发

事件的发展走势影响更为深远" 社会性突发事件

的发生并非偶然和孤立的!由源发性诱因事件起!

至最终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之前的一系列风险事

件在时间上继起!构成连锁反应!和最终的社会性

突发事件组成事件链条" 因此!作者借鉴防范自

然灾害链的研究理论!分析社会性突发事件链式

反应机理!提出社会性突发事件阻断机制!为决策

者选择与突发事件应急决策类型匹配的最佳处置

范式提供参考!提高应急决策预案的科学性%时效

性!增强应急指挥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

一%文献综述

突发事件的研究始于自然灾害的发生!由于

在自然性突发事件2自然灾害链3发生过程中!人

类可干预程度低!其扩散路径和机理相对容易量

化研究!故概率论%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系统动力

学%博弈论%知识元模型等定量方法和工具得到大

量应用" 如学者 S'>'-X)R-/82!"""3指出增加

决策团队成员知识的多样性!不仅可以提高解决

无预案类突发事件的能力!还可以促进知识在不

同团体成员之间的流动!使决策团队成员知识专

业性得到加强-!.

" *)@)Q/->q.2!""$3提出利用

事故发生之间的相互独立性!通过构建贝叶斯模

型量化高空作业坠落事故风险的大小-F.

" */;+.

m)V'=82!""I3指出在多重标准下的群体网络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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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过程2RODS3中引入 &??2决策支持系统3!不

仅可以提高决策透明度还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以及

决策者满意度-M.

" 裘江南2!"##3构建了通用的

突发事件预测模型!运用系统理论将突发事件视

为一个系统!抽象出了各类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

统一行为模式-K.

" 李红霞2!"##3运用熵理论和

耗散结构!以系统动力学的观点阐释了非常规突

发事件的发生机理与防范措施-%.

" 姜艳萍

2!"##3针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选择的问题!提出

了一种基于特征匹配的应急预案选择方法-I.

"

自 !""! 年 ?Og?危机以后!学界对突发事件的研

究逐渐扩展至社会性突发事件" 秦启文2!""%3

指出控制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负面心理反应!不

仅应该关注人们的负面心理反应本身!而且更应

关注这些心理现象背后的诸多社会问题-L.

" 刘

玉梅2!""M3从心理承受能力的角度指出在应激

状态下!可预测性%可控制性%社会支持%应付%人

格对心理承受能力起到主导作用-$.

" 岳丽霞

2!""%3认为灾害意识%灾害认知%灾害行为%社会

支持显著影响心理承受能力-#".

" 王灿发2!"#"3

研究了突发事件谣言传播模式的建构以及谣言传

播系统和过程!分析了谣言对突发事件发生的影

响-##.

" 袁维海2!"##3指出应急信息公开是政府

的职责!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准确发布%及时传播

和适时反馈的原则-#!.

" 毛寿龙2!""F3指出突发

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四点不足!容易导致突发

事件的爆发-#F.

" 符翩翩2!"##3从危机信息公开

角度研究了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碎片化的困境-#M.

"

综上!当前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学者多

集中于针对具体发生的突发事件!以心理承受能

力%谣言%信息公开等角度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而

对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机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相对较少" 本文借鉴自然灾害链的相关理论!研

究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阻断机制!以期为政府应对

社会性突发事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社会性突发事件链

"一$社会性突发事件链构成

社会性突发事件链以源发性诱因为起点!随

时间推进!一连串的事件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环环

相扣!自动进行" 由于时间的一维属性!将一系列

事件绘做节点!将2时间%事件3组合序列在时间

轴上进行标度后!便形成了以时间贯穿始终的社

会性突发事件链" 突发事件链有隐性链和显性链

之分!由此!事件链按照发展过程可分为隐性链阶

段和显性链阶段-#K.

" 通常!突发事件链条大多都

是以隐性链为开端!逐步发展到显性链阶段!如图

# 所示"

图 #C隐性链%显性链划分

源发性诱因指引起突发事件可追溯到的最早

发生的事件%事故%灾害等因素!它是链式反应的

初始环节" 隐性链从形成到发展至显性链阶段!

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量变积累" 当处在隐性链阶

段!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速度相对较为缓慢!事件节

点在隐性链上的分布也相对较为稀疏!时间间隔

较长" 因此!隐性链上一系列风险因素被激活后

所形成的风险事件2节点3之间的联系相对显性

链阶段事件节点之间的触发关系更难察觉-#K.

"

在此!隐性链用虚线条表示" 其中!起动隐性链反

应的事件叫做隐性源发性诱因!起动显性链反应

的事件叫做显性源发性诱因" 整条事件链以显性

源发性诱因为两种链的分界点" 当发展到显性链

阶段时!一般处在这一阶段上的风险因素被激活

后!此类风险事件节点爆发的速度加速上扬" 链

上两相邻事件发生时点的间隔也相对隐形链阶段

更短!因而事件节点分布相对密集!相互联系也更

为紧密" 在此!显性链条用实线条表示以区别于

隐性链"

"二$社会性突发事件链反应机理

突发事件孕育系统是指包含突发事件发生条

件的复杂系统!它包含了突发事件链式反应的各

个事件节点以及源发性诱因和启动性事件" 链上

各风险节点所释放的负能量积累未达到突发事件

孕育系统阈值时!此时突发事件不会发生" 但紧

接着当新发生的事件以其释放的负能量达到或超

过此时社会性突发事件孕育系统阈值的安全边际

时!即新事件爆发释放的负能量与之前累积的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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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之和恰好达到或超过突发事件孕育系统阈

值!突发事件爆发" 遭受突发事件破坏作用的客

体!承载着巨大的风险!本文将此称为$承险体,!

在社会性突发事件中!承险体多为社会公众!如图

! 所示"

注#

!

源发性诱因
"

启动性事件
#

社会性突发事件
$

承险体

图 !C社会性突发事件链反应机理

三%社会性突发事件链与自然灾害链的

相似性

自然灾害链理论研究中!学者史培军2#$$%3

提出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的概念!指出灾

害链是在孕灾环境下!致灾因子引发灾害后作用

于承灾体-#%.

" 文传甲2!"""3提出了起动灾环%被

动灾环的概念!认为起动灾环启动另一种或多种

灾害现象!表现为起动灾环的次生事件!称为被动

灾环" 被动灾环进而又引发自己这一节点的次生

事件!进而构成灾害链-#I.

"

在特定条件下!一起单纯的突发事件也可能诱

发演化出一系列新的次生%衍生突发事件!形成事

件链式效应-#L.

" 与自然灾害链相似!社会性突发

事件链上的前序事件节点表现为后序事件节点的

先兆" 这种先兆可能是因果关系%自然变异也可能

是演化过程中系统扰动效应的渐次影响关系-#K.

"

链式反应是$一系列自行连续发生的反应,!

这是一切链现象的共性或本质-#$.

" 社会性突发

事件链也不例外!链上各个风险事件节点2单元3

存在自行连续发生的相互作用" 社会性突发事件

链是客观存在的!包含一系列风险事件2节点3"

显然!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链式

渐发反应过程"

四%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模型构建

"一$模型假定

从系统角度看!社会性突发事件是由外部环

境产生具有负能量的输入变量!启动链式反应!反

应链上的其他风险因素依次被激活!表现为一系

列事件的接连发生!各事件释放的负能量逐渐积

累!逼近突发事件孕育系统阈值"

系统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的平衡稳定状态是由

于其内部具有自我调节2或自我恢复3能力" 然

而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当风险因素

释放的负能量积累达到一定限度!平衡被打破!表

现为突发事件的爆发!这个限度就是阈值"

"二$模型建立

随时间发展!事件所释放的负能量!随自身与

外界的不断交流而变化!阈值也随时间发展而变

化!在此!设阈值为1233!将 6

*

233表示为3时刻事

件*的负能量!则
'

7

"

6

*

23363表示事件 *在时长 ,

内负能量的累积值& K

*

C

"

*

#

'

7

6

"

6

*

23363表示前 *

个事件节点的负能量和即每发生一个事件!K

*

值

便不断增大!有多少个事件发生!相应的负能量就

有多少次放大过程!一系列事件按时间顺序渐进

发生&其中!负能量累积过程如图 F 所示!横轴表

示时间维度!纵轴表示负能量大小" 两坐标轴交

点X!表示外部环境产生具有破坏作用的输入变

量2源发性诱因爆发3时点" 垂直阶梯表示随时

间推移!突发事件发生前!链式反应过程中事件 *

发生并释放负能量!由此推动负能量值上升!其高

度表示对应事件所释放的负能量的大小" 单个水

平阶梯的长度表示事件链式反应过程中!前后紧

邻的两风险因素被激活起作用2事件节点3的时

间间隔" 负能量渐进地逼近突发事件孕育系统的

阈值!当K

*

C

"

*

#

'

7

6

"

6

*

23363YC1233 时!系统平

衡被打破!社会性突发事件爆发"

图 FC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模型

!$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五%社会性突发事件阻断机制研究

"一$进行事前预测

不同的突发事件间并非毫无关联!尤其社会

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由以往的突发事件触发发

生的" 同一类型的突发事件链上的风险事件节点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 因此!可以针对过去

突发事件的文献记载数据-!".

!对其中的数量指标

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探究数量指标对下一环节状

态的指向作用" 如网络评论量%微博%kk信息%

手机短信转发量达到多少时会引发谣言或是其他

的突发风险事件的发生"

通过研究社会性突发事件链上前后事件节点

之间的相关关系!对于预测事件发展趋势和状态

的变化与转移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种相关

关系在时间维度下表现为前序风险事件节点为后

序风险事件节点的先兆" 由此可以对风险事件节

点所引发的$次生事件, 2后序风险事件节点3的

状态空间进行预测!按照发生概率大小不同!对重

点事件重点管控"

"二$改变系统阈值#提高系统抗风险能力

通过渐进式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模型可知!

各风险因素释放的负能量之和呈阶梯状上升!达

到阈值时发生突发事件" 社会性突发事件不同!

决定其爆发的阈值因素也不同" 源发性诱因爆发

后!由事前预测可以得出事件链演变的各种可能

路径!每种路径对应不同的突发事件链" 决策者

应准确把握决定突发事件孕育系统阈值的关键因

素!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干预以提高阈值水平!增强

系统抗风险能力来有效避免突发事件爆发"

"三$断链祛险

由源发性诱因产生并引起的最终突发事件对

整个社会生态环境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 突发事

件爆发所释放的作用于承险体的负能量通过事件

链上的节点逐步传导并不断积累" 因此!针对链

式反应环环相扣%自动进行的特点!断链成为常用

的有效手段" 在推动突发事件产生且相衔接的紧

邻两事件节点之间断链!使后事件节点与前事件

节点首尾不能相接或直接阻止后续事件的发生!

则链式反应便不能继续进行!突发事件便不能渐

进的发生"

在隐性链阶段!隐性链形成和作用的时间相

对较长" 对于政府和公众来说!有相对充分的时

间进行事前控制!但需要准确甄别隐性链的形成

时点!这对政府和公众的决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在显性链阶段!显性源发性诱因爆发后!事件

演变路径按照概率大小可划分为多条链!发散的

多条链呈$喇叭形," 因此!有必要压缩$喇叭形,

路径的概率链!同时引导突发事件链发展态势!使

其按照既定的$期望,发展!以更好的掌控突发事

件的发展主趋势!为应对下一环节状态赢得处置

时间&对于决策者而言!原来的非程序化决策变为

程序化决策!进而可以有针对性的做好处置预案!

降低决策难度的同时也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

"四$削弱风险因素的负能量值

链式反应上各个风险因素释放的负能量大小

由垂直阶梯的长度来表示!长度越长!说明该因素

所释放的负能量越大" 在负能量积累逼近阈值的

过程中!消除链上风险节点爆发释放的负能量!使

其达不到阈值!突发事件便不会发生"

此外!削弱风险节点释放的负能量!则累积到

达阈值的时间便会延后!这样可以为处理社会性

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

六%结束语

本文借鉴自然灾害理论!运用社会性突发事

件链与自然灾害链的相似性!分析了社会性突发

事件的反应机理!从系统阈值的角度出发!构建了

社会性突发事件发生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

社会性突发事件的阻断机制" 通过分析得出#

2一3通过搜集已发生突发事件的相关数据!

对其中的数量指标进行相关性研究!并探究数量

指标对下一环节状态的指向作用!可以起到事前

预测的作用"

2二3准确识别决定突发事件发生与否的关

键因素!对其进行干预以提高阈值!可以增强系统

抵抗风险的能力"

2三3政府和公众应主动干预灭失社会性突

发事件发生过程中每一事件节点自身的次生事

件!可以有效终止事件链式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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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3削弱事件链式反应过程中每一事件节

点的负能量值!可以延缓和遏制突发事件的爆发"

本文主要研究了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机理!并

构建了理论模型!得出了相应的阻断机制!没有对

模型进行相应的验证!未来会结合具体的案例运

用数据分析法%实验心理学%经济学等方法对模型

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以期使结果更具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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