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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社会急剧转型势必引发各类不可预知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管理日渐受到各 
方的重视。相应地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加之网络的迅猛发展和沟通工具的频繁更新，使 

得高校危机管理仍相对滞后，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文章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分析高校危机管 

理的困境，并提出几点建议，以期为网络时代的高校危机管理研究和实践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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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网络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社会生 件，是由学生社团“H大易网 ”自主研发一个基于云存 

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网络媒体所具有的“平权化”等特 储模式的网络资源共享平台，学生通过注册账号，共享 
点，使得公民以及大学生群体在话语权的争夺上都表现 一定数量的硬盘资源，也可以下载其他注册用户上传 

出主动性和积极性。高校作为网络普及和使用率都相 的共享资源，且还具备即时聊天功能，是集娱乐、学习、 
对较高的信息化社区，其影响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 信息发布、市场买卖等功能于一体的局域性互动共享 

高校的各个领域，对高校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造成不同 平台，具备学生自主性强、行政干预程度低 、信息量大 
程度的冲击。相应地，职能部门日渐对现实生活中发生 等特点。此外还有各种社交网络，如人人网、豆瓣、新 
的公共危机事件给予高度重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作 浪微博等等。社交网络中的高校学生不仅以个体的形 
为现代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的危机管理。有鉴于 式展现个性，同时也代表着学校对外公关形象，对学校 
此，本文在实际调查南方某高校网络媒体资源现状基础 危机管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上海交通大学舆 

上，分析网络信息化发展对高校危机管理的挑战，进而探 情研究室、舆情网2011年 1月 27 Et联合发布的~(201o 
讨网络时代的高校危机管理的策略，为构建合理的高校 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显示，微薄已成为危机舆情事 
危机管理机制提供有效性建议。 件曝光的主渠道之一，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一

、 目前高校网络媒体资源现状 

高校网络资源和媒体的重要载体主要包括：校园 
官方网站、学生 BBS论坛、QQ和 QQ群、基于云存储模 

式的局域网络资源共享平台、社交网络以及新起受到 
广泛欢迎的微薄等等。笔者调查的南方某高校(以下 
简称 H大学)现有的网络资源也不外乎上述几种，按照 

管理主体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三种，并对其功能和特 
点做简要说明： 

(一)官方性质网络资源媒体 
官方性质网络媒体资源的管理主体由校方行政部 

门直接管理经营。如 H大学的官方网站，是学校对内 

对外发布信息的最直接平台，囊括了 H大学主要职能 
部门的信息发布、公关活动以及 OA办公系统，是校方 
主导的校园信息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和载体。此性质网 
络媒体仍然延续 web1．0时代的性质特征，存在单项沟 
通的特点，缺乏互动。另外部门或者行政人员建立的 
QQ群，主要用于不同部门或者部门内部文件的传阅、 

通知的传达等等行政事务。群之间的相互沟通较为频 
繁热络，但基于上述工作性质、要求等原因，沟通局限 

于行政部门之问、行政部门内部，未对学生群体开放， 
因此具备传播直线性、受众单一性、沟通局限性的特 
点。此外，校方虽开设了官方微博，但从现状看关注度 

低，利用率不高，未得到很好的重视。 

(二)学生自主的网络资源媒体 
如 H大学的此类网络媒体“易网贝贝”客户端软 

(三)半官方性质的网络资源媒体 

此类媒体主要是 BBS(如 H大学的“桑梓年华”)． 
其并非是完全独立的网络媒介，系由学生社团自主开 
发经营和管理，同时接受学校督导的网络载体。目前， 
桑梓年华有注册会员 67061个，帖子 3013357，主题 

244611，是该校大学生最主要的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 

能直接和迅速地反应在校学生的言论倾向、存在问题、 
基本诉求等等，因此也是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老师 
了解学生动态最可靠的信息源，加之注册会员也有老 

师，使得 BBS成为老师与学生互动较为频繁的网络社 
区。其表现出来的特点是用户众多(几乎包括全体在 
校学生、部分老师和毕业学生)、在学生中信任度高、以 

及用户双重身份 的特点。 

从上可知 ，现有高校网络资源媒体形式多样 、信 
息繁杂、非常活跃，但不同管理主体间的网络媒体仍 
然缺乏沟通，或者沟通相对滞后。信息沟通的滞后 、 
不对称就增加 了突发 事件 引发危 机 的可能性 ，进而 

给高校危机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下文将主要从组织 

模式和信息传播模的角度论述网络时代给高校危机 
管理带来的挑战。 

二、高校危机管理在网络时代面临的挑战 

网络信息化降低了沟通成本，使得信息传播更加 
的便捷、迅速，极大方便了高校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 

于此同时，也使得高校危机管理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 

传统高校组织形式为金字塔型，信息 自上而下或者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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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传播都需要一定时间 ，再此过程 中信息发布 

和传播得到一定程度的过滤和控制。而网络使得组织 
形式更趋向于扁平化，且基于网络社区或社群建立起 

来的组织都带有 自组织的性质 ，多为暂时性结合的组 

织，例如 ：通过微薄发布的同城活动或者在登山协会 的 

QQ群发布的登山活动，依某次活动而暂时集结而成的 

组织在活动结束后随之解散。以 H大学为例，学校对 

社团的传统管理模式如图 1： 

图1 学生社团传统管理模式 

以上组织结构使得学校能有效地管理控制学生社 
团和信息，而基于网络组成的组织是虚拟、暂时的，相 
互关系也是网状的，如图2： 

图2 基于网络的学生社团关系 

显然，网络且虚拟化的社团组织形式，对学校原有 
的管理控制模式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若不能及时调整 
创新管理模式，学校难免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 

基于现有高校行政管理模式上的信息传播方式还 
是以传统传媒模式为主，基本上遵循维尔斯的“5W模 
式”进行，缺乏“反馈”与“噪音”、是以信息发布与传播 
者为本位的直线传播模式，公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 
发布者发布的资讯，甚至在发布者“失语”的情况下遭 

遇信息流障碍。相比而言，网络传播方式为公众传播 
信息、开展意见表达提供了方便，进而打破了舆论一律 
的现状，为形成舆论和消解传统媒体的渠道垄断提供 
了平台，进而抑制了传统媒体一元化表达所造成的“沉 
默的螺旋”效应，促进了高校社区中话语的多元表达。 

学生个体方便地借用网络，安全 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 
会、学校某一事务的关注，并且形成一种虚拟暂时性的 

利益共同群体，以影响学校行政部门的决策。因此，学 
校在决策时面临的压力和制约因素就远远大于传统境 
况，当然这对高校有效建立危机管理体制是“双刃剑”， 
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加之 ，网络媒体的“平权化”的特点，使得公共危机 
事件慢慢会引发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而网络事件对 
于高校开展有效的危机管理具有积极和消极 的双重意 

义，它既可能促进高校管理体制的改进、和谐校园的建 
设，但也可能成为损害学生、学校乃至社会的公共利 
益，引发学生非理性群体运动的潜在诱因。而网络媒 
体开放性及其自由发展模式使得其议程设置功能愈发 
不确定，可导致宏观上舆论导向功能的减弱，“把关人” 
角色缺失 的负面效应。因此，如何在 网络时代通过 网 
络媒体来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是当前高校危机管理面 

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三、网络时代的高校危机管理策略 

网络时代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要求高校的组织 

形式、管理模式以及信息的传播方式等做出应时性的 

调整，而高校危机管理传播机制在传统组织形式和信 

息传播方式变化的基础上也需与时俱进的做出必要调 

适，以促进和完善网络时代高校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 

进一步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体现以人为本的关怀。 
首先，网络具备“平权化”的特点，使得学生的话语 

权得到很大的提升 ，传统的重管制 、惩罚而轻预防、引 

导的危机管理机制受到挑战，鉴于此，笔者建议应该培 

养大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正确引导学生珍惜 

话语权，网络赋予的言论 自由不该是不负责任的信口 

开河或者道听途说，需要提高大学生应该有思考和反 
省的自觉，这是构建有效信息传播机制和危机管理机 
制的基础。此外，从心理学层面开展主人翁和危机意 

识的培养也非常重要。H大学利用学校现有的心理辅 
导中心之团队资源，通过举办心理沙龙，开设心理学讲 
座及“朋辈咨询”等丰富多样的活动，取得较好的效益。 

其次，层面的支持与更新换代。“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当下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高校危机管 
理技术相对滞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高校危机管 
理面临挑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与时俱进地实现校 
园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尤为重要。上文所述 H大学学 

生自主研发的“易易贝贝”平台就游离于学校的监控之 

外，该平台出现的不良共享资源增加了危机诱因，但缺 
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急需提供必要的监督技术的支持。 
除了购买先进技术软硬件设备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在 
校学生创新精神，自主研发技术，使得学生作为危机管 

理受众的同时也成为危机管理的行为主体，进而增强 
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与心理层面的辅导共振，构建文明 
校园。 

再次，在提高学生主人翁意识的基础上开展危机 

管理。目前许多高校大多建立了各种应急预案，但这 
些预案基本上未考虑到网络时代的信息透明性及如何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问题，也未能全面思索网络时代的 
信息收集管理问题。在高校这个特殊殿堂里，学生对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地渴求特 
别强烈，并且具有易受引导的特点。因此在危机管理 
过程中，注重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宣传在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理中可掌握媒体舆论主动权、杜绝谣言泛滥、避免 

引起公众恐慌。危机管理中的信息管理策略如图3： 

在各种载体中 

收集、管理潜 

在危机信息 

纵向与横向 

的 信 息 上 

报．下传 

宣传 

宜传 

魔馈 

宣传 

宣传 

厦慵 

危机后的恢复 二==== 善后信息 ．提高危机意识和能力 

反馈 

图3 危机管理中的信息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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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的各种重要网络载体，相应地赋予不同 
的宣传、引导功能：通过官方网络媒体发布权威消息， 
可提高学生以及社会对学校的信任度，如 H大学的保 

卫处主页发布《校园警示录》电子版、创建“平安校园” 
系列活动报导等等来培养高校师生的危机意识和防范 
危机的能力。基于 Web2．0的理念，开设高校官方微 

博，提供学校和学生之间开展有效沟通的平台，且注重 

引导学生的观念和舆论，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持续 
有效的沟通中化解潜在危机。应对 BBS等学生交流平 
台展开必要适当的监控，在不影响学生 自由表达观点 
基础上，实时监控学生的舆论倾向，特别对热帖的关 
注、跟踪，以防止网络群体事件的发生。此外，学校的 
信息网络部门应该定期对校园的网络媒体资源展开调 
查，提交评估报告，特别是网络资源对危机管理开展的 
绩效评估。 

最后，根据公共管理的经验，在上述具体危机管理 
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学校应该整合现有职能部门成立 

危机管理体系，该体系应该包括危机管理防范体系、预 
警体系、处理体系、评估体系等集于一体的综合体系， 
而学生和社团组织应该参与到该体系的完善中来，使 

得危机管理体系在双向互动的基础上更加的开放多 

元，构建以高校行政职能部门为主导、学生和学生社团 
组织为主体、校园周边社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公共危 
机应对网络体系，并以此作为平台，提高高校在危机状 

态下紧急救助的效率和质量，群防群治，快速、及时、高 
效地应对危机。该体系对防治网络时代瞬息万变的信 

息传播带来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危机和风险、构建和谐 
校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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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ly，the sharp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ll certainly cause a variety of unpredictable social problems and 

social crisis management iS under consideration by all parties day by day．Accordingly．as universities constantly ex— 

pand their size and the network developes rapidly and communication tools are frequendy updated，crisis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s still relatively static．and faced with many new challenges．This article bases on the practical invest；．一 

gation，and analyses problems of university crisis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a few suggestions．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researche and practice of university crisis management in cyber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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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many—year experiences o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cutting—edge theory in the indus- 

try and hand—on knowledge，This paper to proposes a new methodology，which helps to build up an entire perform an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leads to standardized and mature processes to maximize the impact of per-- 

formance review in th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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