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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负面影响的机理和防范要求

• 9.1.1 负面影响的机理

• 9.1.1.1 负面影响的界定

• 公共危机的负面影响（Negative Influence）是指，在相关

主体责任和公共危机舆情的共同作用下，由于公共危机事
件本身所导致、或公共危机管理不善所引发的社会恐慌、
过度防卫、维权纠纷、造谣传谣、扰乱秩序、甚至损坏公
信等社会面负面影响类的问题。



9.1.1.2 负面影响的来源



9.1.1.3 负面影响的“推手”

• 1.责任事故对负面影响的“助推效应”机理
• 2.网络谣言对负面影响的“助推效应”
• 对公共危机负面影响产生“助推效应”的网络谣言，不仅带来负面
影响，还将产生威胁公共安全、导致人财损失、形成负面标杆、激
化社会矛盾、恶化社会环境，损害社会信任等后果。网络谣言由三
类因素共同导致：一是大数据时代权威信息缺位导致信息不对称，
二是利益诉求复杂导致造谣传谣具有动机，三是社会治理欠完善催
生信谣来“求真相”或“求安全”的社会心态。



9.1.2 负面影响防范的作用和要求

• 9.1.2.1 负面影响防范的三重功能

• 负面影响防范具备三重社会功能：
• 回应社会关切、
• 治理网络谣言、
• 展示官方态度。



• 9.1.2.2 负面影响防范的总体要求

• 负面影响防范应立足于负面影响的机理，
• 一方面，对负面影响的两个“推手”责任事故和网络谣言
进行处理；

• 另一方面，同步做好现场和舆论场的公共危机管理，尤其
是舆情管理，具体应做到：



• 9.1.2.3 处理负面影响类责任事故的相关要求

• 当前，党纪条例和法律法规对导致负面影响的责任事故处
理予以严格要求，强调造成“社会影响恶劣”的事件（或
事故）要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依法从严惩处.



• 9.1.2.4 治理负面影响类网络谣言的相关要求

• 对于导致负面影响的网络谣言，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并严格
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对网络谣言的性质、责
任认定、损害赔偿以及管理的主体、程序、监督等给予明
确的界定，同时切实加大行政法、刑法等对网络谣言的规
制，进一步增强现有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9.1.3 舆情管理是负面影响防范的关键

• 舆情是负面影响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基于此，负面
影响防范的关键是舆情管理。

• 9.1.3.1 舆情是负面影响的直接表现

• 公共危机的舆情（Public Sentiment）是指，公共危

机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网民意见、媒体评论，及其
映射的群众对于危机管理主体及其工作“满不满意、
高不高兴、答不答应”的社会心态。基于当前所处的
信息化时代，舆情已逐渐脱离纸媒宣传和人口相传的
传统场域，转向互联网空间作为其重点场域；同时，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和全球化趋势，舆情的物理
空间常常从某一地区，拓展至全国乃至全球。



9.1.3.2 舆情管理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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