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公关与危机心理学研究



CONTENTS

• 危机公关概述

• 危机心理学的概念与理论

• 危机公关与危机心理学的关系

• 危机公关策略与技巧

• 危机公关案例分析

• 结论与展望



危机公关概述

01



危机公关是指组织在面临危机事件时，

为了维护自身形象和声誉，采取的一

系列公关策略和措施。

危机公关具有突发性和紧急性、高度

的不确定性、影响大且广泛、决策的

时限性和紧迫性等特点。

定义与特点

特点

定义



    

危机公关的重要性

维护组织形象

危机发生时，组织形象往往会受到损

害。危机公关能够帮助组织及时应对

危机，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负面影响，

维护和恢复组织形象。

增强组织凝聚力

危机公关能够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使组织成员团结一心，共

同应对危机。

提高组织声誉

通过有效的危机公关，组织可以获得

公众的信任和支持，提高声誉和公信

力。



危机公关的历史与发展

历史回顾

危机公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当时企业开始意识到形象管理和公关

策略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媒

体的普及，危机公关逐渐成为企业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发展趋势

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危机公关正朝着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

的方向发展。同时，危机心理学的引

入也为危机公关提供了更加科学和全

面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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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危机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在面临紧急、危险和不可预测事件时的心理反应、应对

方式和后果的学科。

特点
危机心理学关注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状态、认知、情感和行为，旨在提供有效的

应对策略，减少危机对个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危机心理学的定义与特点



个体开始意识到潜在的危

机，警觉性提高，出现紧

张和不安的情绪。

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试图控制局势，同时出

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恐

惧、焦虑和抑郁。

个体逐渐适应新的环境，

心理状态逐渐恢复平衡。

警觉期

抵抗期

恢复期

危机心理反应的阶段



类型模型
该模型将危机分为不同的类型，如发展性危机、情境性危机和存在
性危机，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应对方式。

资源模型
该模型强调个体差异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性，认为个体的资源（如
心理韧性、社会支持等）对心理反应有重要影响。

阶段模型
该模型认为危机心理反应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
心理特点和应对策略。

危机心理学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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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情绪01

危机发生时，公众的情绪反应是危机公关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公众

的情绪会影响他们对危机的认知和反应，进而影响危机公关的效果。

信任感02

在危机公关中，公众对组织或品牌的信任感至关重要。信任感会影响公

众对组织或品牌的接受度和容忍度，进而影响危机公关的效果。

信息传播03

信息传播是危机公关中的关键环节。在危机发生时，组织需要通过有效

的信息传播来控制舆论，减少误解和恐慌，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信息过载

和信息不对称。

危机公关中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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