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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在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运用相关理论并结合焦点小组等定性研究的方

法, 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影响手机短信传播因素从传播频度、传播特点、信息流动模式等角度进行

了分析, 提出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所提

出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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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 sis of studie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combines relat ive theories and

qualitat 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focus g roup method to analy ze the factors af fect ing the short message

serv ice ( SM S) communicat ion in cr isis f 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 iv e frequency, communicat ive char�
acter and the type of informat ion flow . It also puts forw ard the theoret ical model of SM S communicat ion in

sudden cr isis events, and verif ies and modif ies the model through empirical tests and case studies.

Key words: sudden crisis events;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 S) ; communicat ion model

� � 国外学者对于危机传播理论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Seeger 认为目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主要有

以下 3个理论模式: � Stoven Fink 的阶段分析理

论,  以 Wiiliam Benoit 为代表的战略分析理论,

! T homas Birkland的焦点事件理论 [ 1] . 突发性危

机事件传播模式的研究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

上, 1884 年 Grunig Hunt 提出了危机传播 4 种模

式 ∀ ∀ ∀ 新闻宣传模式、公共信息模式、科学劝说模
式、双向对称模式 [ 2] . 此后, 由 Duggan 等[ 3] 提出的

危机信息传播模式, 对于理解危机信息传播的影响

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突发性危机事件及手机短信传播

模式的研究始于 2003年, # 非典∃、#香蕉致癌∃、# 蛆

虫柑橘∃等一系列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爆发为这方面



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与素材.魏玖长等[ 4] 借鉴香农�韦
弗模式与 Def leur 的研究, 构建危机信息传播模型

考量了信息如何得到反馈.钱珺[ 5] 认为,媒介时代危

机传播是媒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双向

信息交流过程.朱伟珠
[ 6]
提出的危机传播模型,多方

面考量了博客、手机与噪声环境对突发性危机事件

传播的影响. 李霞霞和熊茵等
[ 7�8]
从个案入手探讨了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内容特征、传播

效果、受众特征等因素. 杨红雨[ 9]提出了基于人际传

播的手机短信传播模型.

综上, 国外学者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

传播模型的研究, 集中于政府、组织如何运用手机短

信进行信息发布及其相关传播模式的探讨.国内研

究以个案为主,内容主要包括:对于突发性危机事件

中手机短信传播作用、传播模式特点的归纳;从人际

传播的角度及手机短信媒介属性的角度对传播模式

的分析. 本文在此背景下,结合相关理论与焦点小组

研究结果,建立了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

的理论模型.

1 �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
假设

1. 1 � 信息的角度

� � 信息是指传播特征及内容.

H1 � 威胁性越大、牵涉面越广的突发性危机事
件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频度越大.

根据 Gr eenberg 提出的新闻扩散 J曲线[ 10] 63�65 ,

对于高知晓度的事件, 人们最早从人际传播获得信

息的比例超过 50% (而在现今的传播大环境中, 个

人信源获知 # 高知晓度∃事件的比例远远超过

50%) . 突发性危机事件特性所具有的紧迫性、威胁

性、突发性和牵涉面较广与政府、组织或企业的危机

管理有关,即需要其立即做出相应的回应或措施;威

胁性与牵涉程度更容易导致#高知晓度∃事件,对传

播作用影响很大.

H2 � 手机短信的不断传播将导致文本信息内

容的复杂化与个人化.

根据 Dance 提出的螺旋型传播模式 [ 10] 16�21 , 在

传播过程中, 随着传受双方#认知场∃不断扩大, 传播

螺旋也将逐渐扩散. 此外, Gerbner 的传播模式认

为[ 10] 27�30 ,在# 交互感知∃的方式下, 个体的传播内

容,取决于其在#假定、见解、经验背景及其他相关因
素∃作用下对事件的理解. 由此可见, 在突发性危机

事件发展过程中, 随着作为受者的个体对该事件认

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个人观点的逐渐形成, 在多次传

播的过程中短信文本将进一步复杂化与个人化.

1. 2 � 节点的角度
� � 节点是指传者与受者的总和.

H3 � 节点的聚焦度越高, 聚焦的时间越短, 突

发性危机事件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传播效果

越明显,传播频度越大.

根据 T versky 等 [ 11] 对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判

断的实验证明, 人们倾向于以小样本信息来推测大

样本的变化.因此当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聚焦度越高

时,代表性直觉偏差越容易让个体相信传播内容的

真实性,继而影响传播的效果与传播行为; 另一方

面,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往

往给予最近发生的事件和最新的经验以更多权值.

因此,聚焦时间的长短,即个体收到短信时间的接近

性也将影响个体的传播行为.

H4 �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频度

与节点的牢固度成反比, 与节点之间的距离 (疏密

度)成正比.

根据 Davison提出的第三者效果理论 [ 12] , 人们

倾向于认为媒介对他人的影响比对自己的影响更

大.同时,信息传播来源的公信力越高, 第三者效果

就越低.因此, 当个体收到突发性危机事件的短信

时,信息来源的可靠度越强,再传播行为的趋势就越

低.此外,受众与信息的空间距离与第三者效果的认

知成正比. 即受众与信息来源的距离越远,第三者效

果越强,反之则越弱.

1. 3 � 路径
� � 路径是指信息流动模式, 包括两个因素: � 作

为受者的节点在收到刺激以后的反馈路径;  作为

传者的节点倾向于将信息传播至哪些受者.

H5 � 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当个体首先从手机

短信获知信息后,将更倾向于向其他媒介获取更多

信息或求证信息,而不是通过短信互动.

Schramm
[ 13]
曾经提出:人们选择不同的传播途

径,是根据传播媒介及传播信息等因素进行的.人们

选择媒介或信息的或然率= 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

度.因此,如果个体希望获取更详实的信息时, 其他

媒介所提供的海量信息远比通过手机短信互动获得

的信息更全面, 更能满足个体需要. 此外, 根据焦点

小组的访谈结果显示, 17名被访对象中 76. 47%的

人选择通过网络获取更多信息, 而只有 29. 41% 的

人表示会回复短信发送者或进行短信互动.

H6 � 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个体更倾向于在强

关系连接之中进行手机短信的互动传播.

根据 N ew comb 的 ABX传播模式
[ 10] 41�43

,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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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许可,较强的态度和关系将刺激传播. 而这种

#传播的压力∃较容易在原本就互动形态亲密的强关
系之间形成. 同时,在高度不确定情景下, 个人倾向

于通过建立强关系获得保护, 以降低不确定性. 因

此,在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个体将倾向于

将信息传递到同节点层次的其他节点.

2 �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
理论模型

� � 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突发性危机事件中

手机短信的传播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 图中: L 为

节点之间的距离; D 为节点牢靠度; W 为突发性危

机事件的威胁性; S 为突发性危机事件的扩散度; J

为节点聚焦度; T 为节点聚焦时间.

� � 图 1中空间直角坐标系 x、y、z 轴上的点表示

影响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因素,而由

点 a、b、c、O构成的面表示由其中某些因素所导致的

传播特点.其主要导致的传播特点如下.

( 1) 由点 a、b、c组成的面M 1 表示传播频度(见

图 1( b) ) .根据假设 H1、H3、H4,点 a、b、c所代表因

素的总和是影响个体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是否选择

手机短信作为传播渠道的因素总和, 面 M1 的状态

决定了手机短信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传播频度的

大小.

( 2) 由点 a、O、c组成的面 M 2 表示传播路径

(见图 1( c) ) . L ( x )、D ( x )、J ( z )、T ( z ) 4 个因子是

描述节点状态的总和,故点 a、c与原点构成的面是

对整个传播网络的描述. 而根据 H6,在突发性危机

事件中个体更倾向于在强关系连接之中进行手机短

信的互动传播, 因此,面 M2 代表了强关系连接的人

际关系网络所构成的传播路径.

( 3) 由点 b、O、c组成的面M 3 表示传播内容(见

图 1( c) ) . 节点的聚焦度决定了文本可能被修改的

程度,节点的聚焦时间决定了个体获取进一步信息

及修改文本的时间, 事件本身决定了文本被修改的

方向. 因此,根据 H2, 面 M3 表示趋向于复杂化、个

人化的传播内容.

( 4) 由点 a、O、b 组成的面 M 4 表示影响传播的

噪声(见图 1( c) ) .点 a、b 的因素影响了个体向其他

媒介寻求信息的行为. 根据假设 H5, 面 M4 表示个

体进一步向其他媒介寻求信息.

综上所述, 该模型是架构在空间直角坐标系上

的正三棱锥形, 其与直角坐标轴相交的各点是影响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因子总和, 其各

个面表现为传播频度、传播特点与信息流动模式的

效果.

( a) ( b) ( c)

图 1�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的传播理论模型分解图

F ig . 1 � The theo retical model o f SM S communication in sudden cr isis events

3 � 理论模型的修正

� � 为了更好地验证该理论模型, 在 2010 年 5月

17~ 21日,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 以 7点量表的方

法,对影响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因子

进行衡量,并进行了相关问题的实证调研. 总共发放

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278份.根据胡冼铭和韩

巍的调查发现
[ 14]

, 15~ 25岁以及文化层次相对较高

人群是使用手机短信的主要群体, 因此本次测试对

象设定为上海交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复旦大学等

上海高校的学生. 有效问卷中 100%被测人为手机

短信的使用人群,其中经常使用和有时使用手机短

信的人群占总数的 97. 48% .

3. 1 � 传播频度的假设分析

� � 为了检验事件本身特性与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
机短信传播频度的关系, 将调查问卷所得的关于事

件特性 4种因素 7点量表评分比例绘制成图. 如图

2所示, 低分值的得分率越高, 表明该因素对于提高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频度的作用越大.

由图 2可见, 就突发性危机事件本身特性而言,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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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紧迫性是影响手机短信传播频度的主要因素,

而事件的牵涉面与传播频度的关联性不强. 因此,

H1不完全成立.

� � 为了验证 H3与 H4,将调查问卷所得 5种与节

点相关的因素评分分别绘制成图.如图 3所示, 低得

分所占的比例越大表明该因素对于扩大突发性危机

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的频度的作用越明显.

� � 由图 3( a)可见, 图中折线呈上扬趋势. 这从另

一角度说明, 手机短信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传播过程

中,更多地被用作人际传播,而无法起到大众传播的

作用.因此,第三者效果理论在此并不适用.

由图 3的折线趋势可以发现,节点的聚焦度与

聚焦时间不如事件本身特性、节点牢固度及节点之

间距离对传播频度的影响大. 原因在于手机短信的

传播所起到的改变受众态度的影响并不能促使个体

对信息的再传播.

图 2 � 突发性危机事件的 4 种因素对于手机短信传播频度

影响的评分分布图

Fig . 2 � The scor ing dist ribution of the influence upon SMS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by the four facto rs of sud�

den cr isis events

图 3�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 5 种节点因素对于手机短信传播频度影响的评分分布图

F ig. 3� T he scor ing distr ibution of the influence upon SMS communication fr equency by the f ive node f acto rs

o f sudden crisis ev ents

3. 2 � 传播内容的假设分析
� �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100%的个体在获悉突发性

危机事件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更多的详情,其中

在收到短信后有 60%的考虑转发短信的人会#了解

更多详情, 并对短信做修改加入新信息后转发他

人∃.因此,也验证了 H2对于传播内容(M3 )的假设

成立.

3. 3 � 传播噪声的假设分析
� � 图 4为样本了解突发性危机信息的途径.由图

可见: � 样本中 100%的个体都希望通过某种途径

获取更多相关信息或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求证;  

选择通过短信了解更多详情的只占总量的 25% ,而

选择通过互联网及电视、报纸等其他媒体了解详情

的占总量的 59%.基于以上两点的考量, H5成立.

� � 另一方面也可以发现,选择与身边人交流的比

例也相当可观,媒体与周围环境对个体的行为态度

的影响起到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 应对传播

图 4 � 样本了解突发性危机信息途径分析图

F ig . 4� T he path analy sis o f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

in sudden cr ises by samples

噪声( M4 )进行补充, 即噪声不但包括其他媒体, 还

应加入周围环境的影响.

3. 4 � 信息流动模式的假设分析

� � 为检验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的传播路

径,根据调查问卷所得 7点量表评分绘制分布图(见

图 5) . 如图 5 所示, 得分越低、排名越前, 表明个体

越倾向于在突发性危机事件中通过手机短信向该群

体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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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传播对象评分分布图

Fig. 5 � The scor ing distribution o f the recipient of SMS

communication in sudden cr isis event s

� � 由图 5可见: � 分值最低的 3类群体(亲人、亲

密的朋友、情侣)是与个体的关系形态亲密的强关系

人群;  在剩余 4 类人群中, 与个体接触交流最频

繁的#同学或同事∃为个体其次倾向于传播的群体.

另一方面,调查问卷的结果也显示, 在考虑转发关于

突发性危机事件短信的人群中, 52. 38%的人选择发

给个别人而非大规模地群发,也从侧面验证了在该情

境下手机短信的传播只在强关系中进行的传播路径.

因此, H6对信息流动模式(M 2 )的假设成立.

4 � 传播模型的修正

� � 根据以上数据的分析, 对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

机短信的传播理论模型进行修正, 结果如图 6所示.

( a) ( b) ( c)

图 6�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的传播理论模型修正分解图

Fig. 6 � The rev ised theo retical model of SMS communication in sudden cr isis event s

4. 1 � 变量的修改
� � 根据验证的结果对 H1进行修正(见图 6( a) ) :

点 b修正为表示突发性危机事件威胁性 W 与紧迫

性S 的函数,且决定了 Ob 的距离.此外, 由于紧迫

性因素在在 7点量表得分统计中, 各得分所占比例

离散程度较大(标准值 28. 62% ,见表 1) ,同时, 根据

问卷调研所得, 占抽样样本总量 24. 10%的人选择

在第一时间将短信发送给他人而不考虑了解更多详

情,对于这部分人群,紧迫性因素不会导致认知不协

调的产生,因而该因素对这部分人的影响较小. 因

此,为 S( y )加上权重 w y (0< w y< 1) .

表 1 �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影响手机短信传播频度的

因素评分表

Tab. 1� The scoring of the factors which inf luence SMS

communication frequency in sudden crisis events

影响因素 总量 平均值 中值 标准值/ %

事件的突发性强 1 192 4. 29 5 20. 61

事件的紧迫性强 1 375 4. 95 6 28. 62

事件对您及身边人具有威胁性 1 700 6. 12 7 64. 70

事件的牵涉面广 1 196 4. 30 5 22. 88

� � 根据验证的结果, 对 H3、H4进行修正(见图 6

( a) ) :点 a 表示为节点之间的距离 L 倒数的函数,

且决定了 Oa的距离. 点 c应该表示为节点牢靠度D

的函数,且决定了 Oc的距离.

同时, 为了保持面 M1、M2、M 3、M4 的有效性,

点O表示为 J 与T 的函数,且决定了 x、y、z 轴旋转

的角度(见图 6( b) ) .

根据验证的结果,对 H5进行补充: 由点 O、a、b

构成的面 M 4 所代表的传播噪声,即个体更倾向于

向其他媒体获取更多信息的趋势修正为个体倾向于

向其他媒体及周围其他人获取更多有关信息.

4. 2 � 权重的补充

� � 根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 事件本身、节点牢靠度

以及节点之间的距离对于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

信传播频度的影响并不是等量的. 因此, 为了完善模

型, Oa、Ob、Oc的值应该赋予不同的权值 w a、w b、w c

(见图 6( c) ) ,即

Oa= w a / L ( x )

Ob= w bW (y )w yS ( y )

Oc= w cD ( z )

综上所述, 突发性危机事件中手机短信的传播模型

并不是架构在直角坐标上的正三棱锥,而是其 O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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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可以变动的不规则三棱锥.

5 � 案例分析及模型的验证

� � 为了确保理论模型的实际运用, 选择 2010年 4

月 22日一则在国内广为转发的关于酸雨的短信作

为研究案例. 该案例是近期发生的较符合本研究所

定义的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及牵涉面广等特点的突

发性危机事件.选择该案例,一方面可以避免对于前

人已经有过充分研究事例的重复研究;另一方面,该

事件虽不及#非典∃等事件所具有的威胁性强烈, 但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 具有很强

的传播性与关注性,属于本文研究的范畴.

短信内容如下: #从今天到 28号, 请大家不要淋

到雨. 750年一次的酸雨, 被淋到后患皮肤癌的概率

很高.因为欧洲的一个火山的大爆发, 向高空喷发了

大量硫化物, 在大气层 7~ 10 km 的高空形成了浓

厚的火山灰层,强酸性.∃
从 M1 传播频度考虑, 虽无法准确验证该短信

转发次数,但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其受到了公众广

泛关注, 不仅仅是手机,包括论坛、MSN、QQ等即时

通信工具上也广为流传.

从 M4 传播噪声考虑, 从# 百度新闻∃搜索含

# 750年∃和#酸雨∃的报道, 4 月 22日有 358 条, 23

日有 1 190条.至 28日, 7天内共有 1 470 条报道.

正因为有大量#噪声∃, 虽然该事件的威胁性和紧迫

性极强, 传播面也非常广,但并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大

的负面影响.

从 M3 传播内容考虑, 7天内#百度新闻∃搜索包

含# 750 年∃、#酸雨∃和# 气象部门∃的关键词, 共有

519条报道;搜索包含# 750 年∃、#酸雨∃和#专家∃的

关键词,共有 1 170条报道. 由此可见, 由于有关部

门并没有给出一致解释,使报道信息来源不精确.而

这很可能导致手机短信的更广泛传播, 同时也将造

成传播内容与短信文本的混乱与情绪化.

从 M2 信息传播路径考虑, 因为该事件虽转发

规模大, 但并未造成严重恐慌,所以有关部门也没有

采取措施加强弱关系之间的传播. 因此该事件中手

机短信的传播路径仍是由个体强关系连接的群体.

在经典突发性危机事件中传播的预控理论的框

架下,根据案例分析对模型的验证,突发性危机事件

中手机短信传播的预控途径包括: � 增强有效噪

声,降低事件紧迫性的危害;  保持发布信息内容
的一致性,尽可能降低文本复杂化等因素所可能造

成的信息回流; ! 保持弱关系中信息流通, 增强强

关系群体修正错误或片面观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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