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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者”认知析完善政府危机公关策略〔* 〕

———以《纽约时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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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此项研究从“他者”的认知———《纽约时报》有关“5·12”汶川地震的报道

切入，通过统计其报道数量和议题分布，得出“倒塌校舍及背后的腐败问题”、“灾后救

援”、“人权问题”、“灾后重建”为“他者”所关注的四大焦点性议题，并以此为纲，比照中

国政府在汶川地震危机公关中的作为，从官方回应的可信度，践行承诺的确定性、调查

结果的公正性等角度提出完善政府危机公关的策略。
〔关键词〕“他者”; 政府危机公关;《纽约时报》; 汶川地震

伴随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多种诱因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在世界各国频繁

发生，政府危机处理能力直接影响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日新

月异的网络传播技术将各国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作为以更快更广的方式传

播到世界各地，加剧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所面临的挑战。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

除政府自身的有效作为外，在一定意义上是媒介话语建构的，因为读者对于危机

事件不可能亲历亲为，是在媒介话语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认知，即: 媒体提供的

信息是公众认知世界，在头脑中建构“我们”和“他们”的重要基础。〔1〕另一方面，

新闻并不是社会现实的镜子，而是强行聚焦某一方面的报道，〔2〕媒体通过有选

择性的强调某些社会现实，弱化其它部分，同时，运用新闻报道的技巧，不仅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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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公众“想到什么( what to think) ”，更为重要的是要引导公众“思考什么

( what to think about) ”，〔3〕前者意味着公众接收、赞成和判断，而后者更为强调经

过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媒体的新闻报道直接影响公众观点( Public Opinion) ，并

进而影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因为，公民社会恰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之

一 。〔4〕因而，政府形象的构建是以政府自身行为为信息源，以传播为沟通桥梁，

以社会公众为信息接受者的复杂互动过程，政府形象的研究因涉及政治学、外交

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基础理论而成为一个跨学科研究

课题。在政府形象的建构和塑造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要素之中，新闻媒体无疑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

国内许多学者先后以“汶川地震”为案例进行政府危机公关的研究。其中，

香港城市大学陈霓教授从中国政府公共关系“机制化”发展的战略视角，依据

“汶川地震”的详实文献资料、电话访谈、媒体报道、官方公示资料，以及在北京

和成都两地进行的民意调查，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政

府公共关系机制化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果，特别是在危机沟通和管理，以及建立

与利益有关方的密切关系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机制化意味

着公共关系实践的合法性和依据公共关系实践的战略功能对公共关系实践者的

授权。〔6〕此项研究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架构和深度案例研究的有机结合，堪称此

议题的研究典范。更多的学者则是从政府信息公开、新闻报道自由的角度，〔7〕

以及全面提升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视角〔8〕进行了阐释。
综观学者们的研究，大都是基于“自我”认知所做出的分析，易产生视觉的

“盲点”，及“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未能形成有效连接。为此，此项研究将秉

持“国家形象研究应注重实证研究，理论上理清思路，方法论上寻求突破点，对

‘他者’认知和‘自我’认知要有清晰把握”〔9〕的指导原则，以美国主流印刷媒

体———《纽约时报》对中国“5·12”大地震的报道为例，以“他者”的报道为镜，比

照我国政府危机公关中的具体作为，秉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开放心态，为

提升我国的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提供发展思路。

一、《纽约时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分析

此项研究选取美国《纽约时报》2008 年 5 月 12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有

关汶川地震的报道，在 ProQuest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数据库中检索《纽约

时报》，用“引文和摘要”搜索的方式键入关键词“Sichuan earthquake”和“Wen-
chuan earthquake”，共收集到文章 180 篇，剔除相关性弱的 68 篇，剩余 112 篇，平

均每篇 833 字。其中，报道数量的最高峰处于 2008 年 5 － 6 月，也就是在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两个月共计 56 篇，而 2008 年 7 － 9 月报道数量即开始大

幅下降到 15 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报道的数量逐渐减少，集中报道力度减

弱，这与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相一致。因而，政府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应对危

机，应对媒体是至关重要的。国内外媒体、公众及他国政府都密切关注着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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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反馈。
从报道内容的议题分布来看，报道议题最为集中的是倒塌校舍及背后的腐

败问题，占总数的 25． 89% ; 其次分别是灾后救援、人权问题、灾后重建等，分别

占 19． 64%、16． 96%和 16． 07%。
进一步针对地震中倒塌校舍、灾后救援、灾后重建、人权问题四个主要议题

进行深入剖析发现: 汶川地震发生之初，媒体报道大量集中于灾后救援，其次分

别是倒塌校舍、灾后重建。媒体态度主要以客观陈述与肯定为主。2009 年开始

至 2010 年初，媒体报道的焦点从灾后救援和重建向质疑造成巨大灾害的人为原

因转移。其中，倒塌校舍一直是报道的焦点之一。此外，从灾难发生最初直至今

日，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汶川地震引发的人权状况一直尤为关注，具体如下表所示。
《纽约时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数量和频率分布

( 2008 年 5 月 12 日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在所有议题范围内，对政府的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持肯定态度的报道占

25%，中立的客观叙述性报道占 30． 36%，而质疑中国政府的报道则占 44． 64%，

主要分布在倒塌校舍、人权问题方面。

二、焦点议题透视

《纽约时报》在对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期间的信息公开和给予肯定，并为政

府在电视上公布营救过程表示赞赏。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文章仍以批评性口

吻质疑中国是否会主动对媒体完全开放信息，有文章以中宣部对记者的限制令

开场描述了几位记者辗转达到灾区报道的情况，并暗示中国政府对媒体开放并

非政府本意，而是由于采访记者人数众多，场面失控，政府作出的权宜之计。〔10〕

在后续报道中，《纽约时报》对地震中校舍倒塌、学生家长抗议的表现出极

度关注。校舍坍塌及背后可能的腐败问题一直是报道热点，多篇文章反复强调

遇难学生家长们的愤慨和无助。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亦报道了四川重灾区一

个农村中学师生无一死亡的新闻，〔11〕提到校长叶志平多年来注重修缮教学楼，

地震时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全校师生幸存，并以此直击坍塌校舍的房屋质

量问题，不断挖掘建筑质量不过关、官员腐败、政府监管不到位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构建出一个社会矛盾重重、政府正在着力解决但结果却难以预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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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时报》有关灾后救援及灾后重建的文章中，中性的客观陈述占 45．
0%，肯定评价占 40． 0%，负面质疑占 15． 0%。总体看来，美国媒体对中国政府

在地震发生第一时间的表现出的积极应对是非常肯定的，如 2008 年 5 月 13 日

《纽约时报》发表第一篇有关汶川地震的报道，除客观陈述中国四川发生里

氏 7． 9级强烈地震 80% 左右建筑被毁的事实外，描述了温家宝总理亲临现场在

废墟中鼓励大家的细节，“坚持下去! 解放军正在全力营救你，就算有一丝希

望，我们也不会放弃努力”;〔12〕5 月 14 日的报道《缅甸军政府的耻辱》直接以缅

甸政府的表现做对比，肯定了中国政府救援的水平:“中国政府负责任地处理危

机，快速调动军力营救灾民，允许媒体自由采访，欢迎国际援助，这些都值得缅甸

政府的学习”。〔13〕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声音质疑灾后重建工作所应关注的具体

内容，如《中国对于早期的地震预警没有作为》〔14〕报道中提到，中国科学家认为

死伤数目如此之大，部分是由于没有听从之前对于该地区地震的警告，中国政府

应该在提高建筑支撑质量、限制城市发展甚至进行安全演习方面做得更多，当地

政府的忽视和有关部门的执行不力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此外，对死难者尸

体的处理，及其对家属的心理安抚成为关注的又一议题。有文章谈及“尽管许

多国际健康专家表明尸体不会传播疾病，官员们还是要求在 5 月 16 号之后，所

有发现的遗体要在大型坟墓里火化或埋葬，声称是考虑到尸体的腐烂和疫情的

危险”，〔15〕并由此暗示中国政府仓促处置遇难者尸体加大了幸存者的悲伤，不够

人性化。《余震让四川充斥着死亡的恐惧》、〔16〕《地震后成千上万人在洪水的恐

惧中蜷缩着》〔17〕连续两篇报道从民众角度出发，详细描述了难民的灾后生活细

节，尤其是公众对余震惶恐不安的心理，指出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的心

理关注和安抚不足，政府应该在第一时间加强对灾后民众的心理辅导和帮助。
在汶川地震报道中，人权议题亦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其惯用的表现手

法是以“中国人权运动活动家”———黄琦、刘晓波、谭作人、艾未未等人的经历和

言论指责中国政府的行为，这些名字先后 17 次出现在 21 篇有关中国人权报道

的文章之中。同时，针对某一事件，反复进行强调，深化读者的印象是其惯用的

又一表现手法，2010 年 2 月 9 日起《中国支持地震遇难者的活动家因邮件遭判

刑》、《回顾中国地震死亡的编辑遭判刑》、《中国编辑申诉》、《中国法院驳回申

诉》〔18〕等文章连续四天报道同样的事实来批评中国人权方面的不足。此外，除

针对“汶川地震”所谓危及人权的行为进行报道之外，运用“联想”的功能，波及

北京奥运、西藏“3． 14”事件中涉及的人权问题是其采用的又一常规报道手

法。〔19〕

三、对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启示

根据美国学者蒂莫西·库伯( W． Timothy Coombs) 对危机类型的分类，汶川

地震作为一起因自然灾害引发的遇难人数众多的危机性事件，属于“受害者型

危机”。〔20〕新闻媒体对众多危机事件进行报道的五个常用框架( 按照使用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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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顺序) ———责任归咎、冲突、经济、人情味和道德观念〔21〕因“受害者型危机”
的特征，而发生框架排序变化，其中，“人情味”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框架，〔22〕即

从人情或情感的角度描述一个事件、议题或问题，并由此引发读者的心理共鸣，

引发对危机更加负面的情绪。〔23〕但综观《纽约时报》关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发现，

焦点议题———校舍质量、灾后救援与重建和人权问题引发了“人情味”报道框架

的移位，即“责任归咎”框架取代“人情味”框架，成为首要报道框架，并着力探究

事发的人为原因和政府解决途径。对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 由西方发达国

家主导的国际传播常常被指责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中带有某种偏见，并且

在刻意地制造带有负面的非西方———“他方”国家形象;〔24〕另一方面，我们可以

秉持豁达的心态，对《纽约时报》的报道“责任归咎”理解为“苛刻的善意提醒”，

比照自身行为，积极做出回应。事实上，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一直针对海外

媒体和民间的质疑，以官方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作出积极回应，这是政府危机公关的

一大进步。但透视其焦点环节，仍发现若干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 一) 官方回应的可信度

关于校舍坍塌问题，《纽约时报》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篇报道就质疑灾区校

舍的质量问题，中国政府给出的最早回应是 5 月 15 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给出解释是: 由于地震发生时间学生老师正集中上课所

以伤亡惨重，并非仅有 6989 间校舍坍塌，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如北川县教育局办

公楼整体垮塌，62 名工作人员只有 19 名生还，局长遇难。〔25〕但地震中部分学校

教学楼安然无恙、无人员伤亡的事实———香港慈善团体“苗圃行动”所建 61 所

学校、全程进行质量监督管理的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屹立不倒，注重修缮房屋质量

的叶志平所在学校全校师生无一死亡，官方的如此解释难免使公众心生疑虑。
事实上，直至 2008 年 9 月 4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介绍四川汶川地震及

灾损评估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主任马宗晋表示，建筑材

料质量差是导致一千多所校舍在汶川地震中坍塌或受损的可能原因之一，但政

府仍在仔细思考和调查这个问题”。〔26〕西方对此评论“这是中国政府官方首次承

认校舍建筑存在问题”，并认为中国政府的此番坦诚言论是“罕见的”。〔27〕

危机事件将政府在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推向了媒体。事实上，在很多情况

下，政府对危机本身并无清晰的全貌了解，但面对媒体要发声，要告知媒体他们

将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媒体就像多头怪兽，张着多个嘴巴，讨要政府发布的消

息。〔28〕一方面，官方声音应与专家声音交互出现，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上，应更多

倚重专家言论; 另一方面，在焦点问题尚无明确答案之前，不可仓促作答，以免引

发公众疑虑，降低官方言论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 二) 践行承诺的不确定性

对于遇难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针对校舍坍塌是否存在官员腐败、监督不力

等原因，官方普遍表示“如存在质量原因，一定从严查处”。5 月 30 日国务院抗

震救灾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对进一步做好地震灾区学生上网有关善后工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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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部署研究，要求封存聚源中学废墟等候调查，对灾区所有校舍进行安全评估

和坚定; 对遇难学生家庭要特别照顾，定期补助，免费提供剩余咨询和技术服务，

优先安排收养领养。〔29〕2009 年 4 月 15 日教育部牵头成立“全国中小学校舍安

全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机构，再一次强调“对发生因学校危房倒塌和其

他因防范不力造成安全事故导致师生伤亡的地区，要依法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

责人的责任。改造后的校舍如因选址不当或建筑质量问题遇灾垮塌致人伤亡，

要依法追究校舍改造期间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30〕官方此番言论无疑

体现了政府惩治腐败，规范管理的决心，但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官方没有公

布针对问题官员的追究或处置信息。涉及民众及媒体对背后深层原因的调查，

政府也采取了“未直接予以回应”的做法。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的实际行动并

未践行当初的承诺，有失政府作为公众权力代表的诚信与庄重。
面对遇难学生家长们从地震发生后立刻发出的要求切实严查教学楼是否存

在腐败、地方官员监督不力等呼声，2008 年 5 月 25 日上百名遇难学生家长，与

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对话。现场有家长提出，此前的调查组中专家名单不

透明，缺乏公信力。张金明回应，新的工作组中专家将由四川省知名建筑学专家

组成，其成员名单将全部向家长们公布，并由家长们推选出三名代表，与专家组

共同调查教学楼质量问题。张金明承诺，调查组将在一个月内查明新建小学教

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将把他送上法

庭。〔31〕但此事件的后续报道缺失。《纽约时报》曾多次提到政府对遇难学生家长

活动的压制甚至贿赂，〔3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政府没有明确的实际行动来兑现

对民众的承诺，导致了外界对此的猜测和质疑。
( 三) 调查结果的公正客观性

关于倒塌校舍的调查结果曾出现两个版本，一是 2009 年 5 月 7 日四川省抗

震救灾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提供的版本，即:“目前没

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专家组的结论是本次地震的实际

烈度远远高于房屋抗震设防烈度，这是包括学校校舍等在内的公共建筑倒塌的

主要原因”;〔33〕另一个版本则是震害调查组撰写的《汶川地震建筑震害分析》报

告。该报告称在调查组所调查的 54 处政府建筑中，有 13% ( 7 处) 因被毁严重

无法修复; 在 44 处学校建筑中，这一比例为 57% ( 25 处) ，是政府建筑的 4 倍多，

学校震害最为严重。如果说造成汶川地震 199 万平米校舍坍塌的原因，一是建

筑设防标准低，二是地震烈度太大，三是部分建筑结构设计不合理和施工质量控

制不严格。前两者是不可抗力的话，第三点就是遇害学生家长们所希望看到承

担起责任的部分。专家也证实了“考察中，确实发现了施工质量问题，如配料上

的偷工减料，还有的不按抗震要求施工、操作上的不合理，使得震害雪上加

霜”。〔34〕两个版本的调查结果，何者更为科学、公正? 是地方官员的言论，还是由

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专家组的声音更具权威性? 如果是后

者，官方言论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势必大大降低，并由此引发公众对官方报道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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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性，招致政府形象受损。

四、结 语

《纽约时报》有关汶川地震的系列报道为中国政府危机公关提供了诸多发

展思路。报道议题和焦点分布体现了“他者”关注之所在，也从一定意义上为政

府危机公关提供了媒介议程设置的提示。而中国政府自身的行为———灾后救援

颇具效率，信息公开与时俱进，深度调查逐步展开，均无疑成为政府汶川危机公

关的亮点，但其中亦不乏可改进之处，如: 政府回应的可信度、践行承诺的不确定

性，以及官方与民间学术机构调查结果的不一致均体现了政府在危机公关中有

待完善方面，即: 面对危机发生后的媒体压力和时间压力，如何有效地应对公众

质疑，尤其是在官方话语的斟酌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言之凿凿的反腐决心和

具体操作中的不了了之体现了政府在此方面的执行力较弱，而后续报道缺失将

难以服众。在深度调查过程中，诸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有效沟通，权威研究报告的

慎重推出将是加强政府公信力和权威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反之，则效果迥异。此

外，针对《纽约时报》认为中国政府在地震预警防范方面欠缺的报道，政府应引

以为戒。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每学期组织师生紧急疏散演习而使全体师生在地

震中有序逃生，无一死亡的真实事例足以明示政府应在危机预警方面有所作为，

如: 加固建筑物，定期逃生、疏散演习等。《纽约时报》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相关

报道则是与政府危机处理关联性较弱的美媒常态报道。对此，中国政府除应继

续贯彻对公民生命权的珍视———全力救援、拯救生命外，可在新闻报道中选取平

民视角，运用“受害者型”危机报道中常用的“人情味”框架，关注对草根行为和

意愿的考察，从而塑造“亲民、爱民、为民”的良好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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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Activism in USA

Abstract : Judicial activism，originated in the USA，was born with the staged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power on the condi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separation of the three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ism，which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Even so，the Supreme Court Justices seldom claim
themselves to be judicial activists． The reasons are that judicial activism not only goes against de-
mocracy，but how to apply it and restrict it fairly and acceptably is also very difficult to handle，and
any abstract approach and conclusion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criticisim． There are various theoretical
outlooks in judicial activism，so to conduct a tentative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judicial activism
on the basis of analysing judicial theory and history in the USA is helpfu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ju-
dicial activism in practice．
Key words: judicial activism; application; judic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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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mproving Crisis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 Based on New York
Times Reports on Wenchuan Earthquake

Abstract :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of New York Times reports on Wenchuan earthquake，the re-
search discovers that“reasons for the collapse of schoolhouse”，“disaster relief”，“human right”
and“post － disaster reconstruction”are top issues of this crisis report． Taking this agenda as the fo-
cus of others’perception，the writer makes cross － examin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this crisis management，and explores the success and the failure of government behavior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although there exist some biased reports by New York Times，
more improvement on the technique of Chinese govern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addressed．
Therefore，such techniques as credibility of official response，certainty of fulfilling promise，fairness on
official investigation are put forward to bette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others’perception，government crisis communication; New York Times; Wenchuan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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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Leisure : Alienation and Ethical Salvation

Abstract : Leisure requires profound reflection from ethical and mor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overall，take on a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leisure concept，presenting a tendency to
pursuing instinctive satisfaction，indulgence，consumption and a luxury lifestyle． The notion that leis-
ure is identical to a degraded way of recreation helps further push the alienation of leisure． Problems
created by such tendency might lead up to hidden troubles and threats to our society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by various means． Happiness can never go with alienated leisure． Leisure，to a certain
extent，is exclusively human activity． The concept covers ethical dimension． With shared values，mor-
al codes，conduct norms，and evaluation principles，leisure can provide a ground and guarantee for
people to enjoy the genuine nature of leisure．
Key words: leisure; ethic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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