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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优化控制的公共危机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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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危机信息流包含预警信息流、指挥信息流、资源信息流和伪信息流四个方面的内容。它有单一化链

式传播和多维网格化传播两种传统传播模式,但这两种传统模式在实际运行中都暴露出很多弊端。基于云计算

技术构建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模式,对于优化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模式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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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危机的预防与处置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

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交流与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

面,公共危机的处置者要通过多种途径不断的获取公共危

机信息,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相关途径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广

大群众,进而实现危机的科学预防与应对。本文试从信息

流的视域出发,探讨公共危机信息流的构成以及其相对优

化的运行传播模式,以求抛砖引玉。

一、公共危机信息流的理论界定及其复

杂性特征

关于什么是信息流,国内外学者就此做过一定的探讨。
如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认为,大众传播过程区分为两个方

面,一是作为信息传递过程的狭义“信息流”(Information
Flow),二是作为效果或影响的产生和波及过程的“影响流”
(EffectFlow)。[1]中国人民大学的胡百精则在罗杰斯研究

的基础上,加入了“噪音流”(NoiseFlow),提出了危机传播

的 “3F假设”。[2](P86)与他们不同,还有学者指出,所谓信息

流,就是信息自信源经信道至信宿的传递过程。简言之,信
息流便是信息的传递过程。[3]

借鉴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所谓公共危机信息流

就是指具有价值的公共危机信息在组织内按照一定的渠

道、途径和方向,按照发送者的意愿,从信息源到达信息接

收端的整个活动过程。公共危机信息流贯串于公共危机处

置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一方面,整个危机处置组织体系是

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载体,公共危机处置组织体系发生变革,

公共危机信息流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变动,离开这一组织

体系,公共危机信息流就不存在。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信息

流又是公共危机处置组织体系变迁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公
共危机信息流的变更,定然会对公共危机处置组织体系的

结构调整与优化造成影响。

公共危机信息流是由多种具体的信息流构成的,是对

多种涉及公共危机处置的信息流的统称,简单而言,它主要

包括警报信息流、指挥信息流、资源信息流、伪信息流四个

方面。如图1所示:

图1　公共危机信息流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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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警信息流

预警是公共危机处置的首先环节,预警信息的及时传

递和流动也是公共危机信息流传播的客观要求。目前,我
国已经认识到公共危机预警的重要意义。不过,预警信息

的传递还是存在滞后现象,而预警信息流传播缓慢必然不

利于及时启动公共危机应急预案,尽可能减除公共危机的

不利影响。为什么出现这一情况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

因:一是公共危机评判缓慢。即由于受到公共危机处置部

门技术装备和业务素质的限制,致使难以对未来可能发生

的公共危机类型及危害程度进行准确估计,进而不能及时

发出预警信息;二是有的公共危机处置部门低估了公共危

机的影响程度,为使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局面不受影

响,刻意迟报、瞒报危机监测结果,这就抑制了预警信息流

的传播。[4]

(二)指挥信息流

“指挥”是公共危机处置的基本职能之一。公共危机指

挥信息在公共危机处置链条上的合理流动从而形成指挥信

息流。与其他“流”所不同的是,指挥信息流是以“指令”的
形式出现,并最终通过公共危机决策作用于其他“流”,影响

其他“流”,从而实现对公共危机处置的整体管理。
(三)资源信息流

公共危机的科学应对内在要求实现公共危机应急资源

的科学调度与快速展开。[5](P129-130)应急资源的调度与配置

信息从而形成了资源信息流,及时掌握公共危机应急资源

的运行情况、储备情况等信息,对于科学应对危机,减少灾

害带来的损失有着重要意义。
(四)伪信息流

伪信息就是经由非正式渠道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未经

证实的信息。伪信息没有明确的不良动机,不是以恶意中

伤为目标,所以伪信息不等同于谣言。此外,伪信息又多与

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紧密相关,与个人私事的关涉相对较

少,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与私见传闻有着很大的不同。伪信

息既有正向效用,也有负面效用,但是多数情况下,负面效

用往往大于正面效用。特别是在公共危机信息管理中,如
果没有对伪信息给以足够的重视,及时加以导控,极有可能

会造成公共危机处理的困难以致失败。[6]

以上四种“流”交互作用,各种“流”作用的过程均通过

“信息流”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对公共危机信息流的控

制和管理就成为公共危机处置的重要内容。

二、公共危机信息流运行的传播模式之

分析

公共危机信息流并不是杂乱、无序的在各个信息主体

之间进行传播的,在实际过程中,它的传递总是遵循着一定

之规,形成了固有的传播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
(一)单一化链式传播模式

在传统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充分,信息技术也相对

落后。在这种条件下,公共危机信息流的传播模式相对单

一,基本上是在各级政府间实行链式传播。如图2所示:

图2　公共危机信息流的单一化链式传播模式

这种单一化的链式传播模式形成之初,确实发挥了较

大作用,一方面,它满足了政府部门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需

求,便于政府及时把握公共危机的演化程度和状态,为进一

步的防灾、避灾、救灾提供了信息保障;另一方面,它成为政

府间公共危机信息沟通与传递的重要桥梁,便于实现政府

间公共危机应对的协同合作,提升了政府危机处置效率。

不过,这种链式传播模式也有难以回避的缺点:

首先,不能很好满足民众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需求。

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知情权是民众的一项重要权利。但是

这种链式传播模式却并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它突出强调的

是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和意义,而将民众更多视为被动的角

色,以至于当民众得知公共危机的相关状况之时,也是在政

府对公共危机信息进行层层筛选之后,等待时间十分之长。

其次,公共危机信息失真现象时有发生。公共危机信

息在各级政府间进行传递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加工、筛
选,往往已经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可能会为下一步的公共

危机处置带来困难。

最后,公共危机信息共享程度比较低。公共危机信息

流传递的目的,是让广大信息利用者准确、及时获取所需信

息。[7]而单一化链式传播模式确使公共危机信息传递仅限

于政府系统内部,只有经过政府系统的整体确认之后,才会

传播通报给其他系统,严重影响了公共危机信息的传递速

度和共享程度。
(二)多维网格化传播模式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公
共危机信息流的传播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单一化的公共危

机信息传递模式逐渐为多维网格化传播模式所取代。其基

本结构如图3所示:这种模式之中,政府仍是公共危机信息

流传输的中心,与单一化的公共危机信息流传递模式所不

同的是,政府通过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运用,在辖区

各个地方设立了相应的监测点,这些监测点都配备一定的

设施(如移动监测车或移动监测小平台等),通过这些设施,

实现政府与监测点、政府与相关社会主体(企业、社团、民众

等)、监测点与相关社会主体的互联互通,实现了公共危机

信息流的多维快速传输。

就公共危机信息流传输而言,多维网格化传播模式有

着明显的优势:一是危机信息流传输比较准确。处于网格

中的社会各个主体都能获取必要的公共危机信息;二是公

共危机信息流传递速度快。通过现代传输设备,社会各个

主体立足本地,就可快速获取相关公共危机信息,大大提高

了危机应对效率;三是公共危机信息共享方便。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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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公共危机信息的多维网格化传播模式

信息在社会各个主体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使得各个社会主

体在政府领导下,更能协同一致应对整个公共危机。

同单一化链式传播模式一样,多维网格式公共危机信

息流传递模式也有一些问题:其一,政府信息中心的管理问

题。在这一模式中,政府信息中心的管理是关键一环,如果

管理不当,就不能实现对公共危机信息的敏感反应,进而错

失公共危机应对的时机,但是目前采取何种方式能够实现

政府信息中心的高效管理,尚未达成统一、有效的看法。其

二,社会相关主体对公共危机信息可能形成垄断,相关社会

主体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往往会瞒报相关危机信

息,使得信息不能及时到达监测点或政府信息中心,进而不

利于公共危机信息流的快速流动,不利于公共危机的防范

和减缓。其三,信息保密问题。相关主体的危机信息都向

信息中心提交,可以提高效率,但是有些主体对有些核心信

息并不愿意共享,如涉及到专利、机密等信息,这类信息不

适合外部处理。其四,安全问题。公共危机信息流的合理

流动对政府信息中心的依赖性比较大,如果政府信息中心

出现故障或被黑客攻破,那么整个公共危机信息流就会“断
流”。

三、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息流优化

运行模式探讨

既然以上两种公共危机信息流运行模式都存在诸多问

题,那么,如何加以改进,以提高公共危机信息的传递速度

和使用效率呢? 近年来,云计算作为一种重要技术,在各个

层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基于云计算技术构建公共危机

信息流运行模式,无疑对于优化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模

式具有一定价值。
(一)云计算的核心思想

云计算(CloudComputing)是近年来互联网领域发展

的热点,是虚拟化、效用计算、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
(平台即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等概念混合演进并跃升

的结果。[8]按照所提供服务的差别,云计算可以分为基础设

施云、平台云和应用云,它们提供服务的模式分别被称为软

件即服务(SaaS,Software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和 基 础 设 施 即 服 务 (IaaS,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这三种提供不同服务形式的

云按其逻辑关系构成了云架构的层次结构。[9]

将云计算技术引入到公共危机信息流传递当中,基于

云计算构建公共危机信息流的优化运行模式,有着诸多优

势:一是成本低廉。公共危机信息使用者无需承担过多的

硬件成本和维护成本,只需要像使用网络一样,就可享受云

计算的公共危机信息服务。二是提高公共危机应对绩效。

参与公共危机应对的各个主体可以通过云实现动态组合,

信息互享,形成有效的网链结构,提高了公共危机应对的协

同效应。三是集约性。基于云计算,能够实现各种硬件和

软件资源集约使用,提高了既有资源的使用效率,解决了公

共危机信息冗余问题,保证了公共危机信息的有效性。四

是公共危机信息服务的可拓展性。公共危机信息通过虚拟

化和动态配置,能够根据公共危机信息用户需求内容、需求

结构的变化适时做出必要调整,及时添加新的应用程序服

务,满足新的需求。
(二)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架构:公共

危机信息云的构建

基于云计算构建公共危机信息流运行模式的过程,实
际上也就是构建公共危机信息云的过程。公共危机信息云

既有云的共性,也具有自身特点。在构建过程中,必须遵循

一定的基本原则。

1.以私有云为建设目标。之所以这么做,这是因为,公
共危机应对工作中往往有不少涉密内容,这些信息一旦泄

露就有可能给公共危机应对工作乃至国家安全带来不利影

响。因此,构建公共危机信息云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安全

性。而私有云则是安全性最高的,不存在与无关用户共用

资源的问题,每一个登录的用户都必须通过数字证书进行

身份认证,以保障其安全。

2.采用平台即服务(PaaS)的形式。根据公共危机应对

工作具有的共同特点,构建一个基础平台,提供公用算法工

具,各地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和特点开发自身的

软件和应用,有助于实现公共危机信息云功能的具体化和

多样化。

3.促进公共危机信息共享。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

息流运行模式建成后,所有的公共危机信息都将保存于云

中,进而可以方便地突破行政区划和地域的限制,实现公共

危机信息流的快速流动,提高了公共危机信息的共享共用

程度。

4.推动公共危机资源整合。云计算的本质就是要把一

切资源汇集到云中,用户只需通过某种设备接入云中即可。

借助于公共危机信息云,各种服务器、网络设备等都能轻易

整合到一起,从而提高公共危机的应对效果。
(三)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架构:总体

设计

通过前面的发现,可以得知,公共危机信息云侧重于基

础工具的提供和打造,采用的是平台即服务的模式,其基本

构造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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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的总体架构

　　通过图4,可以发现,基于云计算的公共危机信

息流的总体运行架构,内含开发、运行和管理三个模

块,以这三个模块为基础,进行公共危机信息工作中

需要的方法、工具的开发,形成工具模块。在此平台

的基础上,用户可以根据提供的基础工具进行应用

的设计,最终实现公共危机信息系统的开发。

四、结语

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模式是否科学,对于公

共危机应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云计算构建

公共危机信息流的运行模式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和

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实现公共危机信息的快

速整合,便捷传递,有效共享,提高了公共危机应急

处置的效率。不过,目前相关研究工还只是刚刚起

步,各项研究还不够深入,真正将云计算的思路和方

法应用到公共危机信息流的传递当中,构建适合公

共危机应急处置实践需要的公共危机信息流运行模

式,还需要持续做大量的工作,当然,这也是形势所

需、势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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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CrisisInformationStreamandOperation
ModeBasedonOptimalControl

———FromthePerspectiveofCloudcomputing

ZHANGYu-liang
(CollegeofEmergencyManagement,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Henan454003,China)

Abstract:Publiccrisisinformationstreamcontainsfouraspectsofcontentsincludingwarninginformation
stream,commandingstream,resourcesstreamandpseudoinformationstream.Traditionaltransmission
modeofpubliccrisisinformationincludesbothsimplificationchaintransmissionmodeandmultidimen-
sionalgridstransmissionmode.Butthetwomodesexposealotofdrawbacksintheiractualoperation.
Theoperationmodebasedoncloudcomputingtechnologywillundoubtedlyhasacertainvaluefortheop-
timizingofoperationmodeforpubliccrisisinformationstream.
Keywords:optimalcontrol;publiccrisis;informationstream;operation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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