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研究经典信息论和系统论, 建立国际型交流会议的危机管理信息流程模型。其方法对北京2008 年奥运会及大型农

展会的危机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引荐此类论文, 试图为提升农业管理的方式方法开阔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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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研究经典信息论和系统论以及对世博会影响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了2010 年世博会危机管理信息流程模型。把世博会信息传递
系统分为环境系统、感知系统、规范系统、执行系统4 个子系统。指出各子系统所代表的世博会组织机构 , 规定信息流程中各子系统的
目标取向 , 并给出保证世博会危机管理信息有效传递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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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nfor mation Transfer in Crisis Management of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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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the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systemand the i mpact onthe Expo , the model of the cris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flowof
the World Expo 2010 was built . The model consists of four major subsystems ,such as environment , perception, control and reaction. Thenthe correspond-
ing Expo organization of each subsystemwas introduced and objectives were i mposed to the subsystems . Finally , the mai n points of howto communication
availably inthe Expo organizationfor crisis management were giv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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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是我国首次举办综合性世界博览会 ,

届时将有约20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约7 000 万人陆续

光临, 预计世搏会要持续184 d。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盛

会, 危机管理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世博会的顺利和安危 ,

还关系到上海乃至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大多数由危机情

境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有3 种形式: 信息传递、信息确认、信息

理解以及据此信息作出反应。有效的信息传递可以防止信

息的误传, 灵敏地启动预警系统在短时间内控制事态, 及时

处理情报为准确分析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及危机后可能产生

的负面影响提供数据支持。因此, 笔者重点探讨危机管理中

的组织信息传递问题。

1  世博会危机管理组织信息传递模型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提出了信息传递的一般模式 : 信源

→编码器→信道→译码器→信宿。根据信息论的观点 , 信息

的目的在于为信宿提供信源( 事物) 的运动状态或存在方式

的描述 , 消除接收信息前的不确定。系统科学家汉肯认为 ,

行动者之间不是直接相互作用的 , 在它们之间和之中总是存

在着某种媒介, 他把行动者之间的全部通信渠道和信息库的

集合称为通信系统。对一般的组织系统而言, 此通信系统被

称为信息传递系统。

系统哲学家欧文·拉兹洛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系统信

息流程模型 , 并把它运用于科学思维、审美思维和宗教思维

结构系统。我国学者汤敏轩( 2004) 把拉兹洛信息流程模型运

用于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把此模型进

一步运用于世博会危机管理( 图1) 。

图1 中 E 代表世博会组织的内部环境, 主要指世博会的

组织体系, 即其机构设置、权力配置等。E′指代外部环境中

与世博会组织相关的其他因素 , 包括相关组织( 如国际展览

局、大众媒体) 、法律、政策以及参展组织等。P 指接收与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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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内部信息的系统, 其代表性部门是最先接受信息的如计划

财务部、工程建设部, 以及主动考察信息的土地储备部和人

力资源部等。P′代表消极感知与主动搜集外部环境信息的

组织单元, 其代表性部门是世博集团业务板块及公关联络

部。C 指代规范系统 , 其代表性部门是各级决策机构, 如世

博土地控股有限公司和世博集团的董事会, 世博会事务协调

局等。其中,( C1) 2 的功能是对环境产生投射性影响,( C2) 1

的功能是对那些有相关依据( 法律、规章、制度等) 的事务进

行规范化处理,( C2) 2 的功能则是对无章可循的“例外事务”

进行决策, 同时接收新环境中的相关信号。R 指代内部的协

调反应 , 如改善组织文化等。R′指代对外部环境的能动性改

造, 如通过多种宣传渠道 , 增加世博会的知名度, 争取更大范

围、更深程度的社会支持等。

图1 世博会危机管理信息流程模型

2  各子系统目标取向

在世博会危机管理信息流的环节中, 每一个子系统都对

信息流赋予了目标取向 , 当信息流与这些目标取向相符时 ,

系统信息传递就达到高效, 反之 , 则出现信息流通不畅, 甚至

信息缺失、失真等情况, 影响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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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组织所处的已知内环境 E1 和未知内环境 E2 目

标取向均为学习型和自组织, 因为学习型和自组织的系统能

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结构, 高效传递组织信息。已知外环境

E1′和未知外环境 E2′目标取向为有序和平衡态, 因为这能为

组织的发展提供更顺畅的发展道路, 例如, 法律政策的完善、

政府办公的透明、大众媒体及时公正的报道等。无论是作为

环境影响者还是接受者, 世博会组织的理想内外部感知系统

P1 、P 1′和 P 2 、P2′必须具备灵敏和共享的功能。灵敏才能及

时发现环境中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危机信号 , 共享, 才能使信

息在部门间无障碍传递 , 促成广泛合作, 共同避免和应对危

机。作为环境影响者的规范系统( C1) 2 应是科学合理的, 唯

其如此才能有效控制内部信息流以使系统趋于稳定, 并能较

大程度地影响环境使之趋向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方向。作为

环境接受者时, 规范系统的目标是科学、创新 , 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规范化处理的( C2) 1 , 其规范必须科学, 为了适应不断变

化的内外环境 , 还要不断的进行制度创新; 而决策“例外事

务”和接受外界“密码”的( C2) 2 需要科学决策和管理“密码”,

在此过程中, 创新是( C2) 2 发挥功能的必要条件。( C2) 1 与

( C2) 2 之间的探索性自组关系, 进一步体现了规范子系统的

科学创新要求。内外部反应系统 R1 、R1′作为环境影响者时

的理想状态是自稳高效 , 自稳是指危机管理中 , 反应系统对

规范系统发出的信息流作出反应时, 应该以自身的稳定为前

提; 作为环境接受者时, 内外部反应系统 R2 、R2′的理想状态

是自组和高效, 自组是指在危机管理中, 反应系统接收到从

规范系统发出的信息流后, 在原有的组织内找不到可以作出

有效反应的机构时, 要适度调整自身的结构, 对信息流作出

恰当反应。最后, 高效是危机管理的重要条件, 因此也必是

内外部反应系统的目标。

3  保证信息有效传递的方法

当前世博会组织内部环境 , 基本属于学习型, 此次世博

会从着手组建起, 就投入大量高级人力资源, 形成良性的“学

习型”组织。世博会在历史上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 上海

世博会组织积极与外界联系, 探索适合自身的组织形式与体

制结构, 基本具备自组织的目标特征。当然,“自组织”本身

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趋于完善的过程。而就世博会组织的

外部环境而言, 世博会组织应积极引导外部舆论、加大宣传

力度, 汲取往届世博会的经验教训, 认识到参展者与组织者

的关系对世博会的成功至关重要。积极争取国际展览局的

更多支持, 例如请国际展览局召开介绍会, 提供专家顾问等 ,

另外,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也十分重要。

分析内外部感知系统, 世博会组织结构规模庞大, 成长

迅速, 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并且, 世博会的组织结构没有可

以遵循的固定模式; 我国首次办展, 经验不足 , 组织机构的建

立和运行也是在摸索中前进。由于以上原因, 世博会组织内

外部感知系统的灵敏度和共享性存在很大疑问。这在危机

管理中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此尤其值得重视。

规范系统 , 首先, 从历届世博会来看, 世博会对外环境的

影响有正有负。成功的世博会能够对外环境产生正面影响 ,

否则反之。例如1984 年新奥尔良世博会的失败原因固然很

多, 但是作为民间投资的该届世博会既不能有效融资, 也没

能获取政府的有效支持 , 更没有与大众媒体取得良好合作。

这些说明了决策者没能准确估量来自感知系统的信息 , 修正

规范体系以改善外部环境, 使其有利于世博会的运营 , 即, 其

规范子系统没能实现其科学合理的能动性目标。其次 , 规范

系统作为环境接受者时 , 每届世博会都处于不同的外环境。

尤其此次是我国首次 , 也是第1 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综合

性世界博览会。因此 , 如何体现其规范系统的“科学创新”将

成为本届世博组织危机管理的一大挑战, 这包括: 如何制定

和执行规范、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合理运作世博会、根据国

际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决策方向 , 如何杜绝可预料的情况由

于不及时制定规范而造成不可控的“例外决策”、完善“法治”

的组织环境、减少“人治”在规范系统中的决策比重等。

从世博会组织的执行系统来看 ,“自组”应该可以达到 ,

因为世博会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本身就是单独运作的组织系

统, 可以实现灵活的自组。但由于世博会组织的规模非常庞

大, 涉及国家行业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阶层的行政管理部门 ,

并且是在短时间内临时组建的, 因此其自稳性不够。缺乏自

稳性的组织通常组织架构不够严密 , 信息容易产生断流, 执

行的效率和效果难以保证。因此, 只有加强世博会组织各部

门间的联系使其形成一个通畅的信息网络, 才能提高执行系

统的自稳性, 才能在应对危机时具有高效执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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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特色”品牌。引进和培育旅游企业集团 , 实现特色化、

市场化、规模化、品牌化经营, 营造古朴、健康、休闲的原生

态旅游氛围, 树立“黄庭坚故里, 原生态修河”的旅游形象。

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 , 拓展交通、住宿、饮食、购物、观光、

游玩、娱乐等服务项目 , 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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