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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危机公关是指在发生或可能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组织形象、声誉和利

益，通过传播管理和协调手段，应对、化解或降低危机的负面影响的一系列活

动。

特点
危机公关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影响性、风险性等特点，需要快速反应、有效

应对和科学管理。

定义与特点



在危机发生时，及时、透明、负
责任的公关策略有助于维护和恢
复组织形象，增强公众对组织的

信任。

维护组织形象
有效的危机公关可以降低危机对组
织的负面影响，减少经济损失和品
牌价值损失。

降低危机损失

危机公关的过程也是组织学习和提
高危机应对能力的过程，有助于组
织在未来更好地应对危机。

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危机公关的重要性



20世纪以前，企业公关主要关注媒体关系和形象
塑造。

早期阶段

20世纪中期，随着消费者权益运动和社会责任运
动的兴起，企业开始注重公共关系和社会责任。

发展阶段

20世纪末至今，危机公关成为企业公关的核心内
容，强调预防、应对和恢复的全面管理。

成熟阶段

危机公关的历史与发展



PART 02

危机公关的传播策略

REPORTING



    

媒体关系管理

建立和维护媒体关系

与各类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确

保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获得及时、准确

的信息传递。

媒体监测与分析

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及时掌握危机事

件的舆论动态，为制定传播策略提供

依据。

媒体沟通培训

对组织内部人员进行媒体沟通培训，

提高他们在危机中的应对能力。



制定信息发布策略

明确信息发布的目标、时间、方

式和渠道，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

准确性。

内容策划与审核

对发布的危机信息进行精心策划

和审核，确保信息内容能够有效

地传递给目标受众。

信息反馈与调整

根据受众反馈和舆情变化，及时

调整信息发布策略，以适应危机

发展的需要。

信息发布与内容管理



网络媒体
利用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网络平台进行信息传播，传播速度快，
互动性强。

内部沟通渠道
利用组织内部的通讯、会议等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确保内部信息畅
通。

传统媒体
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进行信息传播，覆盖面广，影
响力大。

危机公关中的信息传播渠道



1

2

3

及时发现和应对负面信息，防止其扩散和恶化。

控制负面信息扩散

通过发布权威信息、回应质疑等方式，引导舆论

向有利于组织的方向发展。

引导舆论方向

密切关注舆情变化，及时发现和应对新的危机风

险。

监测舆情变化

危机公关中的信息控制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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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效的信息传
递机制

确保内部信息畅通，各部门能够

迅速获取危机相关信息，并作出

相应反应。

明确责任分工

对不同部门在危机应对中的职责

进行明确划分，避免出现责任盲

区。

制定应急预案

针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情境，制定

详细的应急预案，指导内部团队

应对危机。

内部协调机制

030201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15230131223011224

https://d.book118.com/515230131223011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