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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4_E6_9C_882

4_E6_97_A5_E5_c26_649662.htm 【社会背景】 今日，广东、

浙江、江苏、安徽多地现抢购食盐现象，并且出现了一些商

家趁机提价的投机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抢购碘盐、

酱油、腌菜等非理性行为的蔓延，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仅仅

凭借专家的“吃碘盐完全没有必要，抢酱油更是无稽之谈”

能让被抢购冲动缠身的公众冷静下来吗？ 就理性的个体来说

，在正常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中，恐怕很难相信食用盐中的碘

可以有效防止核辐射，但是，在公共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的

事实面前，个体有限的理性被集体的非理性裹胁了，并且二

者相互作用，最终出现了“抢购冲动”，对此，社会应有清

醒的认识，既不能一味地批评公众的抢购行为，也不能仅仅

用稳定市场的方式来对待之，而应站在更大的视野下观察这

种传言风险，进而求得解决之道，否则，只能是类似场景的

再次显现。 事实上，这种抢购冲动现象我们似曾相识，在当

年的非典危机中不是同样出现了抢购板兰根等现象吗？这都

让我们见识了传言的杀伤力，其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已经到

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因此，笔者以为，传言之所以被公众相

信，不仅仅是因为传言本身具有的杀伤力，更是由于人们面

对正在发生的危机以及无法掌控信息的前提下为自身预设的

恐慌。 【解决对策】 诸如此类的事实表明，传言是不可能杜

绝的，尽量降低传言风险，是现代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责任

。可以说，传言既是一种心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传

言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触动了社会深层的机制。这是我们



审视抢购冲动的立足点所在。 如果易于导致社会失序的传言

的蔓延无法得到有效抑制，就容易造成社会恐慌，可以认为

抢购冲动就是社会恐慌的代名词。认识到了这点，在笔者看

来，就找到了消除抢购冲动风险的路径：一是满足公众的公

共信息需求，避免信息非对称现象；二是消除公众预设恐慌

的土壤。 相关推荐： #0000ff>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

潜伏的“保障房” #0000ff>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拆迁

暴富埋下的隐患 #0000ff>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高考改

革 #0000ff>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0000ff>2011年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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