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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研究基于国际应急管理前沿理论，结合我国应急管理实践，建立了以突发事件预防准
备、应急处置、恢复重建为主要内容的评估指标，构建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特征的应急
管理能力评估体系。本研究基于案例分析视角，对照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指标，选取经典
案例，分析评估该案例在这一指标下应急管理的现状及其能力，并结合应急管理的理论
与方法，提出进一步提升我国应急管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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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2003年“非典”疫情的应对为契机，我国启动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已逐步从单灾种的部门应对模式发展成为
多部门协调应对的综合应急管理模式。近十年来，我国形成了以国务院《国家突发公共
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为总纲，以应对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专项预
案、国务院各职能部门根据各自部门职责编制的部门预案和各省（市、自治区）总体预
案为主的全国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为基本大法、以《防震减灾法》、《食品安全法》、《消防法》等专业类法律法规为专
项法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构建了以消防部队为主导的国家应急救援网络体系
；建立健全了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保障体系；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的
全社会应急支援体系。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玉树
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上海静安特大火灾事故以及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等一系
列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置后，我国应急管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与发达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已达数十年的历史相比，我国应急
管理体系建成的时间还很短，特别是近年来在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灾害事故中，不同程
度暴地露出应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许多措施和管理方法还需要经过大量突
发事件的应对实践加以检验完善。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我国将进入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将面临灾害事故频发，社会运
行风险不断增大的新形势。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也需要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在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发展已近十年的现阶段，全面分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现状并准
确评价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提高我国应急管理能力的
基础，对于科学衡量和评价应急管理绩效，指导应急管理向规范化、精细化和可持续方
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能客观反映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现状，并评价应急管理能力，本研究将根据应急
管理理论体系、国内外应急管理经验和我国应急管理框架，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应急管理
特征的能力评估体系。然而，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虽日臻完善，但是在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实践中，仍然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果不通过突发事件应对实效的检验，很难评估
出现有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应急管理的能力高低。因此，本研究一改惯用的通过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并直接对评估指标赋值打分进行应急管理能力评估的方法，而是基
于案例分析视角，从评估体系中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指标出发，选取典型案例，针对该指
标的应急管理能力建设要求，分析评估该案例在这一能力指标下应急管理工作的现状和
能力，并结合应急管理理论与国内外应急管理方法，对该指标领域进行拓展，提出符合
我国应急管理实践能力建设要求的改进方向或实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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