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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第一章绪论、第二章铁路突发事件、第三章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机制和体制等内容。

　　本书内容简介：围绕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法制，系统地阐述了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
理论方法与科技手段。
书中分析了国内外应急管理研究现状，研究了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机制和体制，论述了铁路突发事件
的内涵，提出了现代铁路应急预案管理的方法，同时阐述了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中的预警、响应与处置
，应急法制体系，应急演练，应急管理评价，应急资源保障体系和应急管理信息技术支撑体系等。
本书可供铁路应急管理及相关行业人员阅读，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绪论
1.1 应急管理概述
1.1.1 基本概念
1.1.2 应急管理的基础学科
1.1.3 应急管理模式
1.2 国内外应急管理现状分析
1.2.1 国外应急管理现状
1.2.2 我国应急管理现状
1.3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概述
1.3.1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与传统铁路应急管理
1.3.2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意义
1.3.3 铁路应急管理的发展历程
1.3.4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主要内容
1.3.5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第二章 铁路突发事件
2.1 铁路突发事件的内涵
2.1.1 铁路突发事件的定义
2.1.2 事故与铁路突发事件
2.1.3 风险与铁路突发事件
2.1.4 危机与铁路突发事件
2.2 铁路突发事件分类和分级
2.2.1 铁路突发事件的分类
2.2.2 铁路突发事件的分级
2.3 铁路突发事件的特点
2.4 铁路突发事件诱因分析
2.4.1 人为因素
2.4.2 环境因素
2.4.3 设备因素
2.4.4 管理因素
参考文献
第三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机制和体制
3.1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内涵
3.1.1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概念
3.1.2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特点
3.1.3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对象
3.1.4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
3.1.5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体系框架
3.1.6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现代铁路应急管理
3.2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机制
3.2.1 应急管理机制概述
3.2.2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机制的构成
3.2.3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
3.3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体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

3.3.1 应急管理体制的内涵
3.3.2 国外应急管理体制分析
3.3.3 我国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组织体系
参考文献
第四章 铁路应急预案管理
4.1 铁路应急预案的内涵
4.1.1 铁路应急预案及铁路应急预案管理的定义
4.1.2 铁路应急预案的作用和意义
4.1.3 铁路应急预案的分类
4.2 铁路应急预案的基本结构与内容
4.2.1 铁路应急预案的基本结构
4.2.2 铁路应急预案的核心要素
4.2.3 铁路应急预案的内容
4.3 铁路应急预案的编制
4.3.1 编制原则与注意事项
4.3.2 应急预案编制
4.3.3 铁路应急预案三级编制与审批流程
4.4 铁路应急预案的宣传
4.4.1 铁路应急预案宣传的目的和意义
4.4.2 铁路应急预案宣传形式
4.5 铁路应急预案的培训
4.5.1 培训的范围及内容
4.5.2 铁路应急预案培训方式
参考文献
第五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中的预警、响应与处置
5.1 铁路突发事件预警
5.1.1 铁路突发事件预警的内涵
5.1.2 预警级别和发布
5.1.3 铁路突发事件信息报告
5.1.4 铁路突发事件预警管理系统
5.2 铁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
5.2.1 应急响应的内涵
5.2.2 铁路应急动态管理流程
5.2.3 铁路突发事件应急响应行动标准
5.3 铁路应急后期处置与调查评估
5.3.1 应急结束与后期处置
5.3.2 铁路应急处置调查评估
参考文献
第六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法规体系
6.1 应急管理法规概述
6.1.1 国外应急管理法规简述
6.1.2 我国应急管理法规的建设与发展历程
6.2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法规体系
6.2.1 应急管理法规体系
6.2.2 铁路应急管理法规体系
参考文献
第七章 现代铁路应急资源管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

7.1 铁路应急资源概述
7.1.1 铁路应急资源的定义和特征
7.1.2 现代铁路应急资源管理的目标与原则
7.1.3 现代铁路应急资源管理的保障机制
7.1.4 现代铁路应急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
7.2 铁路应急资源分类
7.2.1 铁路人力资源
7.2.2 铁路资金资源
7.2.3 铁路物资设备资源
7.2.4 铁路设施资源
⋯⋯
第八章 铁路应急演练
第九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评价
第十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第十一章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铁路应急管理>>

章节摘录

　　（2）第二阶段：铁路应急管理的快速发展时期（2005～2008年）。
这个时期主要的特征是建立应急管理机制、体制和法制，构建一个系统化、专业化的铁路应急管理体
系。
　　2005年是我国铁路应急管理全面发展的起始点。
在这段时期里，我国铁路建立并逐步修订完善了铁路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建立了三级铁路应急管理机
构，逐步完善了铁路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建立了铁路突发公共事件月报制度；组织开展了应急管理宣
传教育、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工作；开始推进铁路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通过以上一系列工作的开展和完善，我国铁路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这个时期，为保障铁路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还颁布了《国家处置铁路行车事故应急
预案》、《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等规范性的法规和文件。
铁路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但理论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应急救援处置、应
急预案、应急物流和应急救援指挥系统等方面。
　　（3）第三阶段：铁路应急管理质量提升时期（2008年以后）。
2008年对铁路应急管理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年初的南方大范围雪灾、“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和汶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发生，严峻地
考验着铁路应急管理能力。
　　铁路部门及学术界都从不同角度深入总结铁路应急管理的经验与不足。
这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应急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研究，全面提升铁路应急管理的水平。
铁道部开始修订完善《“十一五”期间铁路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健全体制和机制，加快铁路应急体系建设，启动了
京津城际铁路防灾监控系统、综合视频监控系统、大风实时监测系统等重点信息化项目的建设。
　　为全面深入推进和谐铁路建设创造良好环境，我国铁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再一次站到了历史的新
起点上。
这个时期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应急能力、应急资源调度、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应急预案评价
等方面。
为了提高铁路应急管理水平，铁道部应急管理办公室和北京交通大学联合开展了铁道部重点项目“铁
路应急预案管理研究”和“铁路应急管理统计”的研究工作，系统地研究了现代铁路应急管理的方法
与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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