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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要增强应对风险和突发事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各项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
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并随之带来
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
出。
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各级政府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增强风险意识、提高抵御风险和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摆上重要位置，加强培训教育，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危机
，妥善应对各类风险和突发公共事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其次，要掌握风险处置的科学方法。
在应急处理过程中，决策者要善于找准突发事件发生的症结所在，准确地找到危机的原因和关键因素
，迅速地对症下药，控制突发事件的蔓延，缩小或者化解危机的破坏程度。
要学会充分利用知识网络设施和信息技术手段，创新风险决策方法，掌握风险防范的管理艺术。
要提高公务员心理承受能力，处理好风险状态下的紧张心理，如激动、焦虑、恐惧、挫折等。
还要善于疏导群众情绪，缓解群众的恐慌心理，做好应急中的媒体宣传和信息沟通工作。
公务员要善于利用“外脑”，吸收专家学者的意见，在风险处理过程中制定详细的应对计划，注意应
急处理的协调性与周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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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按照形成损失的原因，可分为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两大基本风险，又可分为自
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现象、物理现象和其他实质风险因素的作用，而给人们经济生活、物质生产和
生命安全带来损失的风险。
如，地震、海啸、暴风雨、洪水、火灾等。
社会风险是指由于个人行为的反常或不可预料的团体行动而形成的风险。
例如，抢劫、偷盗、罢工、暴动等。
经济风险是指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相关因素的变动或估计错误导致产量减少或价格涨跌的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起源于种族、宗教、国家之间的冲突、叛乱、战争所引起的风险。
人们对政治风险的理解更为广泛。
通常由于政策、制度的变动以及权力的更迭而引起的风险也称为政治风险。
特别是在制度转轨过程中，制度的错位、越位、缺位现象，诱发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制度本身的公信
力降低还会引发社会成员的道德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自然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时很难明确
区分。
随着社会行动影响范围的扩展和影响强度的增强，在整个风险结构中，人为风险在数量和潜在影响后
果上压倒了自然风险，同时，自然风险也由于人为干扰因素的增强，带有了强烈的人为色彩，这尤其
体现在自然风险影响的强度和范围的扩大上。
如，由于人的行为引起的风险，以某种自然现象表现出来，则风险本身属于自然风险，但由于它是人
们行为所致，因此又属于社会风险。
又如，由于市场价格变动引起产品销售不畅，利润减少，这本身是一种经济风险，但价格变动导致某
些部门、行业生产不景气，造成社会不安定，于是又会带来社会风险。
（2）按照产生的环境，风险可分为静态风险与动态风险。
静态风险是在社会经济正常情况下存在的一种风险，故称之为“静态”。
从影响的范围来看，静态风险只对少数社会成员或个体产生影响。
对个体而言，风险事故的发生是偶然的、不规则的；对社会整体而言，可以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动态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的变动而引发的风险。
通常由人们欲望的变化、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等引发。
如，市场结构调整，人们消费偏好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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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为政府创新与能力建设丛书之一。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