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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论文集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项目编
号06&ZD022）的最终成果之一。
本项研究始于2006年10月，由相关领域的近20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
课题组下设四个子课题，负责人分别是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李岳德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所莫纪宏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程伟教授
。
课题组成员来自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
本书对法治背景下的我国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进行多角度、跨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以理
性、现实且发展的思维构建既符合突发事件及其应对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预警机制和
应急管理体系。
本论文集由课题组成员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公开发表的论文汇集而成，共有论文40篇。
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上篇是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思考。
2007年11月开始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构建了我国公共应急管理的制度框架，使应急活动有法可
依，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课题组成员纷纷撰文，呼吁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推动我国的应急法治建设。
随着该法的实施，面对2008年以来发生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甲型HINI流感、
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该法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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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11月开始施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构建了我国公共应急管理的制度框架，使应急活动有法可
依，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围绕突发事件应对这一核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如何实现应急管理的法治化。
一部分文章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思考，呼吁以《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推动我
国的应急法治建设。
并认为应当及时总结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适时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修改。
一部分论文对完善社会预警和应急管理法律制度进行了思考。
对我国的公共应急体制、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危机预控、行
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重大突发事件的国家救助制度、社区危机管理机制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
讨。
还有部分文章对国外应急法制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以期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的法治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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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行政法学研究》主编，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监
察学会常务理事。
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应急专家组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山东省、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顾问或专家咨
询委员，北京市依法治市顾问。
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系我国首位行政诉讼法博士。
曾赴美国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
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获得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
青年法学家奖”、霍英东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宝钢优秀教师奖、2006年首都劳动奖章。
 
    出版学术专著、合著二十余部，专著有《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研究》、《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
务》、《行政许可》。
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曾直接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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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突发事件应对法》思考  1.完善应急法制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制度基础  2.我国公共应急法制的
重要发展——写在《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实施之际  3.《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的若干问题  4.《突发
事件应对法》是我国应急工作的法律基础  5.加强应急法制，提高政府效能，建设法治政府——我国应
急法制发展的基本经验和现实课题  6.应急法治要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  7.努力推动我国应急法制更好
更快发展  8.要加强应急法制的统一性  9.学会刚柔相济应对突发事件——谈谈应急管理工作中的行政指
导措施  10.加强地方执行立法促进应急法治建设  11.论公共应急领域的地方“二次立法”  12.未雨绸缪
，提高政府依法救灾的能力  13.冰雪灾害全面考验政府服务职能  14.用法制凝聚全民抗灾的力量  15.“5
·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和谐重建法律与政策建议  16.关于完善和加强甲型H1N1流感防控法律措施的
建议  17.关于宣布乌鲁木齐市进入紧急状态的法律建议  18.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处置中几个法律
问题的建议  19.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建议中篇  社会预警和应急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20.略论我
国社会预警和应急管理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完善  21.突发事件应对逻辑解析  22.回顾雪灾与反思公共应
急“一案三制”  23.由自然灾害频发反思公共应急体制  24.政府应急能力建设及其自我认知调查——“
社会预警与应急管理建设”问卷分析报告  25.论我国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  26.资源动员与服务传
递——试析红十字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李程伟  27.论应急预案的性质和效力——以国家和省级
预案为考察对象  28.我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缺陷及其完善  29.我国应急物资储备制度的完善  30.比较
视野中的城市安全危机信息披露  31.试论危机预控的概念、功能和具体措施——从年初雪灾中的一次
争论说起  32.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33.论重大突
发事件国家救助的制度完善——以SARS个案为中心  34.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应急救助及行政法的回应 
35.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突发事件中的国家救助  36.北京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37.社
区危机管理机制的建设：对北京市的政策建议下篇  国外应急法制  38.国外应急法制的七个特点  39.英
美两国应急预案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40.美国药品安全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对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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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应该更多依靠政府职能部门，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在预防突发
公共事件中的组织优势、管理优势和专业技术优势，将政府职能部门作为应急管理的常备力量、主干
力量。
这种制度安排无疑给政府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检讨以往我国政府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过程，普遍存在重审批而轻监管、重末端而轻过程的倾向，全
程管理的理念和实践都比较欠缺。
这种倾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管理过程的脱节，降低管理效能，并且容易形成问题积弊，为日后解决这
些问题造成困难，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都与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对事务的全程管理有关
。
因此，政府职能部门要通过改善日常管理过程，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中，这可以说是应急管理的一
种最合理、最经济、最实用的考虑。
3.建立应急管理公务合作制度，加强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之间、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构与职能
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公务合作。
公务合作是指无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基于行政整体性、统一性的需要，相互提供支持、配
合、协作，以共同完成行政管理任务的一种活动。
公务合作的效果依赖于一整套公务合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其中包括应急预案合议制度、信息与资源
共享制度以及行政协助制度等。
这些制度中的任何一项制度，对于提高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以及最大限度减轻损害而言，都是
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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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急管理法治化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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