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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以来，应急管理问题的研究被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广泛关注，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自然灾害的应急救灾、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应对、突发社会群体事件
的应急处置等一系列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应急管理均纳入了应急管理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之中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作为我国首批“985”大学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和
研究，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方面被列入我国首批MPA（公共管理硕士）培养试点单位，在公共管理科
研和教学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是一所有着很强的航空航天特色的高等学府，而安全问题对航空航天而言，有着
特殊的重要意义。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在2006年初就成立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所，对安全应急管理的
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安全应急管理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几年来，我们先后承担了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应急管理的模式与实践问题研究”、国务院应急管理办
公室“当代中国应急管理体制研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当代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安全应急
管理问题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课题，并取得了预期的研究成果，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交了多份研究报
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论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所成立以来，在有关领导的帮助指导和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
下，学术研究工作稳步推展。
其中，“中国应急管理模式与实践问题研究”课题得到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现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
任的亲自指导，他多次参与课题的研究讨论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现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专家组组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参事担任
了课题组长，悉心撰写论文并修改相关文稿。
这一课题研究所形成的主要成果，包括有三篇论文，作为2009年10月由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和美国政府
智库威尔逊中心在华盛顿DC举办的“中美政府机构设置及运行模式比较研究”研讨会的入选论文，
在大会上予以发表，受到美国政府有关官员和学者的关注。
经有关领导和作者同意，这三篇论文作为特约专稿被收入本书中。
我们承担的“当代中国航空工业发展中的安全应急管理问题研究”课题，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林左鸣总经理的指导和支持下进展顺利，他多次鼓励本所研究人员要积极开展与航
空产业有关的安全应急管理问题的研究，例如，应急管理中的航空救援问题的研究，航空企业应急管
理的体制机制研究等。
在此，我们对上述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所成立以来，得到了学界专家和朋友们的热情关心和帮助。
在本所成立之初，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分会主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承办的“全国应急
管理和政策创新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底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等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的领导
和专家，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
等国内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来自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应急
管理》和《理论探讨》杂志社等新闻和学术期刊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朋友与会，多位专家学者就应
急管理和政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主题发言。
本书大多数论文来自这次研讨会的成果和此后的凝练、总结。
在此，我们对与会代表和论文作者，以及关心和支持本所研究工作的专家和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方面取得的点滴成绩，与我们所在学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
分不开的。
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谭振亚教授，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业务司副司长
、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助理兼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彦通教授，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现任党委书记李成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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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振亚常务副书记对“全国应急管理和政策创新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和我校安全应急管理研究工作给
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张彦通教授在兼任北航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期间，十分关心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亲自指
导和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本书中收入的成果也有他的精心之作。
李成智教授多次关心本书的出版，并对安全应急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多方面的
帮助。
　　我们深知，这本文集是众多作者集体心血的结晶。
在此，向所有支持和关心本书出版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正是由于有他们的辛苦劳动和热情帮助，本书才得以如期出版。
唐波勇、陈晓正等博士生参与了本书的部分文稿的整理与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成果是多位作者的集体创作的结晶，加之有一定时间跨度，各
篇文章之间存在观点、风格上的差别在所难免，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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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以来，应急管理问题的研究被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广泛关注，并越来越受到重视。
自然灾害的应急救灾、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应对、突发社会群体事件
的应急处置等一系列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应急管理均纳入了应急管理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之中
。
本书对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与实务，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安全应急管理问题开
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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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上述图式中，我们不难发现，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是同一个研究的前端和后端，社会风险研究
和公共危机研究是一般性风险研究和危机研究的特例，社会预警与应急管理研究是社会风险研究与公
共危机研究的特例。
这样，公共管理学领域中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其学科边界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它很显然是一个多学科
交叉的学术领域。
传统的以社会学为主体的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研究只涉及了前端，以公共管理学为主体的公共危机、
应急管理研究只涉及了后端。
此外，公共危机并非是孤立的，难以脱胎于一般形式的危机而独立存在，因此，从广义上讲，风险与
危机研究也应是公共危机研究的涉及范畴。
　　除了内部逻辑的必然性以外，现实也需要将社会风险、社会预警研究与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研究
结合起来。
前端研究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风险识别、预警与消减，但并非所有的社会风险都能被准确
识别、及时预警和有效消减，相当一部分仍然会演变为公共危机，而此时以社会学为主体的研究就显
得力不从心；以公共管理学为主体的研究则只涉及了后端，但是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就是“防重于控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社会风险则难以有效溯及，也超出了本学科的研究范围。
　　这个分析图式还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功能：一是可以清晰地划分概念的论域，使研究的问题既能相
互衔接，又无覆盖重叠；二是打通学科之间的界限区隔，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可以就同一个研究问题
展开学术对话。
此外，这个分析框架也使前述的概念困境迎刃而解，既然公共危机研究也是一个“连续系统？
”那么，采用“事件”视角就并不妨碍公共危机的过程性：从社会风险到公共危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至少包括社会风险识别、预警、消减、公共危机应急处理、情境恢复等五个阶段，公共危机还是完
全可防、可控和早期预警的。
这个“连续统”或许也能消弭国际学界在定义的分歧：公共危机到底是“事件（点）”还是“过程”
（线）？
本文的观点是，公共危机既是“事件（点）”，也是“过程”（线），其道理正如物理学中光的“波
粒二象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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