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导干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领导干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实用指南与案例分析（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801406842

10位ISBN编号：7801406842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中国应急管理》编辑部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08-08出版)

作者：《中国应急管理》编辑部 编

页数：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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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导干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

内容概要

　　为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公务人员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编者从《中国应急管
理》杂志上精选了部分精品文章，分预防和处置、案例分析、国外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借鉴与
启示等几个部分，从理论到实践，由浅入深地对政府应急管理进行阐释和介绍，相信对各级领导干部
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有所裨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领导干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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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论应急文本预案、数字预案与智能方案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况、趋势分析及
应对策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与灾害管理基本体制及转型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中要注意的问题突发公共
事件的信息发布和新闻媒体管理从胜任特征切入看基层政府应急管理人力资源现状应急资源优化管理
研究的主要问题医院应急管理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风险管理：“关口再前移”的有力保障非政府组
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加强应急管理的财政保障机制研究社区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和任务大
学城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从“大校园”到“大社区”的应急模式演进安全社区建设与完善基层应
急管理体制关键环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重要视角国家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思
考和建议医院应急管理的脆弱性分析举重若轻与举轻若重——提高基层政府应急能力的实践和思考大
型群众性活动应急管理研究对我国自然灾害应急行动的一些思考我国的气象灾害及科学防灾减灾从南
方暴风雪灾害看我国应急管理2008，“雪压中国”后的五个非常思考我们如何更好地应对巨灾——冰
雪灾害反思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南方林区林火行为、扑救和安全的影响与应急对策百年雪灾挑战
与政府改革反思雪灾的经济影响机制及其应对研究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政府初期响应从汶川大地震看
地震预警系统的建设从悲伤到复原——汶川大地震后心理重建的重要性与政策建议地震灾区儿童保护
的思考完善预警预报系统 提高防御山洪灾害能力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论常
态与非常态结合社会组织在防范化解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群体性事件预警与社会风险因素辨识现阶段
完善我国灾害救助工作的若干建议军队在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发挥在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建设中
充分发挥公安消防部队的突击队作用现代恐怖主义与现代化学生物恐怖问题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及其安
全运行保障体系的建立城市内涝灾害的对策与管理个体安全与“积极的安全”对策重大事故性质与规
律认识省域危化救援体系建设与运行探讨——以河南省为例下册中篇：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案例
分析突发公共事件调查评估经验借鉴——三个案例的分析和比较特大地质灾害中成功避险的启示“碧
利斯”遭遇战及反思密切协作快速反应奋力应对风暴潮——2007年防抗特大温带风暴潮综述危险品轮
船“Gas Bauhimia”轮成功防抗“达维”的反思常被不懈化险为夷——“海洋石油298"船成功救援及启
示妥善应对风暴潮全力确保渔民生民财产安全森林火灾中人员伤亡案例分析与避险措施研究苯酚槽罐
车翻车水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科学指挥积极应对成功预测避让“1·3”大型山体滑坡“5·12”抗震实
例的分析与建议上海轨道交通四号线工程事故与抢险云南普洱6·4级地震建筑震害分析吉林成功处置
“8·21”牛亡牛河水污染事件三门峡陕县“7·29"事件应急救援成功的启示南宁市“9.14”甲醛贮罐
泄漏污染事件案例分析沧州市政府成功处置沧州大化集团TDI有限公司“5.11”爆炸事故的经验与启示
快速反应密切协作科学应对——漯河市“7.25”硫酸二甲酯泄漏事故处置情况纪实2006年福建省建瓯
市延期高考事件处置的启示下篇：国外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借鉴与启示国外应急法制的七个特
点联合国对预警系统建设的倡议国外基层应急管理的启示切尔诺贝利之反思英国应急管理考察报告—
—国务院办公厅“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培训团”考察报告英国应急管理的特点及启示——国务院应急办
赴英培训考察团考察报告城市地下铁路应急通信保障刍议徐海琛——以伦敦“7·7”恐怖袭击事件为
案例的思考英美两国应急预案制度及其借鉴意义FEMA的演变与发展——透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应急管理的四次变革美国南加州大火：教训与启示美国全国应急预案及其制订情况评价报告概要美国
应急平台及其支撑体系考察报告美国国家应急反应框架简介加拿大美国核应急考察报告俄罗斯、日本
应急管理考察报告——国务院办公厅赴俄、日应急管理考察团考察报告德国应急管理的特点及启示应
急新闻报道：NHK的经验与启示澳大利亚应急管理工作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加强危机前管理全面提
升森林火灾预防能力——希腊森林大火之思日本自然灾害预警运行体系窥探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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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温家宝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国家应急管理工作
，并把这项任务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
近年来，国务院用了很大力量组织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专项和部门应急预案，
各省区市也完成了省级总体预案制定工作，在全国初步形成了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法制，把各项应急预案全面落到实处，还需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工
作。
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把全国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
建立健全社会应急体系，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就是要提高国家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
力，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保障国家安全、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政府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任务
。
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充分认识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大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发展机遇增多，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安全风险交织并存，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重大疫情传播
范围扩大，能源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抬头，民族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加剧。
公共安全事件的诱因和影响呈现较强的世界性特点，增加了预防和控制的难度。
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和2004年防治“禽流感”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国内看，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社
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重大公共卫生事
件和社会安全事件难以避免。
突发公共事件不仅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会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对国家安全和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加强应急管理工作，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为人民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减少损失，是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
人民的利益重于泰山，我们的责任也重于泰山。
一些公共事件有突发性，有的甚至有不可预见性，但是如果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而造成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重大损失，那就是最大的失职。
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把保障人民群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应急管理的首要任务，最大
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危害，这是我们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提高行政能力的
重要方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特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需要把应急管理作为政府十分重要的任务。
应急管理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
这方面目前仍然是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急管理水平，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检验政府
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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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
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保障。
我们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高度，加深认识做好这方面工作
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这项安国利民的大事做好。
加强全国应急体系建设和应急管理工作，各级政府必须转变管理和服务观念，切实把应急体系建设和
管理作为重要的职能和任务，要有完善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预案，有实施预案的强有力的组织管理
工作，有完备的法制作保障。
这里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第一，健全体制，明确责任。
这是加强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的关键。
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
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
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
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实行行政领导责任制。
国务院是全国应急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应
急管理和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的行政领导机构。
各级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更新理念，把加强应急管理摆上重要位置，把人力、财力、物力等公共资
源更多地用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二，居安思危，预防为主。
这是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要全力做好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工作，常备不懈，防患于未然。
要健全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健全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加强专业救灾抢险队伍建
设，健全救灾物资储备制度，搞好培训和预案演练，全面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
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和建筑物密集、社会财富集中，城市越大安全风险越高，更应当有完善的预防和
应急管理措施。
要不断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并认真落实。
要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常态和非常态相结合，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真正把各项预防和应急措施
落实到位。
第三，强化法治，依靠科技。
这是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保障。
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必须坚持依法管理，运用科技提高管理水平。
要加快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法制体系，把应急管理工作纳入规范化、制
度化、法制化轨道。
越是紧急的时候，法制越显得重要。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是全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总纲，具有法规效力；各级各类应急管
理预案，都是我国应急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依法保证贯彻实施。
要高度重视运用科技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应急管理科学研究，提高应急装备和技术水
平，加快应急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形成国家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
。
第四，协同应对，快速反应。
这是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是一项涉及各个部门、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全国各级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预案，是一个统一的、分级分类管理、各负其责、协调配合的完整体系。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不仅要加强本地区本部门的应急管理，落实好自己负
责的专项预案，还要按照总体应急预案的要求，做好纵向的和横向的协同配合工作。
要健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明确各方面职责，确保一旦有事，能够有效组织，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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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转，临事不乱。
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和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监测、预警
和处置工作，形成政府统一指挥、各部门协同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
第五，加强基层，全民参与。
基层的应急能力，是全部应急管理的基础；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目前，我国基层的应急管理能力相当薄弱，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不强，这也是安
全事故多发、灾害损失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层和群众要有安全意识，有参与应急管理的主动性，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管理部门要重视基层
群众反映的情况，快速作出反应，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
加强应急体系建设，要特别重视城乡基层和各项基础工作，做好社区、农村、学校、医院、企事业等
基层单位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基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能力。
要广泛宣传和普及公共安全知识、应急管理知识、灾害知识、防灾救灾和自救知识，提高群众参与应
急管理能力和自救能力。
要在中小学开设公共安全课程，培养学生的公共安全意识，增强他们遇险自救和保存自己生命的能力
。
这对提高国家和全社会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效率，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
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把我国的应急体系建设和管理提高到新水平。
 上篇：突发公共事件预防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刘铁民一、前言应急预案，又称应
急计划，是针对可能的突发公共事件，为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开展应急与救援行动、降低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而预先制定的有关计划或方案。
它是在辨识和评估潜在的重大危险、事件类型、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过程、事件后果及影响严重程度
的基础上，对应急机构与职责、人员、技术、装备、设施（备）、物资、救援行动及其指挥与协调等
方面预先做出的具体安排，它明确了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以及刚刚结束之后，谁负
责做什么，何时做，以及相应的策略和资源准备等。
编制应急预案是我国“一案三制”应急体系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工作
的基础，我国《防洪法》、《抗震减灾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中均有明确规定。
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并实施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和
省级预案；各市、县政府也大都制定了总体应急预案；截至2006年3月，我国已制订各级应急预案约2
．4万件，基本覆盖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对提高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但由于我国应急体系建设工作起步时间较短，在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些预案格式、内容雷同，脱离本部门实际；预案文档冗长，多则可达数百页，查询使用困难；不
同层次、类型预案之间连接融合性不够，缺乏标准化交互程序；预案过于注重文本文件形式，而忽视
培训、演练等预案管理内容；一些预案科技水平较低，先进技术方法应用不够。
这些差距与问题在今后预案编制工作中应引起注意。
二、编制应急预案的基本认识1．假定事件肯定发生制定应急预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准备事件肯定发
生，应急管理可能涉及预防、应急响应和事后调查处理与整改，但应急预案的对象主要是在应急响应
阶段，即使是应急准备工作也是强调针对事件发生的准备。
预防是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原则，但不是应急预案的特点、工作目标和主要内容。
2．应急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和严重破坏性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是在难以预见情况下突然爆发，而且具
有扩展、放大和激变的潜力，一旦失控可由事件转化为危机，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和人民生
命与财产安全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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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的对象不是日常工作中紧急的一般性问题，而是用常规管理无法应对的不可预见和具有破坏
性的顶级事件。
3．应急预案的重点是应急响应的指挥协调突发公共事件往往诱因复杂，形势多变，激化迅速，而且
其时间和空间分布范围难以把握。
几乎每次重大事件应急响应活动都涉及几十个部门、上百个单位，少则百人，多则数万人，还可能出
现跨地区，甚至跨国境的复杂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次应急响应都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使这个系统能够快速、高效运行关键
是多机构的联合指挥与协调。
应急预案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统一、有序、高效的运行机制。
4．应急指挥的核心是控制从系统动力学观点，公共安全事件的诱发、发展和演变是一个“能量”转
换的动力过程。
应急指挥的核心就是应用反馈机制，合理应用应急力量和资源，把握时机，尽早切断事故正效应链，
采取常规与非常规措施，如紧急状态下的媒体导向和公共关系处理等，强化控制力度，防止事件向危
机方向转化，对已出现的危机，将其破坏力和影响范围都控制在最低级别。
5．应急预案应覆盖应急准备、初级响应、扩大应急和应急恢复全过程根据国外应急管理经验和近年
来我国“一案三制”工作实践，普遍的认识是应急预案不仅注重应急响应活动，还应包括应急准备和
应急恢复这两部分为重要内容，而且为了突出“第一反应”和“属地为主”的原则，应急响应活动须
明确划分为初级响应和扩大应急两个阶段。
6．预案只写能做到的应急预案与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有原则区别。
应急预案是应急活动的具体指导，应急活动必须是以现有能力和资源为基础。
动员现有力量和整合存量资源成为应急预案编制与实施的基本原则。
未来建设目标和规划内容不应列在应急预案中。
7．强调预案的培训、宣传和演练针对预案目标与内容的培训、宣传和演练是应急预案管理的基础，
在美国国家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的前言中提出“没有经过培训和演练的任何预案文件只有束之高阁的一
纸空文”；“预案不仅是让人看，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活动中切实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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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大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发展机遇增多．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安全风险交织并存，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重大疫情传播
范围扩大，能源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抬头，民族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加剧。
公共安全事件的诱因和影响呈现较强的世界性特点，增强了预防和控制的难度。
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法制，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就是要提高国家保障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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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导干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实用指南与案例分析(套装全2册)》编辑推荐：突发公共事件预
防和应对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案例分析国外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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