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公务员突发事件应对培训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公务员突发事件应对培训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010079516

10位ISBN编号：701007951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

页数：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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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突发事件应对培训教程>>

前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处置公共事件的能力。
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得到提高。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1月30日批示　　“非典”、雪灾、地震、垮塌、矿难、爆炸、袭警、罢
运、骚乱⋯⋯，我国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后，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对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对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第一部应急管理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应运而生，在我国应急管理
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提高社会各方面依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时有效地控制、减轻
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
全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实现我国应急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学习宣传、贯彻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和公务员职责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强
应急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
　　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的主体，其素质决定着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其言行受到社会和公众普遍
的关注，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更是充分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意识和管理的效能。
作为一名公务员，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就要时时刻刻注重加强学习，不断更新知识，进而提高自
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能力，做到与时俱进，永不懈怠，适应新的形势，抓住面临
的所有机遇，迎接可能遇到的一切新的挑战，因此，公务员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全员轮训，能不断提高
公务员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塑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
意的公务员队伍，为消除危机隐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政治保
证、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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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落实《通知》精神，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中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开设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
专题培训，邀请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长、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闪淳昌等专家授课，并组织
编写了《公务员突发事件应对培训教程》。
    本教材紧扣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了应急管理主体、原则、体制、机制、程序、责任等内容，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
动。
突出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典型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突发事
件应对知识，融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实战演练于一书，通俗实用，可操作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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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宣传与培训第五章　提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第一节　加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建设　第
二节　提高公务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第六章　做好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　第一节　恢复与重建　第
二节　评价与发展附录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附录二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应
急管理工作的意见　附录三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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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突发事件概述　　从2003年疯狂肆虐的“非典”风暴到撼动世界的“5·12”汶川特大地
震，中国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每一个中国人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研究突发事件。
何谓突发事件，如何科学地界定突发事件的特征和分类，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这对于我们制定应急方案、措施，以便在突发事件袭来之时，做到胸有成竹，从容应对，将危机的损
失和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什么是突发事件　　一、突发事件的概念　　突发事件，从字面来解释是指突然发生的
出乎人们预料的事件。
这种事件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环境破坏、人员伤亡，甚至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
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等。
目前，国际上与突发事件的定义相近、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欧洲人权法院对“公共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的解释，“公共紧急状态”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危险局势，影响全体
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构成威胁。
”　　我国关于突发事件的内涵与国外应急法和国际应急法中的“公共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
”相对应，含义较为广泛。
“突发事件”在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红十字会法》第十二、十四条中的含义与p自然灾
害”并列，《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条中规定“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
行现场管制”，《国防交通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特殊情况，是指局部战争、武装冲突和其他突发
事件”，《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内发生重大灾情、疫情及其他突发事件时，国务院规
定的部门可以紧急调用企业药品”。
由此可见，在法律规范中关于突发事件的界定是广义的突发事件。
同样，在学术研究中也往往将突发事件、紧急事件和危机事件等混同使用。
　　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对
突发事件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
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这一定义与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法律规范相近，也基本反映了学理上对这一概念的理解。
　　二、突发事件的特征　　根据上述定义，突发事件是非预期的，其突然发生的特性决定了其有关
信息必然是不充分的，事态的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需要决策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
结合当前学术界对突发事件的研究与论述，突发事件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发生的突然性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不能预料或者难以预料的。
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能力的提高，部分突发事件的“突然性”正在
逐渐减弱，人类对于某些自然灾害、疫病和社会矛盾发生、发展的规律已经有所把握和认识。
在此基础上，人们已经能够对某些危机的发生做出一定程度的预测和预报，并由此建立起了突发事件
的监测预警机制，比如气象预报、汛期警报、地震监测等，甚至使某些突发事件转化为了“常规事件
”。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多数危机事件的发生仍然是难以把握的，即使对于那些能够监测预报
的事件，也不可能准确预知其发生的确切时间、地点和规模。
因此，“突然性”仍然是突发事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
　　2.发展的不确定性　　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料性或非预期性，不仅突发事件的开端无法用常规性
规则进行判断，其发展、影响也没有经验性规则进行指导，这种超出人类社会的预判和估量的特征，
使得突发事件不容易准确把握。
尽管人们已经掌握了某些突发事件的发展规律及其造成损害的方式和特点，并能够尽量减少其损害，
却仍然不能做到完全按自己的意志控制事态的发展。
突发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应对过程应当十分审慎，一旦处理不善，便可能酿成严重后果。
　　3.巨大的威胁性　　突发事件是一种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一定是对决策者的核心价
值（社会的正常运转）构成威胁，这种威胁既可能是局部的破坏，也可能是根本性的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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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性达到巨大的程度，即可能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人们的日常活动被影响；国家权力
的正常运作被阻断；社会组织面临崩溃的威胁，必须采取特殊的对抗措施才能恢复秩序。
　　4.时间的紧迫性　　突发事件的突发性决定了决策者（通常是政府部门）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
即事件发展迅速，立刻有局势恶化、社会混乱、组织崩溃的危险，要求马上采取救援和恢复等应对策
略。
有的突发事件如地震，甚至可以瞬间发生并立即结束，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只以分秒计算。
因此，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越是迅速、合理，所能避免或减少的损失则越大，对时间的把握程
度决定了突发时间处置的有效性程度。
　　5.后果的严重性　　由于突发事件突然发生，第一反应往往滞后，甚至做出不正确的反应，人们
会显得惊恐，社会陷入混乱之中，从而造成巨大损失，包括生命、健康、财产、设施和环境生态的巨
大损失，事实证明这种后果是严重的。
同时，其后果还有广泛性、连锁性和持久性。
例如，美国金融风暴波及到欧洲、中亚、南亚、东南亚以致全世界，财产损失之大更是难以计量，造
成全球性的影响。
　　6.采取特别措施的必要性　　人们采取正常状态下的各种手段将无法消除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
，而必须采取特定的应急措施。
非常状态下的应急措施比一般的行政执法手段更加严厉、苛刻，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中断正常的法律秩
序，乃至于苛减公民的部分基本权利，例如，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
但是，为了实现更为重大、迫切的公共利益，并从最根本上保护公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这样的应急措
施仍然是必要的。
由于应急措施的采用，标志着一定范围的正常法律秩序转入非常法律秩序，事关重大。
因此，对于应急措施实施的主体、条件和程序，必须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
　　7.广泛的公共性　　首先，突发事件的公共性体现在突发事件涉及公共利益，即对公共财产或福
利、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甚至社会的基本价值等产生影响（通常是消极的、负面的影响）。
因此，这种公共性表现在事件本身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
应对“公共危机”是国家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的初衷。
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全面
履行政府职能，⋯⋯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由此可见，国家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危机。
　　其次，突发事件的公共性还体现在调动和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信息等公共资源和力量上，
这不仅意味着行政系统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同时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的合
作与沟通，在高度信息化、复杂化的现代社会里尤其如此。
最后，突发事件的公共性还体现在公共权力介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上。
　　三、突发事件与其他相关概念　　人们在日常生活、理论研究或法律文本中还经常使用一些与“
突发事件”含义相近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如“紧急状态”、“戒严状态”、“战争状态”等。
分清这些概念与“突发事件”的差别，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紧急状态　　紧急状态，是指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
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严重威胁或破坏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及国家利益。
为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紧急权力来控制、消除严重突
发事件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影响，迅速恢复经济与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依法确立的一种临时性严重危急
状态。
它是一种法律拟制状态。
　　由上述定义可见，紧急状态是与公共突发事件密切相关的另一概念，对于两者的关系，目前尚无
统一、确定的理解。
应当说，对于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来说，紧急状态与公共突发事件的关系，取决于其法律上对紧急
状态范围的界定。
综合各国的立法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几种可能：　　1.如果对紧急状态做最广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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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能够引发紧急状态的事件将包含《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界定的公共突发事件，也包括引发戒严状态
的政治动乱、暴乱、骚乱和引发战争状态的战争事件。
　　2.如果将紧急状态理解为公共危机所引发的较为轻微的状态，则能够引发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
《突发事件应对法》所界定的公共突发事件，从而，这一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与戒严状态、战争状态等
相并列。
　　3.如果将紧急状态理解为突发公共事件所引起的较为危重的状态，则能够引发紧急状态的事件，
将与一般公共突发事件相并列。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件”的界定，是将“紧急状态”与“突
发事件”做了严格区分的。
对于“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
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
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
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
”也就是说，我国法律上的“紧急状态”仅指由“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引发的十分严重的社会危机，
属于公共危机中较为危重的部分，但不包括战争状态。
而《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调整的，是危重程度低于紧急状态的，由一般突发事件引发的公共危机。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
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由总理宣告。
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法律执行或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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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事件应对　全员轮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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