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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突发灾难性事件发生的更加频繁，在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不便的同时，也严重威胁
到了生命和财产安全。
同时，由于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突发事件已经不仅仅只影响到一个局部区域，而是开始影响跨区
域、跨国界的人群，影响的层次也从物质形态延伸到了精神层面。
中国开始重视应急管理应该始于2003年大规模爆发的SARS时期。
之后，更多的灾难性事件又相继发生。
2008年初发生在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百年不遇的雨雪冰冻灾害影响的人数就超过一个亿，直接受灾省区
达到19个之多，间接受影响的人群则遍及全国所有的省市区；5·12汶川特大地震更是令世人震惊，已
造成9万余人丧失了生命，各种不同程度的受伤者更是难以计数；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则已使百
万家庭受影响，而由此引发的人道主义后果更是难以预料。
在这样的局势下，国家和社会对于高效应急管理的需求愈发强烈。
灾难本身的“魅力”在于其未知性。
因此，应对灾难的应急管理所涵盖的范畴主要就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临机决策问题。
而之前特别被重视的预案编制，体制、机制、法制的设计等都属于应急管理的基础性铺垫内容，并不
能涵盖应急管理的全部。
那么，应急管理的学科基础是什么？
技术基础是什么？
主要内容包含什么？
相应的支撑技术又包括哪些关键部分？
这些都是值得理论界和实践部门认真研究并深入探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在安全方面的合作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2008年“两院”又共同组建了一支“应急管理创新团队”。
河南大学也在2007年9月11日成立了应急管理研究所。
上述几个机构的成员经过四年多的潜心研究，对现代应急管理的概念、内涵、外延、内容、体系、应
用以及实践均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体系。
除了“一案三制”这些比较贴近实践的内容之外，主要还包括一套完整的机理分析方法，动态应急管
理方法与技术，面向灾难避防和快速恢复的“可挽救性、可恢复性、可减缓性”度量与评价方法，基
于Web挖掘技术的突发事件对公众心理冲击的定量分析方法，应急管理中的资金支持策略，用于应急
管理的资源布局、配置、调度、存储以及补偿方法等多个方面。
作为本书撰写主体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应急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目
前已经在应急管理领域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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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从理论和方法上对现代应急管理进行了概括总结，全书共十章，从
突发事件的概念、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类型出发，对多个典型国家及我国当前应急管理领域存在的
现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对现代应急管理的学科基础，事件和应急各自的机理分析方法，应急的全生
命周期管理，适合于应急的多阶段评价策略，应急预案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设计，公众在应急状
态下的心理和行为，应急资金与资源管理，动态应急管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等进行了具体详细的介
绍。
　　《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可作为高等院校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安全工程
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应急管理及相关行业的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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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引论当你怀着喜悦的心情享受着一个现代化社会带给你快乐的同时，你是否意识到自己
面对的是一个看似平静而实则更危险的社会？
而有些危险就是现代化本身所带来的。
当然，从数据上说，我们的世界确实比以前安全了很多，至少有些许多年前看上去还致命的疾病今天
已经变成了可以治愈的一般病症。
当面对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取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去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
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不能对突发的灾难性事件掉以轻心，因为今天的灾难事件和以前的已经有所不
同——可能是新的病原体所致，如SARS；可能是因为支持现代化社会运行的电力在雪天里出现了故障
，如2008年的中国南方雪灾；也可能是作为现代化标志的城市本身的运行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了问题，
如山东济南的7·18事件；更可能是因为信息系统出现了故障而造成大批旅客滞留，如中航信出港系统
崩溃事件。
那么，突发事件究竟是什么？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可以分为哪几类？
与突发事件这一概念对应的应急管理又是什么？
两者的特征和范围又怎么确定？
应急管理在今天的发展状态怎样？
还存在哪些问题？
这些都需要一个认真而全面的回答。
 本章对突发事件的定义、分类等基础性的问题做了一个初步回答，给出了现代应急管理的定义，分析
了我国的应急管理现状，对海外几个典型国家的应急管理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为本书后面几章对于
整个应急管理学科的构建进行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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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为《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撰写主体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河南大学应急
管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目前已经在应急管理领域发表了40余篇学术论文。
概述了“现代应急管理”的思想、策略、概念与方法阐明了应急机理的原则性、原理性、流程性和操
作性的分析方法系统地提出“可减缓性、可挽救性、可恢复性”评价模型全面设计了现代应急体系及
预案、体制、机制和法制框架基于Web挖掘技术探讨了应急状态下的公众心理与行为模式论述了动态
应急管理的多阶段过程及四类应急资金的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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