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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风险管理理论、协调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与应急管理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联关系
，将整个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划分成三个部分，即应急管理基础、应急管理实务、现代应急管理
方法。
首先本书在阐述应急管理体系中体制、机制和法制的基础上，将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归纳为战略研
究、监测预警、资源管理以及模拟仿真等八大核心内容：其次围绕应急计划、应急组织、运行机制和
管理策略等方面进行介绍；最后选用广义应急管理的视角，将风险管理、协调管理和危机管理等理论
中的科学方法应用到应急管理中，并且特别介绍了气象灾害应急管理知识。

　　本书有助于读者了解应急管理相关学术前沿、构架应急管理教学和科研桥梁，可作为高等院校管
理类学科的本科高年级教材，也可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行政管理及公共管理等专业的研究生教学参
考书，同时还可作为政府、企业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开展本行业或相关领域应急管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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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1应急管理的重大需求众所周知，“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自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的各类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危害日益突出
，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患，这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如何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妥善预防和处理危机的深刻思考。
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普遍侧重于技术和应用，而蕴涵其中的
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却非常缺乏。
然而，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与工程问题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因此，必须在重视应用研究的同
时，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科学问题研究。
下面首先分析我国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科学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需求。
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将突
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四类，这些突发公共事件的
诱因既可能是特定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造成的“天灾”，也可能是人类的经
济、开发活动和人际社会矛盾等问题导致的“人祸”，更可能是“天灾”和“人祸”在一定条件下的
“交织”致使灾难（危机）进一步蔓延扩大的混合事件。
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事件夺去印度尼西亚22.5万多人的生命，导致从肯尼亚到印度尼西亚数以
百万的人口流离失所、背井离乡；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00亿美元之
巨；2003年，发生在我国的SARS事件对我国当年GDP损害估计超过11％；2005年，吉林石化爆炸导致
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发了城市供水危机以及与俄罗斯的外交危机，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损失巨大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的强烈地震和2010年甘肃舟曲的特大泥石流，都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
经济损失。
尽管灾害（危机）不可避免，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使得我们战胜灾
害（危机）成为可能。
至少，深刻认识灾害（危机）的形成机理及演化机制，通过某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或方法对其进行应急
管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灾害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损失和心灵创伤。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和专门机构已经开始从事各种针对突发事件的预防、监测、
预报、识别、测定、控制、应急预案制订、事发时的快速反应及救灾、灾后的快速评估与重建的研究
，并形成了一类特殊管理理论与方法——应急管理。
从第一个应急管理国际组织——国际应急管理协会诞生之日起，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这些成果几乎囊括了从信息获取到应急策略制定的方方面面，并广泛应用于火灾、地震灾害、矿井塌
陷、核泄漏事故灾难等具体的灾害（危机）领域（表1.2和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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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应急管理》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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