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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种突发事件不仅威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而且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当今世界阻碍社会发展
、影响公众生活的重要因素。
为加强灾害预防，加大各类突发事件的可控性，各国政府纷纷建立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救援机制，把
降低各种灾害损失的着力点放在普及救援知识、提高应对灾害能力上。
国际社会把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防止衍生灾害的能力和救援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作为考量一国
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救灾减灾工作，以自然灾害防治为工作重心，取得了良好成效。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SARS事件后，我国把建立以政府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和完善救援服务的保障
机制作为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和保障民生的重要环节。
救援救助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社会基础。
救援救助是对公民安全权利的保障，社会需要决定了其不可替代性。
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在国家应急救援制度建设中应运而生，并作为政府救援体系建设的辅助力量
，在国家有关部门授权下承担普及公众救援知识、培育社会救援能力和建立救援标准体系的社会责任
。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设立的“紧急救助员”国家职业，是基于“以人为本”理念和科学发展
观，借鉴国际通用职业设立的标准，结合我国实际需要而产生的。
自2006年起，紧急救助员职业在旅游、服务、建筑、物业管理及出租车等行业中的推荐试用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特别是《社区公共场所紧急救援管理要求》行业标准的实施，对推动公共场所紧急救
助员职业的需求、促进紧急救助专业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紧急救助>>

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将国外的成熟经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将理论知识与案例
分析相结合，将能力培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依照职业标准和等级要求编写的培
训教材。
本教材是一部理念新、针对性强、社会定位准、内容丰富、设计合理、知识面广、有一定技术深度的
普及型教科书。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共十一章，主要介绍了救援救助的法律法规、事故灾难救助知识、社会安全事
件救助知识、紧急救助员的基本职能与主要技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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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紧急救助始终伴随着人类和时代的发展。
人类发展的历程，归根到底是抵御危机、防范风险、化解矛盾和不断积累经验的演变过程。
人认识世界和感知事物的原动力是来自规避危险的本能——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
随着克服各种危机的经验的积累，人类学会选择相对安全的栖身地和生存环境。
同时，用逐渐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生存技能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
生存方式的改变和生存能力的提高又促使人类创造出更加有效的抵御各种危害的方式，并使其不断发
展和完善。
聚集居住的群居生活方式是人类最初形成的一种抗击侵扰、相互支援、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自救、
互救防护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原始的以生存为目的的危机意识，动摇了人类
以种族安全为核心的危机防御结构。
人类危机意识的主体从个体一群体一部落逐步演变发展到国家，危机处置的核心从应对自然灾害、战
争、疾病等威胁逐步演变发展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紧急救援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战争在带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同时推动了救援医学的发展；自然灾害的频发，促成了灾害防治和紧急救
援学科的建立；事故灾难的危害推动了安全生产学科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建设；公共安全事件促进
了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紧急救援体系的建设；金融危机、恐怖袭击、信息和网络安全、流行性疾病等
现代危机的出现，加快了危机管理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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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紧急救助》：紧急救援国家职业技能培训统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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