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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公布施行，对于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时有效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
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制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为方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准确把握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有关规定，保
障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全面实施，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了准确、通俗、精练
的解释，并附列出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与规章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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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9号公布　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
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秩
序，制定本法。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
　　立法背景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较多的国家。
各种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2005年全年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40万起，造成大约20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3253亿元。
2006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汛期的几次大规模台风
暴雨洪涝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全年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3155人死亡；全年共发生事故灾难627158
起，死亡112822人。
多种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
目前全球新发现的30余种传染病已有半数在我国发现，有些还造成了严重后果；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已达84万人；全国活动性肺结核性患者450万人，80％～90％在农村，每年死亡13万人。
此外，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了许多应急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对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有关文
件111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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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69号公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本法是一部规范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
、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的重要法律，为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突发事件应
对法，本书作者依据立法原意，就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条文逐条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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