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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
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
评审一次。
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
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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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童星，1948年8月生于南京，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后留校任教。
现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
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全国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
理事等学术职务。
著有《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等专著10多部、《现代社会学理论新编》等教材10多本、《我国农
村贫困标准线研究》(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等学术论文百余篇。
现在的研究方向为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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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组织一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事件的生成与演化    五  “有组织一有直接利益诉求”向“无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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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背景与意义    二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三  研究内容    四  主要结论    五  政策建议：建立和完善有效
的风险沟通机制第六章  中国应急预案体系的运行机理、绩效约束与管理优化——以公路交通应急预
案体系为例    一  中国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历程和基本框架    二  公路交通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历程和
基本框架    三  公路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的应用与修订    四  中国应急预案体系的深层诊断
与管理优化    附录  江苏省公路交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2007年版）第七章  地方政府应急能力评
估的政策框架——基于深圳市应急能力评估政策实践的研究    一  应急能力评估的理论思考    二  应急
能力评估的现实考量    三  地方政府应急能力评估的总体框架    四  应急准备评估    五  应急执行评估    
六  应急绩效评估    第三篇  政策重点第八章  应急、减灾、维稳必须立足长期作战    一  风险灾害危机的
存在具有长期性    二  战略性治理：突发事件应对的新要求    三  非常规应急管理的常规化第九章  进一
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    一  国外应急管理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二  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
趋势与突破方向    三  进一步完善中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议    四  下一阶段推进应急管理工作的两个重
要载体第十章  全面推进风险管理工作    一  高风险社会中公共政策的调整    二  选择重大政策和建设项
目，推进和完善社会风险评估    三  加强民众的风险意识和风险文化建设第十一章  推进环境风险管理
，完善防灾减灾政策    一  自然灾害管理中的“应急失灵”    二  矫正“应急失灵”，推进防灾减灾    三
 环境风险中的公众参与状况调查    四  改善环境风险管理中公众参与的途径第十二章  社会风险及其防
范    一  重视规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二  基于时间向度的劳动风险防范    三  基层社会矛盾的整合
化解第十三章  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与运行    一  农村社会风险的演变趋势及其结构特征    二  
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依据    三  克服制度缺失及非制度障碍，确保风险防范机制运行顺畅第十
四章  安全监管模式应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参与”转型——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一  当前我国食
品安全管制模式的解读与反思    二  民主化管制：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引入多元参与机制的构想    三  民
主化管制模式的实现途径及其展望第十五章  完善官员问责，推进风险问责    一  公共危机的最终承受
主体是政府    二  三类公共危机及其治理选择t    三  官员问责：诱发型危机下降的重要推手    四  风险问
责：减少原发型危机的必然选择主要参考文献附录  课题研究期间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的研究报告    关
于开展应急能力评价与建设的建议    加强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规制的政策建议    当前关于应对校园惨案
和自杀现象的政策建议    基于公共治理视角的灾害风险管理    课题研究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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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五章　　完善官员问责，推进风险问责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03年“SARS”事件前为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治理理念的基础是灾害与救灾减灾，主要关注自然灾
害和人为事故，强调的是灾害的自然属性与救灾减灾的技术层面；“SARS”事件至今是一个阶段，这
一阶段治理理念的基础是危机与危机治理，转而关注社会领域的合法性危机，更加强调危机的社会属
性与危机治理的政治层面。
其间最为重要的转变就是危机及其治理开始具有明显的符号意义，带来了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主要包
括：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应急预案体系；颁布并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
这些制度变革各有侧重，对提升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例如，应急预案不仅可直接应用于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也是推动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还在
《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颁布之前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它确保了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也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
　　然而，行政问责制在促进公共危机治理上的效果与作用机理更为独特：第一，从变革力度看，行
政问责制力度最大，是制度创新，应急预案则属于制度完善，应急预案此前已大量应用于生产事故、
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中，《突发事件应对法》也并非国家减灾救灾立法的开端，之前已有《防洪法》
、《防震减灾法》等。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应急管理>>

编辑推荐

童星等编著的《中国应急管理——理论、实践、政策》作者在厘清应急管理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相关
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对政府应急管理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书中在应急管理领域有多方面创新，最突出的是将灾害、危机、风险三大概念加以整合重构，即提出
“三位一体”的战略治理：系统治理、动态治理、主动治理，首先完善现行的应急管理体系，进而推
动公共危机治理，最终达成对社会风险的主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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