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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应急管理教程》根据公务员培训的实际需要，从我国“一案三制”为基本框架的应急管理体系
出发。
书中围绕应急管理的核心问题，按照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流程，阐述了风险识别与管理、监测与预警
、应急响应与处置、恢复与重建、信息发布与沟通、应急保障等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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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广东省试点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德国风险管理与预案优化方法进行“本地化”
，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进一步提高了风险管理与预案优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
。
如深圳市以德国风险管理与预案优化方法指导大运会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确保了大运会的顺利举行，
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
 （二）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加强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应急预案修订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预案的制订。
由于客观情况经常发生变化，只有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才能更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7条规定，应急预案制订机关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情势变化，适时修订应急预
案。
但对应急预案修订的条件、程序等问题没有再作进一步规定。
 通常出现以下情况，应当修订预案：第一，发现了新的风险或者有情况显示一项预案已经过时。
第二，从突发事件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暴露出一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风险，或者表明需要更好的应急程序，或者应当
将某些组织纳入预案中。
第三，应急演练中获得经验教训。
从应急演练中获取的经验教训与突发事件雷同。
不同之处在于应急演练是人为控制的，特别设计以检验应急预案的程序，并且可以不断重复直到合理
的安排产生为止。
第四，组织机构及其程序、技术系统发生变动。
第五，关键工作人员发生变动。
应急预案或者其附则，必须不断地反映关键工作人员的变动，包括姓名、工作头衔以及联系方式。
第六，有关的法律规定被修改，或者制定了新的法律规定，需要修订应急预案。
 根据国外的经验，应急预案至少应当每年定期修订一次，如果在这一年中发生了突发事件、进行应急
演练、组织机构变动等情况，还应当及时修订预案。
应急预案的修订应当由当初制订的主体负责。
预案修订后，应当及时公布。
 应急预案制订机关或者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或者单位书面通知应急预案的适时修订情况。
收到修订通知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及时对应急预案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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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府应急管理教程》突出管理，更加彰显实践特色。
突出针对性、操作性和有效性，注重教学培训使用的实际效果。
本培训用书重点总结、梳理、归纳多年来国内教学实践成果和结晶，没有在理论源流、概念的辨析、
管理历史以及国外政府管理方面做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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