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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系》收录了2006年“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上发表的论
文壹拾叁篇。
与会人员除全国人大、政协和国务院有关领导外，还有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大学
教授近200人。
国务院参事闪淳昌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对我国近年来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方面的进展和差距做了总结，
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重点和任务。
其他专家则从“应急管理对策”、“人类安全与社会保障”、“提高政府应急法律能力”等多个角度
进行了探讨，其中，中国科学院陈颙院士在论文中结合当年在唐山大地震现场的经历，阐述了应急预
案的重要性，叙述生动、内容翔实。
书中最后还收录了三篇“安全社区”基层工作者的论文。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青年公园街道是大陆第一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的“安全社区”。
文中介绍了创建“安全社区”的目的、意义、条件以及创建过程。
向人们展示了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的新理念以及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新模式。
《建立和完善保障公共安全的应急体系》汇集了当前在公共安全应急体系方面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可
以为各级政府在建立应急体系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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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评述：2006年“灾害与社会管理专家论坛”的主题丛书编委会1 一个参政议政的品牌2 忧患意识不可
少3 重视防灾减灾工作4 从建设安全社区抓起切实加强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1 必须树立强烈的忧患意
识2 必须做好风险分析工作3 必须认真总结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和教训4 必须做好应急资源的普查和整
合工作5 必须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并提高预案质量6 必须加强应急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并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持续改进7 必须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和应急能力的科学评价体系中国减灾与应急管理对策研究1 
中国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现状2 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的建立3 中国减灾与应急管理对策《突发事件应对
法》着意提高政府应急法律能力人类安全与社会保障1 安全是一种普适价值2 发展不足与分配不公是威
胁人类安全的重大因素3 社会保障可以为人类安全作出重要贡献环境事件高发期我国水环境应急管理
机制的战略性分析1 环境事件高发期面临的严峻水环境安全挑战2 突发水环境事件管理进展及存在问
题3 突发水环境事件管理对策及建议我在唐山地震现场——从特大地震看应急预案的重要性和历史思
考1 无泪的唐山2 灾后采取非常措施，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是应急反应最重要的环节3 社区是救灾最主要
的基层单位4 地震预报任重道远2006年中国城市安全减灾评述1 全球变暖造成城市灾害多样化2 自然灾
害重灾年对城市影响加大3 由水安全引发的城市与工程危机4 城市人为灾害仍处于高峰期5 食品安全问
题“层出不穷”6 校园与社区安全越显重要7 巨灾保险的启动8 城市综合减灾事业的发展中国现阶段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及其实行的客观必然性2 现阶段实行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的基本内容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保障建设守望相助的平安家园——费孝通社区理论对
平安社区建设的启示1 从“富民”到“福民”：费老社区研究的一条主线2 “守望相助”：社区的核心
价值及其对平安社区建设的意义3 “三个世界”：建设平安社区的需求基础4 “三自递进”：平安社区
建设的基本路经建设安全社区构筑和谐家园1 安全社区的概念和标准2 安全社区创建的实践3 安全社区
创建的体会和思考世界“安全社区”——济南青年公园街道创建经历1 创建“安全社区”的目的和意
义2 创建“安全社区”的条件3 创建“安全社区”的基线调查4 创建“安全社区”的实施方案5 创建“
安全社区”的体会和建议“安全社区”建设项目的评估推进综合灾害风险管理，建设更加安全的、可
持续发展的附一世界卫生组织安全促进六项标准附二国际减灾会议（IDRC）2007年8月将在中国哈尔
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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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事故灾难严重，重特大事故频发　　我国现在每年因各类事故死亡大约13万人左右，受伤70
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2．500亿。
2002年我国因事故死亡的人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峰年，达到14万人。
这几年开始有所下降，但是2005年也仍然达到了12．7万。
　　在各类事故中，第一位是道路交通。
大约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近10万，占各类事故的80％，平均l天死亡300人左右。
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之所以这么多，客观上讲是公路通车里程的不断增加，路越修越长，车越来越多，
驾驶人员也是越来越多。
从事故原因的分析看，主要是“人、机、环”三要素不到位。
“人”就是驾驶人员、乘客和行人的素质现在是极其缺乏正确的安全理念，安全文化水平太低。
特别是驾驶人员的数量猛增，但是酒后开车、疲劳驾驶、违章驾驶屡屡发生。
“机”就是车辆状况复杂，我国机动车辆现在已经达到1．1亿辆，真正的汽车不到3000万辆，还
有2000多万辆农用车，5000多万辆摩托车。
而且，许多车辆是不符合标准的拼装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立与完善保障公共安全的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