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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关键时期。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突显期，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
等领域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突发事件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战争，环境、金融、病毒等也成为诱发突发事
件的重要因素。
而且，随着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部门与部门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小概
率事件的触发下都有可能诱发大规模的突发事件。
因此，切实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也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迫切要求。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政府应急管理“一案三制”：“一案”是指应急预案；“三制”是
指政府应急管理的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
在政府应急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坚强有力、政令畅通的指挥机构；在运行机制
方面，主要是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应急信息报告机制、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而在法制方面，主
要是通过依法行政，努力使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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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关键时期。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矛盾突显期，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
等领域暴露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在全球化背景下，突发事件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不只是战争，环境、金融、病毒等也成为诱发突发事
件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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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并不富裕，完全依靠中央政府救助灾害是不现实的。
灾害救助要求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源，避免重复、浪费和失误，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发挥协作的效
力，最大限度调动资源，发挥中央、地方的积极性，使现有人力物力财力发挥最好的效果，使这些资
源有效地使用。
需要建立一个协作机制，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如政府、社会保险、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的力量，以提
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程度。
公民社会组织是指各种非国家和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主要有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和协
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的运动等。
平时它们可以成为及时、积极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和提示突发事件到来的“预警器”，而
当突发事件真正到来的时候，又可以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和紧急救助。
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还不够强大，政府应急管理中的社会自我动员的作用还微乎其微，因此需要
在政府的指导下，积极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管理突发事件的治理结构。
政府要全面营造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尽快建立支持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和机制。
　　为了减少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遏制事故灾害的高发，加强防灾减灾的宣传是非常重要
的。
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比较薄弱。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在各个等级的教育领域中普及突发事件基础知识，小学和中学可以开设简
单的基础课，大专院校可以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等；（2）地震、消防、环保、卫生防疫等
部门应该把宣传普及工作当做一项重要任务，安排一定的经费、人员和时间向全社会开展宣传普及活
动；（3）在防灾减灾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各有关单位开展宣传活动的责任，以及公民参与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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