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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系统梳理了应急管理的基本概念并构建起其理论体系，以“一案
三制”为主体脉络展开论述。
全书共分为六篇十六章。
第一篇总论，包括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和国外应急管理经验三章，为全书奠定学习基础；第二篇为应
急管理体制，包括政府应急管理体制和中国应急救援队伍建设两章；第三篇应急管理机制，依照应急
管理的过程，分为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和恢复与重建四章；第四篇应急管
理法制，包括突发事件应急法制概述和应急管理法律体系两章；第五篇应急管理预案，则分别介绍了
应急预案的概述、编制和动态管理三章；第六篇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与产业化，则分别从科技和产业发
展的角度进行了论述。
　　《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帮助读者全面掌握应急管理的基本知识
的同时，大量引入了国内外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公共部门应急管理实际案例，并通过“思考与探索”板
块的设计，学以导思，学以致用，启发并鼓励读者从实践和理论上深入探讨与研究，从而掌握应急管
理的核心要义。
　　《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适合作为高校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相关课程的教材使用，也可作
为政府、社会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的培训参考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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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急管理的内涵与外延　　一、应急管理的内涵　　在实践中，中国更倾向于使用“应急管
理”这一概念。
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看，应急管理是一门专门以“突发事件”为对象，探询事件发生、发展规律并系
统防范和应对的科学。
之所以会选用应急管理这一术语，一方面是因为“应急”本来就是管理部门应对突发或紧急事件的一
个专门词汇；另一方面，应急管理的对象不仅包括常规性的突发事件，也囊括了重大的、影响生死存
亡的事件或状态。
虽然“应急管理”也注重理论的建构，也强调预防、缓解、响应和恢复等管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但
是它更多的是在实务或操作层面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由此可见，应急管理是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开展的管理活动，旨在保障公共安全，避免或减少因突
发事件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失序。
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开始建立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将应急管理上升为法定
行为。
因此，应急管理是中国各级政府加强社会管理、搞好公共服务的一项基本职能和基本维度。
　　从管理主体上看，中国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
应急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中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涉及
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
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例如，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中国政府组织了高效的应急救援和“对口支援”，大量的
非政府组织（NGO）和志愿者也积极配合政府参与应急救援与灾后重建，创造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
　　从管理客体上看，应急管理强调对突发事件的综合管理。
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条规定，应急管理的客体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
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是对上述四类突发事件的综合管理。
　　从管理过程上看，应急管理强调对突发事件全过程的管理。
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应急管理包括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
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四个过程，使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贯穿于各个过程，并充分体现“预防为
主、常备不懈”的应急管理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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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编著者闪淳昌。
    《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特色：    理论为用：以“一案三制”为主线系统梳理应急管理的十
年实践    实践为本：以“事实及案例”为支撑全面展现我国应急管理的光辉历程    学以导思：以“思
考与探索”为延伸深化应急管理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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