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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多发期与频发期。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成为一门引人瞩目、方兴未艾的学科。
本书浓缩了国外应急管理理论的精华，总结了国内应急管理实践的经验，分析了突发事件的最新案例
，从解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概念入手，对应急管理的关键环节—应急规划、减缓与准备、预
测与预警、响应与处置、恢复重建、社会动员等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力求立足前沿、不落窠臼
，是应急管理学界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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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安全研究所副教授，国内资深应急管理专家，接
受过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环球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多家媒体关于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的采访。
深入调研数十个省市应急单位，为全国应急相关部门做应急管理报告上百场，对突发事件处置经验、
教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长期跟踪国外应急管理研究发展最新动态；以案例形象地阐释
应急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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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突发事件处置是一种强制性行政应急措施，其目的是为处置与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维护公
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突发事件处置的往往会限制部分公民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权利，但其前提是更加有效地保护更大范
围内更多公民和组织的生命、健康和财产。
因此，突发事件的处置必须依法进行。
一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措施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措施包
括六个方面：救助性措施、控制性措施、保障性措施、预防性措施、动员性措施和稳定性措施。
其具体情况如下。
（1）救助性措施。
中国突发事件处置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因此，在突发事件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时，应急管理部门必须有效地组织人员对伤者进行救治，组织
受到或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影响的社会公众进行安全疏散，并予以妥善的安置。
因此，我们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要先避险，后抢险；先救人，后救物。
（2）控制性措施。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对危险源、危险区域和所划定的警戒区逐层实施有效的静态控制
，同时进行交通管制以实施有效的动态控制。
这样，应急处置活动就会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突发事件的扩散和升级就能够得到有效遏止，
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也能够顺利地到达事发现场。
（3）保障措施。
突发事件发生后，基础设施部门应当及时修复被灾害损毁的公共设施，如公路、机场、码头、铁路等
。
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基础设施。
为了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基础设施在应急处置过程中应该被格外加以重视。
不仅如此，基础设施的修复还可以稳定社会公众情绪，并为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和物资的运输创造有
力的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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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急管理理论与实践》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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