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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全球风险社会里，加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
力与水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当今社会也正处于一个电子政务在全球蓬勃发展的时代。

如何使电子政务的发展与政府应急管理有机结合，怎样充分发挥电子政务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是实践部门与学术界需要共同思考的现实问题。

向立文编著的《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基于电子政务视角。
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山之石与本土经验的融会。
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概述的基础上，《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分析了政府应急管理的
理论基石，阐述了电子政务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及其价值，剖析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
理的发展变化及规律。
基于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实地调研和国外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个案分析。
根据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价值目标，本书建构起适应电子政务发展要求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理论模型
，并从组织、运行、保障三个维度对政府应急管理的组织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
。
本书对于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及应急电子政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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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3.4 买现政府应急联动处理 近年来，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和特点，类型多样，综合性强，发生频率高，危害面广。
在政府应急管理领域，只有“应急”而无“联动”的行动存在诸多弊端，越来越不适应当今社会环境
下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需要。
通过加强电子政务的应急指挥系统建设，构建统一的应急指挥平台，把政府的各主要应急反应业务统
一到一个平台上处理，实现应急联动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同程度和应急反应速度，增
强政府应急管理工作的高效性和科学性。
以城市应急联动系统为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就是将公安、交通、通信、急救、电力、水利、地震、
人民防空、市政管理等政府部门纳入一个统一的指挥调度系统，是处理城市特殊、突发、紧急事件和
向公众提供社会紧急救助服务的信息系统，可以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警种之间的统一指挥，快速
反应、统一应急、联合行动，为城市的公共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2.4.3.5最大限度地实现信息共享 从信息传递和共享来看，当信息的垂直历时性传递转变为信息的水平
共时性传递时，信息共享程度会大大提高，信息传递的周期会大大缩减，从而使部门信息沟通与工作
协同的传统界线和范围得到突破。
这种实现了一体化的远程交互和跨部门协调办公的管理方式，能提高信息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处理能
力。
从而增强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把握能力和迅速反应能力。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与服务各个环节中的全面应用，促使政府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得与社会控
制能力，而且网络信息技术的可复制性、高速运算、全球接入和工作流程集成化等特征，使政府可以
通过建设数据库，聚集可共享的信息资源以提高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与及时处理能力。
 从根本上说，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政府要突破传统的理念、职能及控制、运作模
式，促进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并与国际接轨；意味着政府机关将打破“金字塔”式的机构设置和管理
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打破机构、部门之间以及与公众之间的沟通障碍，改造传统、落后的办事方
式。
 电子政务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已成为政府应急管理变化的催化剂、加速器，已成为政府解决其
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给政府应急管理注入了无
穷的活力和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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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作者基于电子政务视角，探讨了电子政务为什么要在政府应急管理中应用、怎样应用等问题，并分析
了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的发展变化、成因及规律。
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研究。
譬如，运用文献调查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相关研究文献及第一手资料；采用
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国外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的成功经验以及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存在的
主要问题；使用系统分析法构建起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理论模型，并阐述了各构成要
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最后，作者向立文运用危机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信息生命周期理论等基本理
论知识，从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组织、运行与保障三个维度，对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构成及其运作等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系统构建起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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