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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所研究的内容是与大多数城市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都息息相关、但却又十分陌生的课题。
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人类运用自己的智慧，建立了发达的水、电、煤气、交通、运输、
通信等四通八达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发达的现代城市服务业，同时，城市还不同程度地履行着政治
、经济、金融、教育、文化等多种社会功能，这些都极大地提升了现代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质量。
但与此同时，现代城市居民对高度发达的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系统和城市服务业的高度依赖，也使得
城市在各种灾害面前变得非常脆弱，往往城市系统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一项单体灾害都极易引发
更为严重的次生灾害，导致巨大的社会损失。
　　当前，国际前沿的公共危机管理指导思想，强调政府的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灾害后修复向当前灾前
的有效预防转型。
我国政府尚未建立科学完善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无论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自身严峻
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形势要求相比，应对和处置公共危机能力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快构建起我国
有效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城市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科学、准确地把握公共危机发生的前兆，将公共危机
消灭于萌芽状态或最大限度地减小公共危机对全社会带来的破坏，保证城市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稳定发展--刘鹏博士近期完成的《城市公共危机预警研究》专著就是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写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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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诸多矛盾和问题的积聚，一不小心就可能演变成一场
公共危机。
对各级政府而言，如何从源头抓起，提前将危机事件解决于萌芽状态，正越来越成为各级领导者所关
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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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城市风险防范体系建设仍然薄弱。
一是对社会公众的减灾、防灾、处置突发事件的教育、培训、宣传、演练严重滞后；二是非政府组织
（NGO）包括企业、事业单位防灾意识淡薄，不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三是社会存在大量致灾隐患；四
是城市公共危机预案建设还不完备；五是灾害文化尚未在全社会全面形成。
　　（2）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城市公共危机信息收集系统。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基本框架尚未全国统一，各级政府处置公共危机事件时，普遍存在严重
的部门条块分割问题，快速、专业的联动处置机制尚未全面形成，导致各级政府对应急信息报告的标
准、程序、时限和责任不明晰、不规范、不系统，缺乏良好的信息沟通、收集、分析、储存、反馈等
方面完善的机制。
各地各部门收集到的公共危机信息，也只在本地本部门进行处理，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出于对自身政绩
的考虑，刻意隐瞒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使信息难以公开共享，只有在公共危机事件范围扩大甚至造成
重大损失难以隐瞒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向上级政府报告。
由于信息收集渠道不畅通，必然导致信息收集系统的不完善，难以形成准确、高效的城市公共危机信
息收集、分析系统。
　　（3）公共危机反应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由于我国各级政府组成部门中，尚未组建具有专业化的指挥、决策和调度功能的政府专门公共危机管
理部门，当应对和处置重大城市公共危机事件时，往往进行单灾种、部门型的公共危机管理，组建临
时性应急机构，进行公共危机管理。
比如，涉及地震灾害的，就由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来统一管理；涉及防洪的，就由当地防洪救灾指挥
部来统一指挥，等等，还没有建立起处理不同公共危机事件之间的协调机制和非等级协调机制。
因此，建立一个公共危机管理中枢机构是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也是完善我国公
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公共危机预警研究>>

编辑推荐

　  只有构建科学、有效的城市公共危机预警机制，科学、准确地把握公共危机发生的前兆，将公共
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或最大限度地减小公共危机对全社会带来的破坏，才能保证城市以及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和稳定发展。
　  创建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实施公共危机事前预防，乃是解决公共危机的主要途径，也应该成为各
级政府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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