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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行政核心课程系列教材:面向公共危机与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通过将社会状态划分为常态
和非常态的应急状态，从而引出政府的应急管理，分章节阐述和论证了政府应急管理的基本理论与历
史发展、政府应急管理法制、政府应急管理对象、政府应急管理过程、政府应急预案、政府应急管理
系统、应急管理中的非政府因素、应急心理救援、政府应急能力等内容。
这些内容充分呈现了政府应急管理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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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应急管理法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针对一些易发性突发事件类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予以调整，保证突发
事件应急的“有法可依”，如《防洪法》、《传染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防震减灾法》、
《消防法》、《水污染防治法》等。
 （2）针对一些重要的危险程度高的突发事件类型，不仅有相关的法律加以规制，还及时制定了相应
的行政法规，使其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如《防洪法》与《防汛条例》、《传染病防治法》
与《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矿山安全法》与《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水污染防治法》与《
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等。
 （3）针对一些具有发展不确定的突发事件类型，不仅规定了一般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还制定了
特别紧急状态下的应急措施和相关的应急预案。
如《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防
震减灾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与《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安全生产法》、《特别重大事故
调查程序暂行规定》与《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
 （4）针对缺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基本法律的考虑，我国于2007年适时颁行了《突发事件应对法》。
这样，我国有了第一部行政应急管理的基本法，它不仅推进了行政应急制度的统一，提高了政府整体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能力，还有力地避免了应急立法冲突与矛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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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共行政核心课程系列教材:面向公共危机与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撰写的主导思想，一方面是
为了满足大学本科及以上应急管理基础理论的教学科研需要，总结当前政府应急管理的相关理论，以
展开规律性的探索；另一方面对于完善应急管理实践体系也要起到促进作用，期望能对应急管理的实
践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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