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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处置公共事件的
能力。
需认真研究，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得到提高。
”国务院办公厅2007年11月下发了《关于认真贯彻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通知》，要求加强对公务员
进行突发事件应对法培训。
　　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和国务院文件精神，适应行政机关贯彻实施突发事件应对
法的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编写了《应对突发事件读本》，这是一本很及时也很实用
的培训学习教材。
特别是我们刚刚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更需要在认真总结这次抗震救灾经验的基础上，深
入学习贯彻好突发事件应对法，更需要在公务员中深入开展突发事件应对法培训。
　　首先，要认真学习好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曾针对年初南方特大雪灾的问题强
调指出：重大灾害警示我们，越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是不能忽略可能
发生的风险。
要深入总结，举一反三，进一步增强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
强各种应急物资准备，进一步提高危机处理水平，真正把抗灾救灾斗争的经验，转化为更好地抵御风
险的措施和能力。
要切实提高危机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增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我们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重大意义，政府和公务员处在救灾抢险的第一线，在国家和群众
危难时刻，公务员应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小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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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十年来，我们经历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2005年的松
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初的南方特大雪灾，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一系列震惊中外
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世界范围内，2001年美国纽约9·11恐怖事件，2002年俄罗斯莫斯科人质危机事件
，2004年印度洋海啸给10多个国家造成的巨灾，2008年5月缅甸强热带风暴夺去了13万多条生命的人类
惨剧等等。
这些灾难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应急管理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十分紧迫
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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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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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十年来，我们经历了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2005年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初的南方特大雪灾，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一系列震惊中
外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我们也看到了2001年美国纽约9·11恐怖事件，2002年俄罗斯莫斯
科人质危机事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给10多个国家造成的巨灾，2008年5月缅甸强热带风暴夺去了13万
多条生命的人类惨剧等等。
这些灾难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应急管理是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十分紧迫
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初在南方特大雪灾后深刻指出：这一次灾害警示我们，越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
越是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越是不能忽略可能发生的风险。
要深入总结，举一反三，进一步增强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加
强各种应急物资准备，进一步提高危机处理水平，真正把抗灾救灾斗争的经验，转化为更好地抵御风
险的措施和能力。
为此，加强各级公务员的应急管理培训，学习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不断增强危机意识，健全应急管
理体制和机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突发事件和应急管理的内涵与特点　　（一）突发事件的内涵与特点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政府立即处置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事故灾难、社会
安全事件以及其他事件。
突发事件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是各种不利情况、严重威胁、不确定性的高度积聚。
它往往会给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
共安全、环境安全等构成重大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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