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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从席卷南方的低温冰冻灾害到震撼川陕陇的汶川地震、从震惊世界的西藏
骚乱事件到痛遍中国的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一次次突发事件的爆发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了巨大的威胁。
2008年又是值得欣慰的一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及时稳
妥地处理了相继发生的一件件突发事件，保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国突发事件报告》共有七章，前三章系统梳理、分析了突发事件的有关理论，介绍了中国的
应急法制进程和应急原则，并配以发达国家应急管理的经验，以期能为读者提供有关突发事件的尽可
能宽阔的视野。
后四章分别对2008年中国的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进行了概述，
根据事件类型的不同介绍了我国相关应急政策和法规，配以历史事件回顾和典型事件分析，提出了一
些工作建议，以期能对我国的应急管理研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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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突发事件理论研究  一、突发事件的界定  二、突发事件的特征    （一）发生的突然性    （二）
事件的复杂性    （三）危害的严重性    （四）事件的关联性    （五）处置的紧急性    （六）影响的滞后
性  三、突发事件的分类    （一）按形成突发事件的原因进行分类    （二）按突发事件的性质进行分类 
  （三）按突发事件的发生领域进行分类    （四）按突发事件的规模和程度进行分类    （五）按突发事
件影响范围进行分类    （六）按突发事件发生和终结的速度进行分类      （七）按突发事件中主体在应
急中的态度进行分类  四、突发事件的危害    （一）重大的人员伤亡    （二）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
严重的心理影响    （四）持久的环境破坏  五、突发事件的趋势    （一）突发事件诱因增多、形式多元
化    （二）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加速化    （三）突发事件波及范围扩大、危害增加第二章  中国的应急
法制  一、中国的应急法制进程    （一）中国的应急法制进程    （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背景 
二、法理学中的突发事件    （一）突发事件的概念    （二）《突发事件应对法》与《紧急状态法》    
三、中国的突发事件应对原则    （一）行政应急性原则    （二）比例原则    （三）预防为主、预防与
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四）迅速反应原则    （五）分类、分级、分期原则    （六）行政公开原则    （七
）社会动员原则  四、《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主要制度    （一）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准备制度    
（二）突发事件的监测制度    （三）突发事件的预警制度    （四）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与救援制度    
（五）突发事件的事后恢复与重建制度    （六）突发事件的法律责任制度  五、中国应急法制的完善方
向    （一）配套行政法律法规和具体制度要有“应急”意识    （二）进一步细化各级应急预案    （三
）促进《紧急状态法》的及早出台    （四）改变当前政府一元化抗灾模式，结合社会力量应对危机第
三章  发达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  一、不断完善预警机制  二、处理机构专门化  三、应急处理法制
化  四、重视应急文化建设第四章  突发自然灾害报告  一、自然灾害概念界定    （一）自然灾害的内涵 
  （二）自然灾害的外延    （三）自然灾害的分类  二、中国的自然灾害  三、年中国突发自然灾害概况 
  （一）低温冰冻灾害    （二）地震    （三）洪涝灾害    （四）旱灾    （五）台风、热带风暴    （六）
地质灾害    （七）风雹灾    （八）凌汛  四、中国的自然灾害管理体制和应急救助系统    （一）国家自
然灾害应急救助的组织领导系统    （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系统    （三）国家自然灾害预警
系统    （四）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系统    （五）国家自然灾害物资储备系统    （六）国家自然
灾害恢复重建系统    （七）国家冬令与春季救助系统    （八）国家自然灾害救助社会动员系统    （九
）国家自然灾害的减灾工作指导系统    （十）国家自然灾害的科研与科技支持系统  五、自然灾害应急
管理实践    （一）应急预案体系建立——以南方低温冰冻灾害为例    （二）应急救灾——以汶川大地
震为例  六、突发自然灾害应急工作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专门的、常设的自然灾害危机应急管理
机构    （二）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预警监测系统    （三）修改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四）建立完善的
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五）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六）妥善处理灾区重建过程中的社会稳定问
题第五章  事故灾难报告  一、事故灾难的界定    （一）事故灾难的界定    （二）事故灾难的分类    （三
）事故灾难和其他突发事件的关系  二、年中国事故灾难概况    （一）火灾事故    （二）交通安全事故 
  （三）建筑质量安全事故    （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安全事故    （五）煤矿和其他矿山安全
事故    （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安全事故    （七）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    （八）
环境事故    （九）通信事故    （十）核设施事故  三、典型事件分析    （一）.深圳市龙岗大火    （二）.
山东火车相撞事故    （三）.太原娄烦山体滑坡    （四）.河北蔚县李家洼矿难    （五）.山西襄汾溃坝事
故  四、事故灾难应急管理研究及启示    （一）事故灾难的特性    （二）事故灾难理论研究    （三）应
急预案和法律法规    （四）政策和措施    （五）启示第六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一、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概念    （一）概念界定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类  二
、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况及应急措施的建设进程    （一）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
建设背景    （二）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建设进程  三、近年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回顾    （一）“非典”疫情    （二）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三）禽流感事件    （四）齐二药事件    
（五）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趋势  四、年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食品安全事件    （
二）药品安全事件    （三）重大急性传染病疫情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管理工作建议    （一）不断加强政府部门间协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二）积极推进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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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督体制改革    （三）加强财政在公共卫生建设中的保障作用      （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五）建立完善的应急处理物资储备机制      （六）加强对公共卫生应急理论的研究    （七）加强对防
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研究    （八）大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第七章  群体性事件报告  一、群
体性事件的界定  二、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概况    （一）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
的根源    三、年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四、中国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一）科学认识社会主义社
会的主要矛盾，客观辩证地分析和认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和作用      （二）加快经济发展，注重经
济手段协调群体利益冲突      （三）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四）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      （五
）政府执政能力问题    （六）进一步提高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水平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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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的应急法制　　一、中国的应急法制进程　　（一）中国的应急法制进程突发事件应对是一
个由来已久的命题，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突发事件应对上升到应急法制这样一个层次，从而使紧急
权诉诸立法，则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事情。
而公共应急制成为世界各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普遍模式则更晚至20世纪中后期。
我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将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出台了一系列单行的突发事件应急法律、法规。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较多国家。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5年来，我国构建突发危机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的工作逐步加快，涵
盖了公共卫生、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多个领域。
2003年5月，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我国公布和实施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并把这项任务作为提
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年2
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成立；2006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
见》；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提高危机
管理和抗风险能力”；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据统计，我国目前已制定涉及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35件、行政法规37件、部门规章55件，有关文件111
件；截至2006年底，已制定各级各类应急预案130多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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