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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

前言

　　伴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城市在创造着越来越多财富的同时，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和公
共安全问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言，现代社会正处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之中，风险超出
了人们的控制能力。贝克认为，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风险威胁的潜在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不可
见的危险正在变得可见。由于人类无视环境破坏而向自然野蛮索取引发的自然灾害，现在已经越来越
频繁。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高风险的社会，社会风险具有突发性、破坏性、扩散性、衍生陛、连续性、
密集性和社会性等特点。　　一方面，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环境污染等安全事件频频发生，如2008
年初的特大暴雪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等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2009年3
月以来，席卷全球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疫情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5
月11日发表的《中国的减灾行动》白皮书指出，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
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　　另一方面，城市化带来的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增加
了城市社会风险的概率，城市公共安全面临新的挑战。2007年10月，联合国发表的《2007年全球人居
报告》指出，由于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增加。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
到44.9 9／6，而上海城市化率位列全国首位为88.7％，是全国城市化水平的两倍。根据国际经验，一国
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特别超过3000美元之后，突发事件将进入高速增长期。目前，我国人
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上海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另外
，由于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调整，城市贫富差距渐趋扩大，深层次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群
体性突发事件等非传统安全事件时有发生，这些突发性事件若不能有效控制也极易被放大为社会危机
。加之，金融危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恐怖事件等等任何细微、意外、突发性的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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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内容简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组织编
写的《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紧紧围绕时代主题，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式，在公
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方面提出了很好的理论见解和实践总结。《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的研究
成果，对于各级政府部门开展应急管理工作将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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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公共安全是指因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灾害、公共卫生等形成的天灾事件，以及由
于安全生产、交通安全、技术事故、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形成的人为事件。根据公共安全危机的引
发因素，可以分为自然灾害、技术事故和人为灾难。从事件的领域来看，有城市生命线系统、城市建
筑系统、公共卫生系统等。　　国内外城市灾害的大量事实表明，现代城市灾害具有明显的叠加性和
链状特征，常常以群发的形式出现。当一种主灾害发生后，直接会导致另一种灾害的发生，后一种灾
害称为“次生灾害”。上海城市历史悠久，人口密度和财富密度极高，不仅可供转移和避灾的空间狭
小，而且生命线工程的易损性大，城市一旦发生公共危机，往往会产生灾情的连锁反应和放大效应。
　　一、城市的自然灾害风险　　（一）饮用水安全　　饮用水安全问题是中国城乡面临的最大问题
之一。中科院在《2007科学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城乡饮用水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目前中国
有3.2亿农村人口饮用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超标。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从2001
～2004年，中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每天2～3起。根据2007年第二次全国水
资源调查评价报告结果，目前饮用水水源有35.6％不达标。长三角、珠三角等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城
镇都由于水源地污染导致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　　上海城市不断增长的水消费成为威胁城市安全的
重要因素。2000年以来，上海城市供水量每年以20万立方米／日以上速度递增，夏季高峰用水连年突
破历史记录。目前，全市最大日供水量已突破970万立方米／日。按此速度，上海将很快成为中国首个
日供水量超过千万立方米的城市。　　上海城市用水80％取自黄浦江，部分水源来自太湖流域。由
于600多年的发展，黄浦江既是泄洪河道，又是饮水走廊，更是城郊日常排水的通道。引、排水混淆不
分，饮、用水混淆不分，缺乏总体规划，城区不断扩大，郊区城市化程度提高，全市2.2万公里的河网
，把大量污染源汇注黄浦江。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上海市内主要河流的水质污染状况依然十分严
重，主要以有机物污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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