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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估》

前言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危机的出现与人类长相伴随，人类的发展与危机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程
度的提升，人类逐渐享受到繁荣和文明带来的成果，战胜危机的能力也显著增强；但与此同时，人们
却更加强烈甚至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遭受到危机所产生的威胁和损害。其原
因是多元而复杂的，它涉及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既有外界客
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人的主观认知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危机都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
挑战，加强对危机的研究和应对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理性选择。　　危机的本质是风险，
危机是风险的极端表现形式。当今时代，人们讨论危机问题一个不可脱离的大背景便是风险社会的日
渐形成。在这一真实化的语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有效地预防、化解和消弭危机，不仅要
更好地理解和管理危机，还要更好地理解和管理风险。与显性、非常态的危机相比，从隐性、常态的
风险着手，能够找出各种可能导致危机的风险源，并提前介入干预风险，以将危机遏制于萌芽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风险的管理是实现危机管理目标和价值的最佳路径；也唯有从风险人手方可能解
决目前和未来我们所面临的风险社会的悖论与困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开始意识到危机对经
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并将危机管理摆到重点加强建设的突出位置上来。我国的危机
管理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良性轨道，在理念、体制、机制、法制、资源保障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
进展和巨大成就。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亦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如如何将危机管理的重点
从危机准备转移至日常舒缓和预防上来；如何将危机管理的重心下沉到地方和基层；如何加强市场化
和社会化力量的参与；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在巩固应急管理成果并将应急管理引向深入的过程
中必须思考和予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应急管理的范畴，而涉
及更深层次、更为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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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估:知识框架与指标体系研究》按照危机预警、危机准备、危机舒缓、危机应对
、危机重建的顺序，全面、系统地建构了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评估的知识框架。在此基础上，《政府危
机管理能力评估:知识框架与指标体系研究》结合连续几年的全国调研和问卷调查，整合出“政府危机
管理评估的能力指标体系”，包括：法律和权威，危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危险舒缓，资源管理，危机
管理计划，指挥、控制和协调，通信和预警，程序和执行，后勤和设施，培训，演练、评估和矫正，
危机沟通和公众教育，应急财政13项能力指标。适用于政府危机管理的能力评估和全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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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有效的预警系统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①，建立以人为核心的预警系统（people
－centered early wa rning systems）。②　　我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我国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以人为本，减少危害。有效的预警系统不仅仅是由科学技术
构成的，还必须是以人为本的，预警系统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使公民不受或少受伤害，保障公民的
生命权和财产权。预警系统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公民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有充分的反应时间，并能够采取
及时而有效的措施，保证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2.有效的预警系统应该有法
律和政策的支持。　　21世纪是人类逐步进入风险社会的时代，为了回应各种危机和挑战，危机预警
工作应该形成一种常态的制度安排。政府要把预警计划作为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危机预警
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3.有效的预警系统应该采用复合风险管理方法（multi-hazard
approach）。　　危机预警系统要考虑到所有可能面临的危机，考虑到各种危机的相互作用，对风险
进行综合监测，制定综合性的应对措施。在各种具体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通用的预警框架。还要
尽可能考虑使用者的需求，使得预警系统更加经济高效，有更强的实用性。　　4.有效的预警系统应
该是社会化的预警体系。　　这要求社会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危机预警活动。政府要与社会紧密配合
，发挥各自的优势，建立政府与社会相互合作的预警管理体制。　　5.有效的预警系统要保证危机预
警的及时、准确。　　预警系统要在第一时间监测到危机征兆，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危机进行分析、评
估，及时向政府和受到潜在影响的公众发布预警信息，使政府和公众有比较充分的反应时间，从而避
免损失或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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