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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危机管理 （一）实施公共危机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线 

所谓公共危机管理，也称政府危机管理，是指政府针对公共

危机事件的管理，是解决政府对外交往和对内管理中处于危

险和困难境地的问题。即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产生、发展过

程中，为减少、消除危机的危害，根据危机管理计划和程序

而对危机直接采取的对策及管理活动。 为什么说公共危机管

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底线呢？这主要是由我们构建的和谐社

会的特点决定的。简要地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三

个特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

展；社会结构的和谐。 一是保障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

展离不开公共危机管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主要

表现在：崇尚自然规律；爱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人类要

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 那么，如何防止或及时处理破坏

生态平衡、造成资源匮乏的问题呢？就是要实行危机管理，

及时消除危机。 二是保障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离不开公共危

机管理。具体讲，一是人们对利益的占有与自己在社会财富

创造中的贡献是不是对应的，合情合理的。二是产生了利益

矛盾，社会能不能及时地加以协调。因此，人与社会的和谐

，关键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矛盾。如果人与人之间

的利益关系矛盾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就会引发危机事件。 为

此，就要实行危机管理，建立危机预警机制，才有可能防患

于未然，或出现了矛盾及时予以解决。 三是保障社会结构的



和谐离不开公共危机管理。社会结构包括多方面，国内外学

者普遍认为，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的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按

照一定的秩序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网络。 从不同的角度可将

社会结构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从构成社会结构的实体来

划分，可划分为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

群体结构。 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使这些结构

内部和谐发展，就要建立健全保障这些结构内部和谐的机制

。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出现矛盾冲突无法化解，必然出现社

会危机，这就是政府危机管理所要解决的。 从全球来看，进

入现代社会后，人们日益感到，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不安

定，战争、灾害、恐怖、骚乱接连不断。如何预防或处理社

会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呢？就要实行公共危机管理，建立

危机预警机制。 （二）全球一体化增加了国际危机的变数 学

术界认为，人类社会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从工业时代进入了知

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实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出

现了全球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文化一体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

发展，增加了国际危机的变数。 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两重

性加剧了危机的发生率。一方面，在国际范围内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世界经济总体发展，可以使

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迅速发展，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

距。另一方面，在国际生产关系方面加剧了两极分化。在经

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支配地位，

是最大的受益者。因而，经济全球化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

决定。它有可能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而两极分化历来是导致动乱的祸源。 二是全球政治文化一体

化，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各



种文化相互冲突的过程。这种文化现象往往表现为两种基本

的类型：一种是内部冲突，即民族文化内部的传统文化、统

治文化与本系统自下而上生长的新文化之间的冲突。另一种

是外部冲突，即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当今世界正处

于从多文明时代向全球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过去的各个世

界性文明正在演变为多元一体的全球文明中的子文明或亚文

明。邪恶源于文明而又反对文明、玷污文明、毁灭文明。２

１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的

最为关键的世纪。一体化和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新世

纪中的世界主要矛盾。美国的一极和全球化的推进，使得文

明（文化、种族、民族）间冲突加剧，从而使政治危机事件

爆发率激增。“９１１”之后，危机事件越来越频繁，越来

越复杂。 （三）社会转型期更迫使政府实施公共危机管理 公

共危机的发生，除了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原因外，还有各个国

家具体、特殊的原因。从我国来看，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这正是危机事件频频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伴随深刻而剧烈

的社会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也凸显出来，有些呈加剧

之势。如处理不好，随时会诱发公共危机。 一是经济快速发

展而利益分配不公，容易诱发危机。改革开放２７年来，我

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平均增长在９％以上。经济发展

过程实质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利益调整如果是一种“帕

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群体利益的改善

，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

的。然而，经济快速发展通常带来的并不都是“帕累托改进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于是，在瞬间有了贫

富之分，并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古语讲“不患寡而



患不均”。当经济不发达，生产力低下，但是实行平均主义

，大家都贫穷时，人们可能意见不大。一旦人们的收入分配

拉开了档次，而其中又掺进了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这类矛

盾蓄之既久，便易诱发危机。 二是社会分配不公，群体利益

失衡，增加了危机发生的几率。一切危机和冲突在本质上是

由于社会资源或利益的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群

体利益失衡，是促成危机的重要条件。我国各级政府目前面

临着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改革不配套，致使社会分工方面存

在不公现象。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突出表现为“三个失

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改革２７年来，我

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总体在明显提高，但是，不同利益阶层间

仍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这些都是诱发危机的基础条件。对

这种贫富差距只能想办法缩小，不可再扩大。否则，会引起

“地震”，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社会改革不配套，政府转型

缓慢，增加了诱发危机的频率。所谓政府转型，即从经济建

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 由于经济建设型政府是市场经济的主

体，既做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未找到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

置，再加上社会改革不配套，便使过渡时期的改革增加了许

多变数，从而增加了危机爆发的频率。 首先，由于经济建设

型政府仍把精力局限在管理经济上，忽略了对社会的治理，

结果经济也未真正抓好，社会危机事件却屡屡发生。时至今

日，我国的市场秩序还相当混乱。 其次，对社会公共产品提

供不足，影响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保

障社会安定，关键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政府

转型缓慢，提供给农村的公共产品较少，社会安全网覆盖面



较窄，一些贫困群体不能及时得到补偿，这就增加了公共危

机事件萌生的因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