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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E_BA_E7_83_AD_E7_c26_21962.htm 一、存在问题及危害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

全的紧急事件。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

，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1、自然灾害。主要包

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

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 2、事故灾难。主要包括工矿

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

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 3、公共卫生事件。

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

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

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我国每年因突发公共事件造成

的损失惊人。2003年，我国因生产事故损失2500亿、各种自

然灾害损失1500亿元、交通事故损失2000亿元、卫生和传染

病突发事件的损失500亿元，以上共计达6500亿元人民币，相

当于损失我国GDP的6%。2004年，全国发生各类突发事件561

万起，造成21万人死亡、175万人受伤。全年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4550亿元。 突

发公共事件造成的间接损失同样不可忽视。比如说，事故灾

害发生之后，公众的生活节奏被打乱，公众心理也会受到巨

大冲击。 此外，有一些突发公共事件是由于管理不当、玩忽

职守所引发，在处理过程中当地政府又存在"捂盖子"的行为



，例如广西南丹县的矿井事故。当此类事件尘埃落定，真相

大白之后，政府的公信力会遭受严重损伤。总而言之，这类

损失虽然是软性的、不可量化的，但其伤害和长远的影响甚

至可能超过直接损失。 二、原 因 我国原有应急措施存在弊端

： 首先，缺少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法律。虽然此前我国

已经颁布了一系列与处理突发事件有关的法律、法规，但是

仅仅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分别立法，相对分散、不够统

一，难免出现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而且各部门都针对自己

所负责的事项立法，“各扫门前雪”，缺乏沟通和协作。同

时，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一些地方立法“以邻为壑”，

大大削弱了处理突发事件的协作与合力。 其次，信息管理系

统落后。信息管理系统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目前，我国发生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时，都是以部门为

单位逐级汇报，缺乏快捷、有效的沟通渠道。信息量并不是

不够大，也不一定不及时，最大的问题在于信息分散和部门

垄断，无法在危难时刻统一调集，迅速汇总。 最后，我国公

共服务体系薄弱，很难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冲击。 三、对 策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我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形成。 1、各地区、各部门

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完善预测预警机制，

建立预测预警系统，开展风险分析，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处置。 2、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

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

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

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3、特别重大或者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各地区、各部门要立即报告，最迟



不得超过4小时，同时通报有关地区和部门。应突发公共事件

发生后，事发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在报告

特别重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同时，要根据职责和规

定的权限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控制

事态。 4、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做好突发

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同时根据总体预案切实做好应对突发

公共事件的人力、物力、财力、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信

保障等工作 5、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有计划、有重

点地组织有关部门对相关预案进行演练。 6、宣传、教育、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要通过图书、报刊、音像

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网络等，广泛宣传应急法

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常识，增强公众

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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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