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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2006_E4_B8_

AD_E5_A4_AE_c26_22028.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

对分析驾驭材料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

阅读给定的材料，然后按申论要求依次作答，答案书写在指

定的位置。 二、资料 2005年9月20日，新华网就经济社会安

全稳定发展的相关话题请专家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下面

，摘录了这次网上交流的主要内容(未作文字疏通)。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

发展，一些突发性的公共事件也时有发生，如2003年非典爆

发、重庆开县井喷事故，2004年禽流感事件、北京密云虹桥

踩踏事故，今年江苏淮安氨气泄漏事件、安徽疫苗事件、四

川猪链球菌事件，一次比一次强劲的台风的侵袭，一次又一

次的矿难，等等。这些问题的积累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

康发展。 鉴于此，有关专家指出，应尽快找出当前社会领域

存在的主要问题，弄清其性质及产生的根源，以便在政策上

做出必要的调整。因此，建立预防突发事件、强化危机管理

的国家总体应急预案则显得极具必要性。今天，我们邀请社

会发展专家，研究部D部长做客“新华访谈”，就经济社会

安全稳定发展的相关话题，与网友在线交流。欢迎网友踊跃

参与提问。 主持人：D部长，现在自然灾害和疾病发生越来

越频繁，政府是否应把建立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列为考核政

府能力的指标？ D部长：首先，我们要理清什么是“突发公

共事件”。它不是一般的事故，有人把它混为一般的事故，



不是太准确。当然，如果由于政府本身的执政能力而发生问

题，使一般事故扩大为突发公共事件，就是政府的公共能力

问题。 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于一般情况下的各种自然、人为

的相关事故都有一套处理程序，比如交通事故，公安局有一

整套的处理程序，一般情况下不会变成突发公共事件。另外

，在工业化初期，火灾曾经是突发公共事件一个重要的隐患

和诱因。但是在建立了消防队和联防机制之后，火灾就不再

成为一个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诱因了。 实际上，在整个人类

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原来没有遇到过，或

者原来遇过但影响没有这么大的事件，比如自然灾害。还有

，由于中国人多，在某些建筑物或者大型活动中产生的踩踏

事件等等。 实际上，突发公共事件主要不是来自这个领域。

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机制，因此，遇到非典的情况，政府的

控制很及时，非典并没有证明中国的控制能力不强，而证明

了动员机制在起作用。而且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突发的自然

灾害所带来的突发事件。 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如何界定突发

公共事件，是随着社会的推进和人数的增加，概念也在发生

变化。我们细化什么是突发公共事件，一般的交通事故每年

的死亡率非常大，就个案来讲，一个一个形成不了一个突发

公共事件。比如火灾以前曾经是突发公共事件。 D部长：17

世纪初伦敦发生的大火，是导致国际消防队建立的原因之一

。 主持人：首先我们理解了什么是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下

面请网友自由提问。 网友“多多到天堂去了”：请问，建立

国家总体应急预案的必要性，预案必须具备哪些内容？ D部

长：从现在开始，建立国家的总体应急预案是有必要的。这

种必要性主要来自于海啸、地震，包括大的飓风，这类灾害



以及灾害的严重影响是不可预料的。但是对这些灾害，一个

有组织的政府有一整套的处理程序，比如有防灾委员会、防

洪局、地震局等，这些都已经常规化了。 最重要的是,由于我

国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时期，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社会

矛盾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在增多，比如征地引起老百姓集体

的诉讼、集体上访。上次由于新闻界的关注，把一个大学生

死亡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最后导致我们把遣返站变成救助

站，这恐怕是今后应该更加注意的。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影

响，东欧普遍发生橙色革命，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有可能发生

。这种敌对势力的目的就是影响人们的生活，制造突发公共

事件，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断。 主持人：我们在访谈前沟通

的时候曾经提到法律永远是滞后的，我们谈到大学生死亡的

案例，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新类型的事件出来以后，相应的

应对机制也有可能最后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机制。 网友“七子

之歌”：如何提高社会各界的危机意识？我们还是应该从思

想意识方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意识。 D部长：从这个

角度讲，恐怕更多的是要引导公众，来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制度设计，但是和西方市场经济其实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比如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哪些应该是由政府承担的

责任，哪些是市场解决的问题，应该有一个责任界限。如果

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出现不能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问题

，比如非典出现的时候，由于我国多年以来，国家防疫部门

自己要挣钱、卖药，国家的经费大量减少，他们以为非典可

以通过市场解决。当时整个防疫系统本身就不起作用了，以

至于在广东发现病毒之后，不能够很快加以确诊，由于没有



明确的居民协调机制，当时几个部队的研究人员和地方研究

人员为了样本，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以上情况都延缓了

我们对非典的应对。 但是，一旦国家动员启动了相关机制以

后，由于国家动员体制很强，所以很快就在各个城市实行了

隔离，所以非典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我们想到，我国

公共防疫体制还应该是国家出钱，应当加强科研水平，才能

够防患于未然，而不是等到流行病发展到相当规模的传染程

度，我们再应对。 主持人：从社会发展研究方面角度看，您

判断在应对非典问题上，我国的快速反映机制在国际上处于

什么水平？ D部长：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实事求是的

说，我国目前所谓党政统一的领导体制肯定更有效。因为非

典从中国过来，已经产生了小规模的传播，这种情况下很难

抑制，但我们很快把它抑制了。 网友：D部长，是什么原因

引发了这些危机？我们今天探讨的所有危机，这个问题太大

了。 D部长：突发事件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法，一种是已知的

，一种是未知的。非典属于未知传染病，突发事件不一定成

为公共事件，如果卫生防疫体制有效，就会及早发现这种病

，及早隔离，而不会成为公共事件。由于卫生防疫体制本身

出现问题，一直到出现小规模流行的时候，才引起了我们的

警觉，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就变成了公共事件。但是在变成突

发公共事件之后，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回应，就抑制住了，

最后降低了公共事件的危害，但实际代价并不小，很多医护

人员也都感染了非典，相当多的非典患者还留下了很多后遗

症。 网友“雪夜的情怀”：我国是否已经初步建立了突发公

共事件应急机制？其积极作用是什么？ D部长：7月26号国务

院常务会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年人大开会的时候，各



个代表提出应当建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这

个意见已被国务院认真执行，7月26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就国

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进行了讨论并通过。这个预案

是由25件专项应急预案和80件部门应急预案组成，有相当省

部级机构已编制了自己的应急预案。全国应急预案的框架体

系应当说已初步建立。 主持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解决思路大

体是一个体系吗？ D部长：非典以后，相当多的境内外学者

向国务院建议要成立国务院或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被国

务院内部讨论否定了。原因是，既是突发事件，有很多原因

我们是不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

在发生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建立一整套工作原则、组织体

系和协调机制。 比如现在发生了一起非常大的交通事故，那

么，医疗救护单位应当怎么救，交通部门怎么疏散交通，广

播系统怎么呼吁部门给予协助，群众不要围观以免造成拥堵

，这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一起完成社会救助行动。因此

，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制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时，

把握对应急预案的本质就是一个工作原则、组织分工、责任

分工以及协调机制。比如水灾、地震过后往往有大病，所以

不是简单把水灾或者地震的事故处理了，事后还要有后续的

步骤。另外，大的自然灾害过后还要有重建工作，第一步要

救人，第二步防疫，第三步恢复建设，这需要国家投入和社

会机制相结合。 主持人：如何界定突发公共事件的严重性?您

认为，我国目前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时期吗？ D部长：

当前我国是处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发期，我主要是指社会根

源的突发公共事件。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速度

很快，特别是入世后，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服务机制



不够完善。比如社会保障系统，养老系统保障不到两亿人，

参加医疗保险城里人还不到一半，就更不用说农村了。有些

情况下，城市化进程很快，包括一些大的建设、道路、水库

、征地等等。由于补偿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社会群体的

利益受损害，因此引发了一些社会根源的突发事件。我认为

是高发期，并不是说现在自然灾害越来越多，自然灾害有它

一定的规律。 主持人：上帝要惩罚人类，并不是在人类有准

备的时候，也不是集中在某一个阶段里。 D部长：比如海啸

，已经有很多年在中小学地理书中它都不是重点内容，但东

南亚的海啸，因为英国一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凭借自己在学

校里所学的地理知识，预测出即将发生的海啸，从而挽救

了100多名游客的生命，大家又认为应该纳入教材了。但是我

认为这是偶然事件。 网友“有遥远的地方吗”：灾害频发从

哪几个方面考验民政、财政和卫生等方面的救灾应急反应？

D部长：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一定的富余财力，包括各物资储

备以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包括经济的、政治的，这种能力是

一个国家政府是否成熟的表现。我们不能一遇到自然灾害就

到国际上呼吁救中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所以

我国在这方面一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我们过去政府体

制机构建设中就已经注意到，我国有粮食储备局、银行储备

，财政也留有余地，包括我们为民政部准备的救济款。如果

没有，就进入下一年的财政预算，如果不够，中国老百姓储

蓄的积极性特别高，已经相当于我国一年的GDP，中国未雨

绸缪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不存在没有储备的问题。另外，

在中国的历史中，有唐山地震救灾的经验，武警部队和野战

军如何协同。这回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了四个级别，



在不同的级别上，不同的政治机构或者特殊部门、特殊力量

会介入进去，这是由中央统一指挥的。 网友“ZZ40”：应急

并不等于浪费，我们在总结非典成功经验时，决不能忽略它

的巨大浪费。这次矿难事件中也充分说明这一点，浪费是何

等的惊人，又是何等的冠冕堂皇。 D部长：“浪费”有两方

面的含义，一个是不应该花的钱花了，是浪费。有一些情况

，特别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原因不明的时候，有一些防御性成

本产生的措施。前两天台风“麦莎”在浙江沿海登陆的时候

，我就被困在杭州了。这时中央防灾救灾委员会下令，飞机

停飞，要求几十万人撤离，这要产生代价。事后可能风暴没

有想像的那么大，我们不能认为这种代价就是浪费。因为老

天爷的事谁都说不准，在浙江的时候风力是12级，这样的风

速肯定要造成大量的损失，所以人员要很快撤离。不管由于

什么原因，台风上岸以后风速减缓得很快，这我们无法预料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认为撤离就是浪费。当然，如果把

建设防灾救灾的款、国家物资用来大吃大喝，把钱装在腰包

里这便是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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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