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论热点：信息公开是应急管理重要任务-公务员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7_94_B3_E

8_AE_BA_E7_83_AD_E7_c26_277953.htm 人们会不会担心，某

一天，他们会置身于突如其来的群体危机中？人们会不会担

心，有一天，他们对周围的危机毫不知情？1月8日，国务院

公布中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就对这样的

担忧做出了回答。这项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组织体系、运

行机制、应急保障、监督管理都提出了具体措施。 从大背景

上看，这份预案的出台，不但是中央政府行政管理能力提高

的表现，也是各地方在过去几年中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经

验和教训的反映。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上，地方需求走在了

政策指定的前面。江苏、吉林、浙江、四川等省，在2005年

就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制定了相关预案。 综观这份预案，其中

的许多内容体现了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危机管理思维。比

如规定4小时内上报国务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按照颜色划

分警戒类型，将恐怖袭击这个全球各国都面对的新挑战，纳

入危机管理体系等。但是，站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看待突发

公共事件的处理，第一要务仍然是信息的公开。 信息公开的

第一个层面，是对突发公共事件事态的公开，也就是《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强调的：“要在事件发生的

第一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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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北京东三环京广桥的塌陷事故中，交

通管理部门就通过手机短信、交通广播等多种媒体手段，向

全市公众通报此事，避免更多人因为交通堵塞影响正常生活



。这种处理方式，值得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采纳。 当然，国内

外的不少人担忧，信息公开是否会造成公众的集体恐慌，甚

至出现大规模的危机蔓延。从中外历史上看，这种情况不是

没有。但集体恐慌往往出现在缺乏权威信息、谣言肆虐的时

候。这就涉及信息公开的第二个层面，不但要让公众了解突

发事件可能对社会和个人利益造成的影响，还要让公众了解

政府的态度和目前的措施。政府态度和措施的信息公开，不

但能缓解公众心理压力和恐慌，杜绝谣言，还能检验政府治

理管理水平。从以往的封闭式操作，到向公众公布处理方法

和处理态度，这对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科学性、果断性

和有效性提出了新要求。 同时，信息公开更是建立公众与政

府间良性互动的重要环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的出台，实际上是在规范政府责任。 而信息公开，将这

些事件的进程和处理方法公诸于众，不但能引起政府和公众

的良好互动，也能让公众自身掌握信息，参与公共事件的防

范与控制，还能引入公众监督，势必能更好地快速解决危机

。 当然，在信息公开的建设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要思考。

从目前来看，我国已经在着手建立逐级新闻发言人制度，但

是，如何让新闻发言人真正在第一时间进入信息发布的第一

线，仍然值得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往往是特殊性、突

然性、广泛性，没有先例可循。尤其是在危机传播中，一把

手往往成为信息公开的重要来源。 危机并不可怕，在任何社

会发展过程中都存在危机。尤其是今天，我国社会正处在转

型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出现和解决，以及在发展中与自然较

量时，危机都会出现。一个国家总是在与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危机较量中前进。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处理万变不离其宗，这是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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