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3_80_8A_

E7_AA_81_E5_8F_91_E4_c62_457045.htm ●关于突发事件与紧

急状态的关系 原草案规定：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特别重大突发

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

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

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大常委

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

定。 这一规定涉及突发事件与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的关系问

题。 在常委会审议中，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有特定的条件和程序，并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不

属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调整范围，应另行制定紧急状态法，

本法可不涉及；有的认为，本法应对草案规定的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这四类突发事件引

发的紧急状态作出规定，以防止在紧急状态法未制定前存在

法律空白。 全国人大法律委认为，草案规定的四类突发事件

与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性质完全不同，处理的机制、办法

也不相同，要严格加以区分。宣布紧急状态是大事，要慎之

又慎。从现实情况看，本法就应对草案所列四类突发事件作

出规定，是迫切需要的。这四类突发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则

情况复杂，需要采取的特别措施也不一样，现在尚无实践经

验，难以作出统一规定。至于处置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

、暴乱、严重骚乱等三种政治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戒严法

已经作了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将草案上述规定移入“附则



”作为一条，并增加一款规定：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

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规定

。 这样规定，能够为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提供

相应的法律依据。 ●关于草案的几条原则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意见，法律委建议在“总则”中增加几条原则性的规定

：一是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

急相结合的原则。国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体系，对

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减少重大突发事件的

发生，最大限度地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二是规定，

“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防

范风险的意识，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三是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作出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

应当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

，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项工作报告。”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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