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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应急物流，就是指以提供突发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

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目的，以追求时间效

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物流活动。现实生

活中，无论是SARS和禽流感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突发

性的重大自然灾害，都会造成具体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必然需要大量的应急物资。而应急物资的运送迫切需要社会

的物流体系发挥其应急功能。应急物流与普通 物流一样，由

流体、载体、流量、流程、流速等要素构成，具有空间效用

和时间效用。但应急物流又与普通物流不同，普通物流既强

调物流的效率，又强调物流的效益；而应急物流在许多情况

下是通过物流效率的实现来完成其物流效益的实现，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会变为纯消费行为，只考虑物流效率的实现。

应急物流可以简单地分为军事应急物流和非军事应急物流两

种。非军事应急物流还可以细分为灾害应急物流和疫情应急

物流；灾害（含险情）应急物流挚煞治匀辉趾τ蔽锪骱腿宋

趾τ蔽锪鳌Ｓ蔽锪鞯摹坝薄倍直旧泶幸欢ǖ木律剩蔽锪鞑⒉

坏韧诰挛锪鳌＞挛锪鞯闹噶钚员冉锨浚绕湓谡秸⒌氖焙颍贾

瞻丫吕娣旁谑孜弧６蔽锪飨低吃蛴Ω靡陨缁崂嫖Ｒ竦亩韵笫

鞘茉值厍娜嗣瘢饬秸叩哪勘辍⒎穸韵笫遣煌摹Ｓ蔽锪饕话憔

哂型环⑿浴⑷蹙眯浴⒉蝗范ㄐ院头浅９嫘缘忍氐恪? 二、应急

物流的特征 1.机构性质政府工作机构 为了保证应急物流的顺

利实施，应急物流指挥中心的运作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职



权，因此在机构性质上应该是一个政府工作机构。它是政府

救灾工作的一个执行机构，根据现代物流运作流程，依靠政

策法规行使职能和开展工作，专门负责政府救灾物资的储存

和运送。 2.构成形式信息网络中心 由于自然灾害及公共突发

事件的不确定性，应急物流指挥中心应该是一个适应性强、

功能强大、反应灵敏的信息网络中心和管理中心。它根据国

家的政策法规，组织众多普通商业物流中心、企业加盟，并

通过一张覆盖于各加盟物流中心、企业的网络系统将其连接

起来，依托政府公共信息平台，组成一个网络应急物流体系

，实施信息发布和管理工作。在灾时，应急物流指挥中心通

过网络连接，可以根据灾情，灵活抽调各加盟物流中心组成

一个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可大可小，如果遇到全国性的灾害

，还可以将多个地区性的应急物流指挥中心联网，组成一个

全国性的应急物流体系，实施应急保障。 3.工作职能管理指

导中心 在平时，应急物流指挥中心的工作主要是做好救灾物

资的预测、预算，进行网络维护，全面了解各加盟物流中心

、企业的情况，并建立供应商档案，了解可能用到的应急物

资的生产、分布情况。各商业物流中心、企业进行正常的商

业活动，自主经营，在商业活动方面并不受应急物流中心的

管理和干涉。在急时，应急物流指挥中心根据有关政策和应

急预案，紧急调用各加盟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设备、人员组建

成一个现实的应急物流中心，投入应急救援工作。中心总揽

全局，但并不直接从事物资的采购、运输、配送等具体工作

，而是将这些任务分配给各商业物流中心去完成。各加盟的

物流企业在中心的指挥下具体负责应急物资的筹措和运送工

作。 三、应急物流的保障机制 应急物流的实施往往需要紧急



调动大量应急物资，只有使应急物流的流体充裕、载体畅通

、流向正确、流程简洁、流速快捷，才能使应急物资快速、

及时、准确地到达事发地，这就要求建立应急物流的保障机

制，满足应急物流实施的必要条件。 1.基础设施保障 物流基

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对保障应急物流的顺利实施起着关键的作

用。物流基础设施包括通讯系统、交通运输网络、物资储备

设施和物流信息网络等。通讯系统发达，可以在灾害发生前

及时预警，使人们提前做好准备；物资储备设施和交通运输

网络的坚固和发达可以保障物流网络，使灾害后的救援物资

迅速抵达灾区，而且广泛覆盖的交通运输网络可以使援助到

达任何需要的地方；建立高效的物流信息网络，对于应急物

流的实施也是必要的，可以依托政府公共信息平台，建立应

急物流信息网络，及时发布灾害情况、运输及仓储的最新信

息。一个快速反应和广泛覆盖的物流体系可以大幅度地提高

应急物流的实施效率，减少损失。 2.政府协调机制 由于应急

物流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往往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而在

这种突发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状态下，就必然

要求政府建立相应的指挥机构和运作系统，对各种国际国内

资源进行有效地协调和调用；及时提出解决应急事件的措施

或指示；组织筹措、调拨应急物资、应急救灾款项；根据需

要，紧急动员相关生产单位生产应急救灾物资；采取一切措

施协调、疏导或消除不利于灾害处理的人为因素和非人为障

碍。 3.法律保障 在应对突发性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应急物流中的法律机

制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的动员机制，也是一种强制性保障机

制。如在发生危机时，政府有权有偿或无偿征用民用建筑、



车辆、物资等，以解救灾之急。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法

律法规，如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我国也有《抗洪法

》。但从2003年抗击SARS的情况来看，我国应急物流动员仍

然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行政职能和在群众自发的基础上的运

作，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征用民力的效率不高

。 4.应急物流预案保障机制 应急物流的“应急”特点，决定

了应急物流必须着眼于平时的准备，因此，我国应建立全国

和省、市一级的应急物流预案，以确保应急物流的顺利实施

。应急物流预案的准备包括应急物流硬件和软件准备两个方

面，其中应急物流硬件的准备主要包括应急物资的储备、应

急资金的准备、设备设施的准备和车船道路的准备等；应急

物流软件的准备主要包括应急物流的人员准备、信息准备、

应急场景的假定和应急措施的制定等内容来源百考试题网。

5.“紧急通道”机制 在发生突发性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时期

，建立地区间的、国家间的“紧急通道”机制，即建立并开

通一条或者多条应急保障专用通道，可有效简化作业程序和

提高速度，使应急物资迅速通过海关、机场、铁路、地区检

查站等，让应急物资、抢险救灾人员及时、准确到达受灾地

区，从而提高应急物流效率，极大限度地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 四、应急物流体系的建立 1.应急物流指挥体系的建立 应急

物流的顺利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完善应急物流的基础

保障外，还涉及应急物资的筹措与采购、应急物资的储备与

调度、运输与配送等方面，而这些工作需要一个机构来组织

协调，才能顺利完成。从我国以往的情况来看，这个协调机

构都是由政府根据应急方案从各单位紧急抽调人员临时组成

的，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暴露出灾情信息滞后、救



援工作效率不高以及严重影响了政府其他工作正常开展等问

题。因此，我国有必要根据我国的政府结构和物流的运作流

程，建立一个常设的、专业的应急物流指挥中心，专门用于

救灾指挥工作，保障应急物流高效、顺利地实施。 2.应急物

流配送体系的建立 在应急物流体系中，应急物流配送体系十

分重要。纵观历年来我国应急物资的发放情况，都是通过政

府工作人员、救灾部队分发给群众的，效率低，分发面窄，

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以下几点来建立高效

、发达的应急物流配送体系: 一是政府可通过应急物流指挥中

心，结合实际情况，整合现有社会资源，联合配送行业内信

誉高、价格合理的物流企业进行协同式配送；而且可以通过

大型物流企业已建立起来的供应链、连锁网络组织应急物品

投放市场。 二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与军方联系救灾抢险事宜

，动用军用运输装备、军用运输专用线路及相关设施，从而

实现应急物资的快速配送。 三是政府应大力推进国内电子商

务业的发展，着重优化电子商务系统的应急物流配送网络，

加强应急物流指挥中心与电子商务业的联系，减少物流环节

，简化物流过程，提高应急物流配送的快速反应性能。 四是

在应对危机时，政府可根据应急工作的需要，通过行政手段

和舆论召唤，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应急工作，通过组织地方干

部、民兵、部队、公安、志愿者、防疫人员、医务人员等多

方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将应急物资发放到受灾地区，这样可

保证应急物流配送的速度和广度。 总之，应急物流在我国尚

属一个新兴概念，我国应急物流体系还很不完善，需要加强

对建立应急物流体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完善应急物流

理论。应急物流机制和体系的建立，是要求物流软硬件基础



设施、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作为保障的。应积极学习先进

国家的经验，尽早建立高效、快速的应急物流体系与现代应

急物流机制。百考试题收集整理。"#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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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