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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发事件的定义

     突发事件是指忽然发生，导致或
者也许导致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用
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
事故劫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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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事件：

           忽然发生，导致或者也许导致重大人

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重大生态环境破
坏和对全国或者一种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
政治安宁构成重大威胁和损害，有重大社
会影响的波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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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突发事件的分类

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演变过程和发生机理，

突发公共事件重要分为四类：

（1）自然灾害

（2）事故劫难

（3）公共卫生事件

（4）社会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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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突发事件的特性及事例

事件类型 特征描述 具体事例

自然灾害
自然因素导致的突发事件，主要包括洪涝，
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
害，生物灾害，森林火灾等。

地震、龙卷风、海啸、洪水、
暴风雪、酷热或寒冷、干旱
或昆虫侵袭

事故灾害

人为原因造成的紧急事件，主要包括工矿
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
故，火灾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核
与辐射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等。

化学品泄漏、核放射泄漏、
设备故障、交通事故、城市
火灾

公共卫生事件

病原微生物所致大规模疾病流行事件，主
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食品、药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以
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
件。

非典疫情、人感染禽流感、
鼠疫、食物中毒等

社会安全事件 

人为主观因素产生的、危及社会安全的突
发事件，主要包括恐怖袭击事件，民族宗
教事件，经济安全事件，涉外事件和群体
性事件等。 

群体性上访事件、暴乱、游
行等引起的社会动荡、恐怖
活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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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突发事件的分级

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

和影响范围等原因，一般分为四级：

     Ⅰ级（尤其重大）

     Ⅱ级（重大）

     Ⅲ级（较大）

     Ⅳ级（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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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分级

预警级别根据突发事件也许导致的危害程度、紧急

程度和发展态势，一般划分为四级：

     Ⅰ级（尤其重大）——红色

     Ⅱ级（重大）————橙色

     Ⅲ级（较大）————黄色

     Ⅳ级（一般）————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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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分级

           级别

应急组织

特别重大

(Ⅰ)

重大

(Ⅱ)

较大

(Ⅲ)

一般

(Ⅳ)

国家 +

省级 + +

市级 + + +

县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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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确定性  紧急性

 突发性

突发事件
特点

 群体性

 连锁性

 危害性

4、突发事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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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 时间 死亡人数 损失 其它

9.11恐怖袭击事

件

2001年9月11日 5219 6620亿美元

SARS疫情 2003年 919人 全球传染病

印度洋海啸 2004年12月26日 23万 100亿美元 强烈地震并引发
海啸 

“卡特里娜”飓
风 

2005年8月29日 1800多人 上千亿美元

南亚大地震 2005年１０月８日 7.3万 50亿美元 里氏７.６级强

烈地震 

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 69142人 

失踪:

17551人 

8451亿元人民

币 

里氏8.0级 

玉树地震 2010年4月14日 2220人遇难，
失踪70人

8000亿元人民

币

里氏7.1级

海地地震 2010年1月12日 22.26万 77.5亿美元 里氏7．3级 

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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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突发事件的危害

13

突发事件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

社会危害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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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急管理的概念

•           应急管理是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

为了减少突发事件的危害，到达优化决策
的目的，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原因、过程及
后果进行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有
关资源，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预警，控制
和处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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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又称为危机管理。

     应急管理：是指政府和其他公共
机构在突发公共事件的事前防止、
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蔼后管理过
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
采用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众生
命财产安全，增进社会友好健康发
展的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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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管理的发展历程

• 里程碑一：应急管理元年

• 里程碑二：应急预案编制年

• 里程碑三：推进‘一案三制’

• 里程碑四：全面应急能力建设

• 里程碑五：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年

• 里程碑六：大考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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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急管理体系

       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
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案”为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三制
”为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制。

应急管理体制重要指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坚强有力、政
令畅通的指挥机构；

运行机制重要指建立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应急信息汇报
机制、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

法制建设方面，重要通过依法行政，努力使突发公共事
件的应急处置逐渐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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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管理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减少危害。

 （2）防止为主，防止与应急相结合。

 （3）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4）依法规范，加强管理。

 （5）迅速反应，协同应对。

 （6）依托科技，提高素质。

 （7）强化基层、广泛动员。

 （8）公开处置、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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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急管理工作重要内容

（一）应急准备
   1、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2、健全应急管理体制
   3、完善应急管理运行机制
   4、制定应急管理有关法制政策（以上简称“一案三制”）
   5、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和管理（专家征询委员会，专家库，应

急队伍）    

   6、开展应急培训和演习
   7、做好应急物资（实物、资金、生产能力）储备
（二）应急处置
    防止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三）重大活动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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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应急管理的工作形势

1、重大自然灾害频发。

      我国是遭受洪涝、干旱、台风、地震等自然
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区
广、发生频率高、导致损失重。

      的低温雨雪冰冻和汶川地震两起特大灾害，
更是导致了8.7万多人的死亡(失踪)，超过1万亿
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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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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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汶川特大地震

地震前的北川中学

地震后的北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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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2万人,损失：超过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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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事故劫难严重。

     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大，伤亡大。 据记录，近
我国年均发生各类事故超过50万起，死亡10多万
人，伤残70多万人，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2500亿元。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呈高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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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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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凌晨4时48分，山东胶济铁路王村段，时
速131公里/小时的北京—青岛T195次列车，第9

至17号车厢忽然脱轨，侵入了并行的另一条铁轨，
和正常运行的对开5034次列车相撞，致使71人死
亡，416人受伤。

• 临汾市襄汾县“9·8”尤其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
共导致277人遇难，33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直
接经济损失达9619.2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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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山东火车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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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尾矿垮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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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大。

      重大传染性疾病形势相称严峻。全球新发的
30余种传染病有半数在我国发现。重特大疫情和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时有发生，传播速度快、波
及范围广、防控难度大、导致损失重。食品、药
物生产经营中市场秩序混乱、源头污染严重、监
管力量微弱等问题尚未主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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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流行，全球合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波
及32个国家和地区。自7月13日美国发现最终一

例疑似病例以来，没有新发病例及疑似病例。全
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 最新
记录显示：中国内地合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

人；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

例，死亡180人；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
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 这

是官方记录汇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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