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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减少其可

能带来的损失和影响，制定安全应急

预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突发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增加，制定安

全应急预案是必要的。

目的和背景

背景

目的



定义与概念

安全应急预案

指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预先制

定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包括应急组织、

救援队伍、资源调配、通讯联络等。

突发事件

指突然发生，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应对的自然灾害、

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

事件。



安全应急预案编制的法律法规

02



国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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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地方政府制定的安全生产相关法规和规章

地方政府制定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和规章

地方政府制定的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规章

地方政府制定的消防相关法规和规章



行业标准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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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突发事件应对行业标

准

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国家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国家消防行业标准

1. 企业实际情况：企业规模、生产工艺、设备设施等实际情况，以及企业所在地区的气候、地理等因素。

此外，安全应急预案编制还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行业标准与规范



5. 应急流程

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应急流程，包括预警、响应、处

置、恢复等各个环节，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

准确地采取应对措施。

2. 风险评估结果

对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评估，确定重点防范的风

险和应对措施。

3. 资源状况

企业现有的应急资源和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方

面的资源。

4. 应急组织架构

建立健全的应急组织架构，明确各级应急人员的职责和权

限，确保应急工作的有序进行。

行业标准与规范



安全应急预案编制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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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原则是指在进行安全应急预案编制时，应将预防工作放在首位，通过科

学的风险评估和预测，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具体来说，预防为主原则要求在预案编制过程中，注重对危险源的辨识、风险评

估和隐患排查，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加强日常监控和管理，提高安全防范意

识和能力。

预防为主原则



分级负责原则是指在进行安全应急预案编制时，应根据不同级别的事故设定不同的应急响应程序和责

任分工，确保各级单位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事故。

具体来说，分级负责原则要求在预案编制过程中，明确各级单位和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完善的应

急指挥体系和协调机制，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进行有效的救援和处

置工作。

分级负责原则



VS

科学性原则是指在进行安全应急预案

编制时，应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原理，

确保预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具体来说，科学性原则要求在预案编

制过程中，注重对事故发生规律和应

急救援规律的研究和分析，采用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制定科学、

合理的应急预案，提高预案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科学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是指在进行安全应急预案编制时，应注重预案的实际应用效果，确保预案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具体来说，实用性原则要求在预案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资源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救援方案和措施，提高

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还应注重对预案的培训和演练，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确保在实际事故发生时

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实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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