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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率，不断改善和优化政府的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望。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给

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民众尤其关注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的价格，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出现过短暂迅速上升的局面，给人们基本生活带来了

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同时，也出现了民生物品价格投诉、举报激增的情况。21世纪

爆发了 H1N1流感、埃博拉疫情、新冠肺炎疫情、猴痘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其呈现

出日益频繁的趋势，对公共卫生以及人们生活造成了极大风险。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问卷调研、访谈三种研究方法，在市场失

灵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基础上，以 C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

府监管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 C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存在

的问题并指出原因所在，据此，本文从立足实际完善价格监管相关法规及政策、因地

制宜强化政策宣传开展协同治理、优化信息采集方式构建价格预警体系、优化队伍组

成机构开展价格监管培训四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以期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

的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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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s

to transform government functions, enhanc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government servic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people. In recent years,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have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The public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ices of livelihood items under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In the event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incidents, the prices of livelihood items have briefly risen rapidly,

causing panic in people's lives. There has also been a surge in complaints and reports

related to the prices of livelihood i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H1N1 influenza, Ebola

epidemic, COVID-19 epidemic, monkeypox epidemic and so on broke out. Public health

events showed an increasingly frequent trend, posing great risks to public health and

people's lives.

In the above context, this article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market failure theory and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prices in C city under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depth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ods prices in

C city under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he reasons are pointed ou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four aspects: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on price supervision based on reality, strengthening policy promotion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optimiz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methods to build a price warning system, and optimizing team composition to carry out

price supervision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adapting to government

supervis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goods prices under sudde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Prices Of Goods For People's Livelihood Pric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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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已发生或是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会对公众的健康造成损害或

是出现极大损失的不良事件，例如传染病疫情，以及其他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生命健康

安全的危害事件
①
。依据事件性质、危害程度及涉及范围，可以将此类事件划分为四

级，即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Ⅳ级—一般。

世界卫生组织在近几年以来，公布了多起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例

如 2009年发生的 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2015年的寨卡病毒

疫情、2018年的刚果埃博拉疫情、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2022年的猴痘疫情，

自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世界范围内，多频次、大规模地发生各类公共卫

生事件，严重威胁到人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公共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且发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频次有着增高的趋势。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影响到的人数非常多，其具

有极高的传播速度与极广的传播范围，对于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产生了严重的

危害，严重地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由于人员

管控、物资紧缺等原因，民生物品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米、面、粮油、果蔬等民

生物品价格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致使其价格出现短暂快速上涨的情况，发生了“哄抬

物价”“囤积居奇”等不良的社会现象，面对民生物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和群众的投诉、

举报增多的情况，政府部门对价格进行了管控，制定出相应的价格监管措施，开展价

格监管的相关工作，对于稳定物价、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民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使

民生物品价格得到有效控制，可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生活需求，但在价格监管的过程当

中，还是存在着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方式滞后、监管效率不高等情况，表明政府在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在价格监管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尤其是在构建价

格预警体系、提升执法人员素质等方面还应当进一步地提高。

1.1.2 研究意义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范围内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趋频繁

地发生，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在对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进行考验，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以来，党和政府快速地采取应对举措，政府相关部门采用了畅通举报渠道、

①
张伟静 ;周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 -基于中央和地方政策的比较分析 [J].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2022,(01):12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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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打击违法等方式对民生物品价格进行监管，使得民生物品价格上涨得到了有效控

制，满足了人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市场经营秩序，有助于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治。但同

时，也不可否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价格相关的投诉、举报数量激增，大量的关于

民生物品价格的网络舆情充斥着各大自媒体平台，蔬菜价格等关键词持续登上热搜榜，

在价格监管持续加压的背景下，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还会不时出现，这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 C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

政府价格监管部门适时地优化、调整工作方式，创新监管理念，并对经验进行总结分

析。笔者基于此总结分析了 C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存在

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相对应的建议，以期为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价格监

管工作提供有益参考。因此本文将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进行分析。

（1）理论意义

第一，从政府监管价格的管理措施入手，聚焦价格监管过程中的问题，分析问题

背后的原因，为以后政府处理可能会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以及价格监管工作，提供一定

的参考。

第二，本文依托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研究理论，立足实际，就 C市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有利于丰富关于公

共卫生事件政府价格监管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2）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对 C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的情况进行研究，

了解 C市政府价格监管的方式、方法体系，整理政府价格监管的现实情况，为分析 C

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价格政府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依据。

第二，通过分析 C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民生物品价格政府监管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提高政府监管民生物品价格效能的对策，为 C市政府在今后可能会发生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时更好地监管民生物品价格提供一定的决策根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应急管理是指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通过

组织、协调和指挥各种资源，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过

程。价格监管是指对市场商品或服务价格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本文将综述国内外关于应急管理和价格监管

的研究文献，对相关理论、方法和实践进行总结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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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

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研究，起步的时间相对较晚，在爆发 SARS

疫情之前，国内有关公共卫生的应急管理几乎是空白的状态。该疫情暴发，国家在对

此类事件的应急管理之时，仅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等有关的卫生

法律法规开展临时性的管理，2003 年爆发 SARS疫情之后，面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不断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才逐渐引起各个领域内的专家及学者的

高度重视，并开始加强建设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应用体系，其核心内容为“一案三制”。

在应急管理理论领域，许多关注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型建立的研究。例如，巩宜萱

等（2022）①
在其研究中，创造性地将城市域内的安全，拓展为物理、社会以及数字

空间安全在内的大安全观，对城市的安保工作提供有效保障，并实现动静转变，以及

传统到智慧化的转变等，继而形成系统全面的安全工作思路。刘珏等（2021）②
通过

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将应急管理理论当作是基本的理论框架，由事前预防、事中处

置与事后评估的角度，建立 5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以及 107个三级指标的

COVID-19指标体系。

在应急管理的方法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关注灾害风险评估、应急资源调配和应急

响应决策等问题。例如，唐文文（2021）③
在研究中指出，当前的城市发展面对着诸

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复合性灾害风险的冲击，城市应急管理工作需要由常规的防御型思

路过渡至主动性预防上来，以及迅速恢复的韧性治理新视角展开相应的工作。另外，

谷鑫等（2022）④
研究设计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物资管理平台，该平台应

用了物联网及大数据等技术开发的手段，以全面提高应急物资保障能力，该方法可以

通过分析大数据，预测灾害发生和发展趋势，为应急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在应急管理的实践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关注国内外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和应急管

理的经验总结。例如，胡露红等（2021）⑤
探究了依托于国家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

学中心，建立了系统而且非常全面地可以进行有效保障的护理管理的机制，能够积极

有效地应对与处置突发的灾害性事件。肖燕等（2019）⑥
研究并总结出了在新冠疫情

①
巩宜萱,史益豪,刘润泽.大安全观: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的理论构建-来自深圳的应急管理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
2022, 19(3):13.

②
刘珏,梁万年,刘民,等.基于应急管理理论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防控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

全科医学, 2021, 24(17):5.
③
唐文文.韧性治理视角下成都市应急管理问题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2.

④
谷鑫,郭晓敏,项春,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管理平台的设计[J].医疗卫生装备, 2022, 43(11):34-39.

⑤
胡露红,汪晖,黄素芳,等.依托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J].护理学杂志, 2021,
036(021):54-57.

⑥
肖燕,武筱旋,曹李耘,等.医务社工介入公共卫生应急服务的管理实践[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21,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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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间内，医务社会工作人员介入到武汉市武昌区的方舱医院，促使患者能够实现心

理与身体上的平衡，并将治疗的效果显著提高作为基本的目标，从而建立起线上线下

与舱内舱外结合的医疗服务团队，在对医务人员进行协助，并全面提供社会上的支持，

注意整合资源，并积极开展相关服务的实践。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于应急管理的研究问题和领域更多是集中在国

外相关应急管理理论的引介，并研究分析不同区域类型的危机事件特征、成因及对策

等内容。我国学者认为应急管理工作，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以及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强化对于突发事件的风险管理水平，并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准备做好，

全面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的快速反应能力，降低此类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

使民众的财产与生命损失减少，加快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是研究应急管理的意义所

在。

（2）关于价格监管的相关研究

我国的价格监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雏形，其中“法令论”的代表是商鞅，主

张应用法令控制价格；以范蠡为代表的“平准论”，主张国家直接参加市场的经营活

动，操纵相关商品的价格。中国每个时期都有以国家意志为基础的价格监管的机构，

只是形式和方式不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我国现代的价格监管进入了

新时期。1982年 8月颁布实施的《物价管理暂行条例》标志着我国价格监管体系已

经初步形成，1987年 9月颁布实施的《价格管理条例》为实现价格监管规范化、制

度化、法制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价格监管理论领域，有很多研究都是在关注价格产生的机制、价格监管制度和

价格操纵行为等问题。例如，李倩等（2023）①
在研究中指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

价格歧视算法能够提高静态效率，且在特定市场条件下，具有促进动态效率的效果，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但如果科技巨头应用价格歧视，随意应用支配市场的重要地

位，便会产生剥削性和排他性效果，继而容易出现垄断的出现。张穹（2016）②
指出，

市场价格体系存在局限性，国家在逐步放开市场价格的同时，强化监管市场价格，使

其在健康的制度框架下运行，防止出现垄断等会对市场主体造成影响的不良性竞争。

所以，在市场自我调节与修正不足的时候，政府部门主动介入干预与纠偏价格行为是

十分必要的。

在价格监管的方法研究方面，很多学者更多地关注价格监测、价格调控和价格干

①
李倩 ,尼尔斯·J.菲利普森 .人工智能驱动下算法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 :一个法经济学分析[J].财经法学 ,
2023(4):82.

②
张穹.发挥竞争政策基础性作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中发 28号文件的市场理念理性精神与未来实践[J].
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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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等问题。例如，许光建等（2020）①
指出，自发生新冠疫情以来，为了更好地抑制

部分地区医疗防护用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各级的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加强监管各类

物品的市场价格，严厉地打击市场上存在的哄抬价格等价格违法行为，成效较为显著，

促使防控疫情的工作能够顺利地开展，并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的质量。靳唯佳

（2021）②
指出，价格管理体制在新常态的经济环境下，存在着专业价格监管人才缺

乏、科学技术应用程度不够高等问题，政府职能应当转变，对价格制度应当逐步完善，

创新政府监管和服务的方式以及方法，规范企业自主定价的行为，维持稳定的市场价

格体系，向企业普及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帮助其了解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和供求

关系对价格的影响等问题。

在价格监管的实践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关注国内外不同行业和市场的价格监管实

践。万向华等（2018）③
在研究指出，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是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

数据流转、多样化的数据类型，价格监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为创建

开放、公平的价格监管机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杨青清（2022）④
指出，价格

监管体系的建设对于我国碳金融交易十分必要和重要，碳排放分配机制和制度的建立

是重点工作，主要包括分配的原则、主体以及方式，是完善我国碳金融交易价格监管

机制顶层设计的必经之路和主要的方式方法。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价格管理，只不过其价格管理体制不同而已。在国

内，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价格管理，是在宏观经济调控之下，构建并完善当前的价格

机制，该机制的实行主要是调节市场价格，但并不排除部分商品价格由政府直接管制，

此外，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十分必要的。价格管理主要由价格管理机构来实现，我国

现行的价格管理机构，包括政府价格管理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价格管理机构，其中，

政府价格管理机构，包括主管部门及其他职能部门，主管部门的职能为价格政策的制

定以及政府定价等，监督价格法律法规政策和政府定价的实施，规范引导价格行为，

查处不正当价格行为，调控价格水平，维持良好的价格秩序和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

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管理中起主要的主导作用，其他的政府职能部门主要是

负责本部门本行业的价格管理
⑤
。

①
许光建,徐利,乔羽堃.从严查处哄抬价格行为 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防控新冠疫情期间实施若干稳价措施的

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4:5.
②
靳唯佳.经济新常态下价格管理体制与模式创新研究[J].管理纵横, 2021，11:108-109.

③
万向华,黄曦,陈亮,等.运用“大数据”强化价格监管的实践与启示—基于以常州市物价局大数据监管监管实践的

探索[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4):39-41.
④
杨青清.我国碳金融交易价格监管机制设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2，44(S1):58-60.

⑤
刘大洪 ;余葱 .紧急时期我国社会民生物资价格执法活动的检视与改进 [J].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2022,(0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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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应急管理的相关研究

应急管理是指对突发事件予以事发前后开展的全过程管理，是为了有效地预防与

降低此类事件造成的损失，对于各类资源紧急调动以使社会秩序能够快速地回归到正

常状态。国际上对应急管理的各阶段划分方式，主要是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预防、准

备、反应及恢复，美联邦安委会也将其分成四个阶段即减缓、准备、响应与恢复。在

《危机管理》
①
中，罗伯特·希斯提出 4R模式，即 Reduction、Readiness、Response、

Recovery，代表缩减力、预备力、反应力及恢复力，将危机情境造成的攻击力减少，

加强企业处理危急情况的准备力度，对已产生的危机积极应对，并快速恢复企业的生

产力，战胜危机。诺曼·R·奥古斯丁
②
认为，危机的发生不仅包含着失败的原因，

同时也涵盖着成功的契机，通过每一次的发现和培育，可收获隐藏的成功机遇，这便

是开展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因为风险和机遇常常是并存的，那些习惯于对形势做出错

误评估的会导致事态不断地恶化，这便是典型的无效管理。

关于应急管理研究，在国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到古巴导弹危机、苏联

解体等诸多事件的影响，学者们重点研究政治危机；第二阶段，国外的公共危机管理

由政治危机管理向灾害危机管理转变；第三阶段，国际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趋势愈发多

元化，涉及自然灾害等等
③
。公共突发事件和危机应对能力，可作为衡量综合国力和民

族凝聚力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将应对突发事件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责任来对待，

并找到可将应急管理能力全面提高的一种新方式
④
。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其

非常看重应急管理，为将灾害救济等问题有效解决，专门出台了《灾害救济法》和《全

国紧急状态法》，规定紧急状态过程与相关的权力等内容。此外，针对各行业及领域

还推出专项的实施细则，并全面建立现代化的应急管理体系，为其建设应急管理体制

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⑤
。同时，美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逐步构建出由联邦、州、

县、市、社区构成的五层级应急管理体系，继而较为全面地服务其本土的各领域。当

前，在此类事件当中，美联邦政府能够快速采取应对的措施，并还在朝着更加成熟完

善的方向快速发展。

（2）关于价格监管的相关研究

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如美国和欧盟等法治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这些

①
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2004:383.

② Norman R.Augustine.Managing to survive in Washington：a beginner's Guide to high—level ma nagement in
government[M]. Washington，D.C.：CS IS Press.2000.

③
李泽洲.构建危机时期的政府治理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3（6）:7.

④
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6-11.

⑤
游志斌.当前美国应急管理体系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J].中国减灾,2020,(07):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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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通过实施价格立法，确保了价格制定的依据、决策主体的权利及义务等价格行为

均得到法律保障。当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时，政府对价格的宏观调控或对特定商品的定

价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这促使政府依法开展价格管理工作，为有效实施价格管

理提供了重要保障。法治在市场经济国家价格监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完

善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的和谐稳定。

在经济调控与价格干预方面，各国政府均采取了多种策略与手段，在美国，政府

通过综合运用特许经营权、公共事业投资、补贴以及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以签订价

格合同的形式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同时，政府还通过调节税收利率、优化税收范围

以及调整财政支出幅度等方式，以财政手段影响和改变国家的总体需求，从而间接影

响价格水平。在法国，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如冻结物价和限制价格，以

实现价格稳定，在经济手段方面，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倾向于利用财政制度的措施

来稳定物价，这些措施包括发行专门国债、调整税收政策、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实施财

政补贴等。这些经济手段旨在为企业应对市场波动提供支持，维护生产和供应的稳定，

从而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总体而言，各国政府在价格调控和经济干预中，根据本国

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目标，选择并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这些手段旨在维护市场秩序、

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保障民生福祉
①
。西方发达国家的价格管理，经间接或直接地对物

价进行管理，继而营造出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长期的立法和执法实践，价格监管的

体系愈发完善便于具体管理价格，尽管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价格监管体系，但其均可

以将各自的职能发挥出来，并最大程度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美国逐渐减少直接管制特定商品及服务价格范围，但在市场价格监管行为方面投

入了很大的精力，美国价格监管执法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执法依据充分：美国对价

格行为的规范，体现在几部法律当中，如《谢尔曼法》（1890年）是美国首部反垄

断法，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该法律详细规范了不正当竞争行为

等。这些法律规范确保了执法活动的法定性和合法性，美国在 1890年通过并颁布了

主要是反不正当竞争的《夏曼反托拉斯法》，以及用于反对价格歧视《克莱顿法》（1914

年）。上述法律规范限制了价格方面的行为，如价格歧视行为、欺骗性定价、虚假宣

传和虚假标价等行为。除此之外，美国未独立设置价格监管的机构，而是由美国的反

垄断局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负责监督价格行为，该部门是司法部的独立机构之

一，建立于 1933年，在受到总统政策的重大影响下，美国的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在执

法手段方面非常多样，其拥有调查和起诉垄断案件的权限，在刑事与民事诉讼当中，

①
杨仲棋.国外价格监管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5,(6):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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