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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同时我国也进入了危机的频发时期。而危机的频繁发生也会影

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因此建立完善的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完善公共危机的管理，可以降低

危机带来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本文在对公共危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使论证更具

有说服力。并对政府管理公共危机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责任，社会转型 

    一、引言 

    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如2001年美国的“9.11 恐怖袭击事件”、2002

年俄罗斯人质事件、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危机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在

我国近些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如2003年SARS事件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汶川大地震事件，

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0年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

等。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甚至有专家预言，中国在2010 年前后将进入“危机多

发期”。因此如何在恶性突发危机事件中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已成为我国政府面对的重大课题。薛澜等人

指出，公共管理关键要治本，最好防范在危机之前，真正能够不住到这些问题的苗头，如果政府能真正的

重视这些问题，能够从根本找到这些原因，去满足老百姓的诉求，也许这个事情就不会演化成一种情绪一

种趋势。723甬温线的重大动车事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危机。而这场危机暴露了一些我国公共危机的缺

陷。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公共危机与政府责任中的诸多问题。 

    二、文献综述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或外部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产生严重威胁的

一种危险境况和紧张状态。那些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团结、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危机事

件，会产生剧烈的危害性后果，而个人、家庭或者私人部门不愿也不能解决，而只能依靠政府部门予以解

决，处理此类事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而称为公共危机[1]。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公共危机不断

爆发，国内外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公共危机这一课题。最先提出危机的概念并将其系统化的是美

国学者琳达.凯普兰.萨勒（Linda Kaplan Thaler）。他认为积极是一种失衡状态，危机意味着稳定状态

的破坏。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危机的解释持有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即使有以下几种： 

    1、查尔斯.赫尔曼（Hermann.Charles）认为：危机是一种决策者意料之外的形式，在这种危机形势

中，决策者作出决策的时间有限，时间偏离的组织的目标。[2] 

    2、福斯特（Foster）认为危机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时间有限，需快速做出决策；第二，员

工素质不高，影响决策的执行；第三，严重缺乏物质资源，影响危机的决出进度。[3] 

    3、台湾学者吴宜蓁认为：“危机就是在无预警的情况下所爆发的紧急事件，如不立刻在短时间内作



出决策、将状况加以排除，就可能对禽业或住址的生存和发展造成重大的威胁。” [4] 

    4、荷兰莱瞪大学位及研究专家乌里尔.罗森塔尔（Hosenthal）认为：危机是一种对社会基本价值和

行为准则产生威胁的突发性事件。[5] 

    5、国内学者薛澜把公共危机分成两类：一类是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性事件，如水

灾、地震。另一类是社会中对抗的统一体引发社会冲突行为而导致的社会失衡和混乱。两者都有突发性、

公共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点。[6] 

    根据这些学者观点，我们可以总结出，危机即是一种决策者意料之外的意味着稳定状态的破坏的突发

事件，需要快速的做出决策，将将状况加以排除，否则会对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的威胁。公共危机的爆发

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因此我们要对公共危机和政府责任进行深刻的探讨，研究政

府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应有怎样的责任，怎么降低公共危机的社会破坏性。 

    三、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事件还原 

    2011年7月23日20时30分左右，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

的D3115次列车追尾，导致D301次1、2、3列车厢侧翻，从高架桥上坠落，毁坏严重，4车厢悬挂桥上，

D3115次15、16车厢损毁严重。事故了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40名遇难者身份确认，其中有3名外籍

人士。D301次列车司机当场死亡，胸口被车闸刺穿。 2011年7月24日14时许，张德江主持召开现场会，指

示成立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指挥部，由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任总指挥，铁道部部长盛光祖任副总指挥。

会上宣布成立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由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任组长。温

家宝总理于2011年7月28日上午来到温州，他察看了“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现场，悼念遇难

者，并看望受伤人员，对伤亡人员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723”事故暴露出铁道部在推进铁路发展过程中，安全发展理念未建立牢靠、行业监管职能未履行

到位、对安全设备未检测清晰和安全管理薄弱等问题，教训极为深刻。但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刻成立了事

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指挥部，开展了救援工作。并且借助了媒体等信息沟通渠道公开信息，使民众了解

当时情况。温家宝总理亲自来到温州对遇难者的悼念及对伤亡家属的慰问给予民众很大安慰。 

    四、从723甬温线看政府责任 

    首先，什么是政府责任？很多的学者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者费斯勒和凯特认为政府责任有俩

个方面，其一是责任，表现为忠实的遵守法律，遵守上级的命令和经济与绩效的标准。其二为道德行为，

即遵守道德标准，避免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7]在公共行政领域，多数学者主张政府责任就是行政责

任。张成福认为，政府责任有多层次的涵义。他指出：“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

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的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广义层面来

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履行其在整个社会中的职能和义务，即法律和社会所要求的义

务。从狭义层面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承

担的否定性后果。” [8]通过这些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政府的责任即是指政府要积极的解决公民的

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公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责任。 

    连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是责任，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因此必须通过责任制衡权利。723甬

温线的重大动车事故是一场典型的公共危机。从这场公共危机中我们能看到政府应履行的责任。 

    （一）政治责任 

    在当今社会，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首先是一种政治责任。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即是

体制的转型和结构的转型。这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心态的失衡，社会评价标准的改变和价值追求的多

元化等，这样就会导致危机的频发。公共危机的处理很直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形象。公共危机应

对中良好的效率与效果是因为政府拥有了民心，保证其政治合法性及其良好形象的基础。“政治合法性是

危机后公共形象的实质和内核，公共形象则是合法性的外部体现。”[9] 

    （二）法律责任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也是一种法律责任。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法律来规范公共危机中的政府行

为，来保障政府在解决公共危机时的效率。例如美国在2002年就制定《国家安全法》，政府要在处理公共

危机时依照这些法律，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经济责任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也承担着经济责任。首先，在危机预警时，要投入危机应对的成本，例如公共

危机资源储备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要保障在预警危机时资源的丰富。其次，在危机爆发时，政府要全面投

入危机的处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后，在危机解决之后要建立完善的补偿机制，对危机中受到

严重损失的家庭给予关心和补偿。因此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承担着大量的经济责任。 



    五、一些经验教训和对策性建议 

    从今年来我过处理公共危机的方式方法来看，我国应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都有提高，但是目

前尚未形成科学系统的政府危机决策机制。究其原因而论，仍然是我国政府处理公共危机时有一些缺失。 

    （一）我国公共危机资源储备系统不全面 

    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时具有经济责任，即是在危机预警时建立完善的资源储备系统。但是我国政

府在这方面仍有缺失，例如我国在2003时爆发非典，由于在危机预警时未建立起晚上的资源储备系统，导

致在危机爆发的时候很多资源短缺，使得病情未能在第一时间遏制，并且造成了人民心中的恐慌，从而导

致了很多物品的物价飞速上涨。 

    （二）公共危机责任机制的不健全 

    我国对于公共危机的法律制定还不是很完善。例如美国在911事件后，对公共危机事件及其重视，建

立了《国家洪灾保护法》、《国家建筑物安全协作法》。[10]但我国在公共危机在法律方面仍有缺失。 

    （三）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沟通受阻 

    我国的公共危机沟通信息系统还未成体制。即是指公共危机的信息还不能实时有效的传递给全社会。

例如在非典时期，在广东已有人确定患有非典，但由于信息未能准确实时的传递出来，导致还有很多人不

知道，从而患有非典。若能积极地动员媒介的介入，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实时，将会使得危机爆发的范围

减小，危害降低。 

    在社会转型的现阶段，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的不足，责任机制的不健全，沟

通信息受阻，以及资源储备系统不全面的问题。社会政治稳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国家稳定发展所

追求的目标，更是全社会赖以生存的条件。公共危机的爆发会破坏社会的稳定秩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

展，并且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政府应当积极的完善这些薄弱的环节。 

    1.积极动员媒介的介入，完善管理信息沟通系统 

    危机带来的不只是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还有对人民心里的影响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不好影响。这

样会使得人民心理的恐慌，这样则会给危机带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矛盾。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动员媒介

的介入，向全社会传递准确实时的信息，这样既可以安抚民心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也可以利于互动机制的

建立。例如民众对公共危机中的受害者给予帮助和关怀，在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中，我国政府就在积

极地动员媒介的介入，在第一时间向全社会传递了实时准确的信息，并且温家宝总理抵达第一现场，给伤

患的家属带来了很大慰问。这样会更能稳定民心，但我们应该在这基础上更加完善管理信息系统。 

    2.构建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科学的制定应急预案 

    公共危机就是一种突发事件，而突发事件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因此在时间之前构建起集中而统一的指

挥体系，制定出科学有效的应急预案显得特别重要。在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中，我国政府构建了集中

统一的指挥系统，第一时间对受害人民进行营救，但并未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前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若能

在公共危机爆发之前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就会使得营救时更加的有效率，使得受害范围和程度减小。 

    3.加强对政府公务人员和公众的危机教育 

    危机意识要求公众要在心里和物资俩个方面都做好充分的准备，要树立防患于未然的观点，因此加强

对公众的危机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进行公众性的危机教育。如在电视或报纸杂志上对民众进行

危机教育。例如日本经常发生地震，正是由于进行了公众性的危机教育，才使得在公共危机爆发时，人民

能够有效率的解决。其次，要在学校对学生进行危机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要成这种思维的方式。最后，

在建立起社会心理预警机制。帮助公众能够正确的面对公共危机，树立信心。 

    六、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公共危机的频发时期。由于危机的层出不穷，这势必影响到我国

的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因此调高我国的公共危机应对速度和能力，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民众的生命与

财产安全。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我国的公共危机机制和公共危机整体的系统还有一定的不足，但我

国政府正在不断努力的完善着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 

    危机不但拷问着一个民族的承受，更是考验我国政府的一块试金石。因此要从现在开始就重视起我国

的公共危机问题，逐步构建起我国的公共危机和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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