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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安全管理论坛概况 

公共安全管理分论坛由天津工业大学危机研究所主办，与会代表来自全国15个省

市，38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共收到57篇论文，内容涉及公共安全管理的基本理论、

机制建设和9个具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其中对公共安全管理基本理论和概念分析的文

章16篇，公共安全机制研究的文章11篇，有关具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的文章30篇。具

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涵盖了自然生态、教育、食品卫生、区域、人口、民族、监狱、

心理、网络等不同方面、不同群体、不同事件的公共安全管理。 

 

二、公共安全管理分论坛理论观点简要介绍 

公共安全分论坛文章所涉及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三个方面：公共安全管理机制建设

研究、公共安全基本理论观点分析、具体领域的公共管理研究。下面分别作简要介绍。 

 

( 一)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研究 

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研究是本论坛的重要话题，也是公共安全管理领域的重大基本问

题。阎耀军先生认为，在当代风险社会，因社会运行速度日趋加快，使得反馈控制的管

理方式“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变得更加不可控

制。因此，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以创新思维对现行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他系统地提出了前

馈控制机制，包括建立公共危机前馈控制的制度框架，学习和总结古今中外有关前馈控

制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部门联合开展有针对性的前馈

控制研究，加强公共危机的预警指标体系建设及其操作运行系统建设，建立由计算机辅

助的人工智能危机剧情生成系统，建立可以用计算机模拟的危机作战态势推演系统，建

立危机预警和预控紧密结合的制度化连锁机制，建立危机管理前馈控制的方法和技术支

撑体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将前馈控制全面嵌入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黄顺康先生详细探讨了从民意－民怨－积怨－民怒的转化过程，并针对重大群体性

事件冲突的成因，探讨了内外兼治的的冲突阻断机制，即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缓和矛

盾，化解冲突为特征的内部阻断机制和以预防、预警、预控为主的外部阻断机制，为不

断完善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提供参考。 

王革先生认为，前馈控制能有效地避免风险，是经济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和和

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前馈控制具有超前性、科学性、均衡性和开放性特征；有效的前馈

控制需要融入公共组织设计当中，增加前馈控制职能。提出了系统构建前馈控制机制的

步骤。 

周利敏先生认为，在灾害社会工作中，非营利组织也可能产生“志愿失灵”情形。

若要解决公私“失灵”问题，可由“公私协力（partnership）机制”来解决。通过

“志愿服务”、“公民参与”与“政策倡导”等方式，非营利组织督促与协助政府开展

救灾工作，克服政府由于威权化（debureaucratization）和分权化所导致的反映迟缓

的缺陷。“公私协力机制”也是一种“复合型”的灾害社会工作模式，主张建构政府—

民间、民间—民间的联系桥梁，发挥整合性力量。 

刘仲起先生分析了预防和处置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章友德先生分析了转型时

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创新研究等。 

 

（二）公共安全管理概念、理论分析 

孙元明先生从学科理论建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定义、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归纳和



 

梳理，探讨了“非直接利益者”更多参与、组织化倾向明显、“行动群众”增多和“怨

恨变量”增长在国内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对国内群体性事件发展趋势作了

初步的预测与分析，指出“下层知识分子”现象出现和多种不稳定因素汇聚，标志着国

内社会冲突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张维平先生等认为，在健全相关制度、研究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机制、及时、科学

处理突发事件的同时，有必要从国民安全意识、思想观念、社会心理效应、政治、经

济、社会和人为因素以及来自大自然的“不测风云”等方面，探讨引起我国突发事件的

构成原因，以便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谢俊贵先生认为，为何需要社会协同，何以能够社会协同，如何实现社会协同，是

灾变危机社会协同管理必须认真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 

周志家先生认为，环境意识是环境社会学的中心话题之一。但尚存在着在环境意识

概念界定和测量工具方面没有形成广泛一致、环境意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问卷调查方法

无法支撑真正重要的结论和在环境行为测量方面存在着系统偏差等问题，环境意识研究

的出路在于：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体系的法典化、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研究焦点上实现

从社会心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态度研究到多学科融合的行为研究的过渡。 

索宝祥先生分析了歧视（故意歧视与恶意歧视）与恐怖活动之间的联系。认为，由

歧视而恐怖，是一条必然之路，但其间的路径却存在诸多差异。在基本范式的基础上，

“歧视－恐怖”模型可以细化为五种范式：左翼范式、显性范式、隐性范式、极端范式

与逆向范式。 

王超先生认为影响突发事件扩散的影响因素是突发事件本身的性质、突发事件受灾

对象脆弱性和突发事件应对体系的脆弱性三个方面，在进行三个因素详细分析基础上，

对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另外，邱法宗对近年来城市公共安

全研究的进展和主要问题作了分析，庄晓慧介绍、分析了俄罗斯社会的危机现象，王太

鹏先生分析了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安全思想，康新贵先生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矛盾，

等等。 

 

（三）具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研究 

具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涵盖了自然生态、教育、食品卫生、区域、人口、民族、

监狱、心理、网络等9个方面。 

1.自然生态安全管理：抗震救灾----热门话题 

吴中元先生运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分析了金融信息应急管理体系。提出

了系统的对策。包括：建立金融信息应急平台与安全体系；加强金融应急法制建

设；明确金融应急管理总体责任主体单位；加强统筹规划，科学制订区域金融应

急预案；加强宣传与培训，提高金融应急管理能力；加强金融应急演练，增强应

对突发事件能力；加强应急预防，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学者董海军和章辉美阐述了企业赈灾捐赠是一种应然的责任担当，分析了灾

害时刻企业从责任义务到危机响应的行为模式，论述了赈灾捐赠是公益性与社会

性的双赢。 

伍国春女士以日本新潟沖地震为例，对位于灾区的“灾害志愿者中心”的活

动及其作用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其形成、运作的社会条件。以此为参考，对中国

灾后重建提出要了要在明确政府职责的前提下，建立政府（公助）、个人（自

助）和社会团体、社区（共助）等三者互动的援助体系，而且有必要通过灾前准

备减少社会“脆弱性”。 

周红女士运用比较及实证研究方法，从抗震救灾过程中分析我国危机管理特别是自

然灾害防御应加强的方面，包括完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通讯系统建设、联合指挥系统

建设、应急反应机制、法规体系、评估体系、训练机制、技术标准体系、保险机制等的

建设。 

郝建梅和夏玉珍女士在对贵州凝冻灾害的问卷调查与文献资料分析基础上，指出当

前突发公共事件监测预警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建议与对策，以使监测预

警机制真正在危机防范和预控中起到独特的信息“烽火台”和信号“警报器”作用。 

另外，蔡为民、薛岩松、夏玉珍、王志丹等学者撰文分析了土地安全管理，翟丽宏

女士分析了军队在我国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处置中的作用与面临的问题 

 



2.教育安全管理 

彭善民先生在分析毒品预防教育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结合上海L中学毒品预防教育

中尝试的体验式学习实践的经验，指出毒品预防教育是一项能力教育，具体对策为体验

式学习方法的倡导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培养等，能力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公共安

全教育的发展方向。 

徐桂珍女士从分析我国高校的危机信息管理的现状出发，构建了高校危机信息管理

系统：危机预测和预警信息系统----危机状态监控信息系统----危机应急决策与指挥信

息系统-----危机损失评估及恢复信息系统。 

王慧女士认为，民族高校危机管理的预警系统建立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在各个环

节都要注重民族具体性，尤其是预警系统指标体系的建立。 

  

3.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陈璇博士通过分析美国食品安全立法与管理中所遭遇的致癌物风险和转基因食品风

险等重大争议,从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食品的安全与风险具有突出的社会建构特征。对风

险的建构性的理论反思有助于我国食品安全政策制订与管理。 

 

4.民族关系安全管理 

阎耀军先生认为，民族关系作为一种复杂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和谐状况有

其内在的规律性和具体性，并从我国民族关系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和谐民族关系的

系统分析模型，以和谐为目的，以平等、团结、互助为手段，对可设置的具体指标提出

了初步设想。 

 

5.区域安全管理研究 

马怀德、李程伟等对《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草

案）》的突出特点及内容创新进行了重点分析，以求为其他地方突发事件的应对立法提

供参考和借鉴。 

 

6.特殊群体安全管理研究 

邓虹先生认为，构建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预警和保障体系对维护社会稳定极为重

要，以江西省的有关数据构建起一个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预警和保障体系的微观样本。 

7.心理安全研究 

郭景萍女士认为，社会公共安全管理也包括对情感的安全管理，这个管理过程是公

众情感社会化的过程。每个社会公民都有可能在公共安全事件中邂逅受损者/非受损者/

肇事者这样三种基本社会角色，相应地，对所有社会成员都要进行安全性情感、援助性

情感和文明性情感三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及时的心理干预对社会情感安全管理能起到一

个恢复功能的作用，但是心理干预不能等同也不能代替社会安全的情感管理。 

 

8.人口安全管理 

汤兆云先生认为，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大范围的异常已经并将继续给人中和社

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要实现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就必须采取行政的、法

制的手段，加大对非法胎儿性别鉴定、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的打击力度。 

 

9.网络安全管理 

卢国显先生认为，网络群体事件具有虚拟性、传播速度快、有限组织性、控制难度

较大等特征。从戏剧分析理论的角度看，网络群体事件的结构由动力、导演、演员、脚

本、舞台和道具等几个因素构成。在预防对策方面，要改革公安机关网监部门的职能权

限，谨慎推行网络实名制，修改现有法律以适应网络管理的要求。 

 

三、简要分析 

公共安全管理包括自然生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的方方面面，涉及到

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组织乃至每个公民，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因此，系统地加

强公共管理安全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结合到实际工作之中，提高决策和实践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实效性，减少安全隐患，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公共安全管理的系统性、针对

性、可操作性方面，尤其是联合实际部门，针对具体领域的公共安全管理尚需做进一步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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