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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ARS的大规模爆发，对我 国高校的基础管理和应急管理 系统提 出了严峻的考验。立足危机管理理论 ，分 

析了社会转型期我国高校突发事件的现状、特点，初步评估了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水平。最后，提出建立高校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实现应急管理常规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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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RS疫情肆虐半年多，《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应急预案》颁布施行的大背景下，我 

国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凸现出来。尽 

管一些高校在应对 SARS突发事件时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应急管理经验和方法，但在社 

会转型期高校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加大， 

频率加快，涉及领域也在扩大。因此加强高 

校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应 

急管理体系，实现应急管理工作的常规化、 

科学化，是一项关系重大、形势紧迫的任务。 

l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界定 

1．1 高校突发事件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看法，突发事件是指 

社会生活中一类事前难以预测、作用范围广 

泛且对社会造成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公共事 

件。突发事件一般具有突发性、公共性、严重 

的社会危害性 、连锁性、多样性和难以预测 

性等特征。由此推演，高校突发事件即指那 

些发生在高校内，或虽未发生在高校，却与 

高校中的人或事有相当联系的，事前难以预 

测、作用广泛且对高校甚至社会造成一定威 

胁和危害的公共事件。 

1．2 高校应急管理 

高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就是在突发 

事件发生之前、之中和之后 ，高校及其主管 

部门为减轻或减缓特殊事件的影响，恢复自 

身正常的运行秩序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和措 

施。 

2 转型期我国高校突发事件的现状 

与特点 

2．1 突发事件不断发生，社会关注度持续上 

升 ．成为社会热点 

近几年我国高校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多 

次成为新闻媒体、政府官员乃至社会公众关 

注的焦点，因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往 

往引起一段时间内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 ，甚 

至促成有关部门相关政策、规定、条例或法 

令的修订或出台。 

经过检索和比较，我们将近几年发生在 

高校的典型突发事件归纳为 l1类，它们分 

别是：因信仰缺失而迷信邪教、学校管理腐 

败、自杀／伤害／校园暴力、畸形就业、火灾／爆 

炸／山难、集体食物中毒／黑心棉、学生同居／ 

怀孕、学术腐败、法律诉讼、特困生救助 、恶 

性传染病流行等。这些事件的后果和影响都 

很大：陈果自焚引发海内外各界掀起反邪教 

高潮，吴世明被捕引发社会对高校腐败问题 

的关注，刘海洋伤熊引发社会对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问题的关注，徐丽求职引发社会对 

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 

“蓝急速网吧失火”导致全国网吧大整顿，山 

鹰社山难促使有关部门加强对高校学生登 

山活动的管理和相关制度的修订，食物中毒 

和黑心棉引发国家教育、卫生主管部门对该 

问题的重视以及后来的专项治理，学生怀孕 

被开除促使高校依法治理，丁炜父亲之死导 

致社会对贫困生救助问题的议论和相关政 

策的出台，SARS流行直接促成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北京防治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应急预案》的颁布施行。 

2．2 高校突发事件发生领域广 

由于高校内外部公众人数层次多、工作 

头绪杂、人财物管理混合 ，加之高校改革不 

断推进，后勤社会化逐步深入，扩招广泛进 

行，使高校本就脆弱的基础管理体系捉襟见 

肘，突发事件重重。经过调研，我们发现高校 

突发事件多集中在学校管理、学生管理、教 

学管理、后勤管理、科研管理、校园治安管 

理、对外拓展及与外部公众的沟通等领域。 

这些领域几乎涵盖了高校管理工作的全部 

内容。 

2I3 突发事件令高校深受其害 

陷入突发事件漩涡的高校，除人财物受 

到损害之外 ，还会引发形象受损 、声誉下降 

等后果。王铭铭涉嫌学术剽窃案以及刘海洋 

伤熊事件的发生就分别令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陷入尴尬与无奈，这就是明证。而其间 

接后果还有生源减少、就业困难、陷入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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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人才资金困难、高层管理和科研人才流 

失、士气低落甚至学校垮台。 

3 我国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水平 

评估 

应该说，SARS突发事件的发生既使我 

国高校的基础管理和应急管理经受了考验， 

也暴露出其问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 

如 ： 

3．1 组织指挥系统方面 

在应对SARS突发事件的紧急关头，众 

多高校建立了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并在此次 

战斗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样的机构多 

是临时的，况且这套机构仅仅或主要是针对 

SARS突发事件的，对其它类型的高校突发 

事件如学术腐败 法律诉讼等则不一定合 

适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家层面上 ，我国高校 

至今仍然缺乏具有决策功能的综合体系和 

综合协调部门，也没有建立起处理不同突发 

事件间的协调机制。一旦需要动用各方资源 

的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可能会使高校在处理 

突发事件中的政策不能很好地加以协调，从 

而严重地影响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效 

率。同时，由于目前高校实际部门设置中并 

没有专门的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综合性管 

理部门，决策主要由相应的行政领导做出， 

往往存在地 方主义和形式 主义 的问题 ，迟 

报、漏报，甚至瞒报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比 

较严重。 

3．2 预 防准备方面 

突发事件的预防主要包括应急预案的 

制定和防控体系的建立。SARS猖獗时期，很 

多高校制定了符合自己情况的疫情应急预 

案 这一预案在事件处理过后多被弃置一 

旁，没有得到及时的修订和完善。各高校普 

遍缺乏能从高瞻远瞩的角度，制定切实可行 

的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在防控体 

系建设方面，高校自身的防控手段和方法不 

足(防控设施设备的数量、质量和现代化水 

平、防控人员的素质、防控交通通讯设备、后 

勤供应等远远满足不了应急管理的要求)， 

与社会预防和控制系统或资源如 l10、l19、 

122、12315等的合作和沟通也不够。在这方 

面，不管是高校自身，还是高校主管部门，都 

有大量实际工作可做。突发事件的预防准备 

既包括高校和全社会财力 、物质 、人力方面 

的准备，也包括与突发事件相关的法制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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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舆论和社会公众方面的准备。SARS突发 

事件期间，发生在广州和北京地区多所高校 

众多学生 的“弃校”行为以及社会公众的“抢 

购”风潮、不良商家的投机行为等，都反映出 

我们的准备工作不足。 。 

3-3 信息监测与报告方面 

我国政府在此次迎战 SARS危机时，制 

定了严格的疫情信息监测与报告制度，各有 

关部门也认真加以落实，公安、工商等部门 

对此次事件中肆意散布谣言、哄抬物价 借 

机发“国难”财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严厉处 

罚，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安抚了公众心理。 

高校在这中间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较好 

的表现。但令我们担忧的是，在高校发生其 

它相对不太严重的突发事件时，各相关单位 

和个人，是否还会遵守上述规定，信息的监 

测与报告制度是否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现 

实中，一些地区和单位，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仍然崇尚传统的“外松内紧”的宣传策略，隐 

瞒 、缓报或谎报信息。有些事件发生地的政 

府组织为了替自己开脱责任和逃避法律制 

裁，阻挠媒体公正介入事件报道，不让公众 

了解突发事件真相。这是十分危险的。2003 

年 3月 19日，辽宁海城 3 000多名学生因 

豆奶集体食物中毒，20天后媒体才知晓。4 

月 9日，海城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中毒原 

因仍未查明，数千家长愁上眉梢。 

3．4 应急处理系统 

SARS危机凸现了高校构建应急处理系 

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多数高校应急救护 

的设施设备、人力物力财力之不足，通讯交 

通设施之缺乏，后勤工作之滞后，是有目共 

睹的。同时，与社会应急救护系统之间的信 

息沟通与合作演练也明显不足。 

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将严重制约我国 

高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效率，也会给高校 

其它工作和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4 建立和完善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 

理体系，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的对策 

鉴于我国高校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突发 

事件日渐突出且危害严重、应急管理工作存 

在众多问题，我们呼吁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加快高校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 

化、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升我国高校的应急 

管理能力。 

4．1 组建和完善应急管理的组织指挥系统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设立统领全国高 

校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心。该中心要根据 

突发事件预测和变化情况，不定期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全国范围内高校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的重要事项和重大决策。各高校应在成 

功应对 SARS突发事件的基础上，组建和不 

断完善应急管理的组织指挥系统。要组建自 

己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负责全校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指挥工作。 

要建立应急管理常设机构，将应对突发事件 

的范围从 SARS扩大到各类重大突发事件。 

4．2 不断完善应急管理的预防准备系统 

各高校应在国际化、全球化、科技化的 

大背景下，综合考虑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及外部环境和内部改革的具体情况，明确自 

身的目标和定位，认真分析社会需求和自身 

资源之间的差距，客观评价自身的弱点和不 

足。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同时要加强防控体系建设，合理 

利用社会资源，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全方 

位、立体式的预防和控制网络。要加强与社 

会突发事件防控资源的沟通与合作，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的演练。 

各高校应积极开展突发事件应急准备 

工作。在财力、物质、人力方面应给予充分的 

考虑和妥善的安排。同时，全社会也要不断 

强化应急管理方面的法制建设、科研攻关、 

舆论引导和社会公众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工 

作，增强自身抗御各种灾害的能力。 

4．3 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信息监测与报告 

系统 

各高校应积极建立突发事件监测网络， 

设立监测“哨点”，监测网络上的各个环节； 

监测哨点应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做好各类 

突发事件的监测、记录和报告工作。 

各高校要加强突发事件信息的报告、分 

析、预警、发布等环节的管理工作，及时、公 

开、透明、准确地披露公共信息，降低公众获 

得信息的成本 ，稳定公众的信心；加强突发 

事件信息举报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突 

发事件都应向高校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不得 

隐瞒、缓报、谎报，或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 

报。 

同时，高校要加大宣传和培训工作的力 

度，利用各种途径和手段，增强全员危机应 

急意识，提高应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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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眼于大型装备项目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分析了项目风险产生的原因，并详细阐明了分散式风险管理组织应 

用于大型装备项 目风险管理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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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装备项目具有技术含量高和新研 

究的成分大等特点．往往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和失败的可能。因此，加强风险管理，科学 

合理地进行风险辨识、估计、评估和监控、是 

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科学地做好 

这些工作，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完 

成 

1 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由于项 目的非重复性，使得人们无法完 

全采用已有的经验去周密地进行规划和计 

划．尤其是大型装备项目，往往具有更多的 

创新性要求，人们不得不在存在诸多变数的 

情况下开展研究工作。实现对许多变数的预 

测不可能十分准确，这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将 

逐步表现出来。实践证明，人们对大型装备 

项 目的诸多因素，如对技术、进度和资源的 

认识总有一定的偏差，而且往往偏于乐观， 

这就决定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 

很显然，风险会给项目的进行和项目的 

成功带来负面影响。由于风险的存在，特别 

4．4 完善高校应急处理系统 

各高校应明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启 

动的程序。积极筹建多个应急小组(或团队 

或救护队)，加强对他们设备设施的配备和 

供应，加强人员教育和培iJIl；不断提高他们 

的现场救治 、隔离监控、勘查分析的技术水 

平和能力。各高校要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和 

快速反应机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 

应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要达到尽快探明 

突发事件形成的原因，及时控制突发事件的 

形势．减少突发事件所带来的生命、财产损 

失及声誉形象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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