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劳务合作渠道，增强劳务输出的数量和

质量，帮助失业人员缓解就业压力，真正

实现再就业：鼓励和扶持下岗失业人员选

择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以及灵活就业的

形式，帮助其了解国家的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和扶持措施，简化手续办理的流程，实

现社会保险关系的高效转接。

3．5建立失业人员和培训机构的有效

激约束机制

针对失业人员。政府以基层平台为依

托，根据培训机构反馈的培训学员的实际

参培状况，对按时参加培训，合格取得任

职资格的参培人员，提供奖励，包括提供

免费参加更高级别培训的机会，享受优先

就业、定岗培训和福利补贴等多种形式的

优惠政策；建立失业人员培训的有效激励

约束机制，在失业人员参培前对具体奖惩

标准给予说明，充分调动参培人员的培训

积极性，实现培训效益最大化。

3．6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完善职业资

格准入制度

随着企业用工的日益规范，用人单位

要求应聘者出示能够证明其专业特长或

接受培训并达到相应水平的资格证书等

相关证件，由政府主导建立完善的职业资

格准入制度成为必要。结合培训I．作．应

做到：第一，严格审批培训机构的课稃设

置，保证培训专业和课程紧贴市场需求，

并做到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加以调

整，建立和健令劳动力市场调查机制，加

强劳动力市场预测，蚓时尽快建立覆盖全

区、各行业的劳动力供需和培训状况的信

息网络，增加信息流通总量，加快信息交

流，使再就业培训的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

紧密结合：第二．政府根据劳动力市场需

求，增加对失业人员中高级课程的培训经

费投入，不断提升再就业培训层次，严格

职业资格的考核和认证，真正与劳动力市

场相接轨，实现再就、Ip培训资源的合理配

置；第三，通过立法健全职业资格准入制

度，将培训与任职资格审查、职业技能鉴

定、上岗发证紧密联系起来，由政府设置

专业的毋l业技能鉴定机构，对培训结业人

员进行考核审评，对合格者发放职业资格

证书，实现与职、lk劳动用工市场真正接

轨，保障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真正实现。

总之，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的再就业培

训机制，才能不断摊进再就业系统工程的

顺利发展，有效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达到

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双重功效。目前，我国再就业培训改革之

路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综述
口黄亚莉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公共危机管理成为国内外

擎界的研究热点，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就国内外的学界所围绕的公共危机

管理等一系列的问题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有助于我们看出其中的不足及

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与把握公共危机管理方面

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

i 关键词：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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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各类灾难所导

致的损失与日俱增。20世纪90年代以

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牛频率旱明显

上升趋势，其频发度和危害性亦呈明显上

升趋势。”9．1l”事件及2003年我国“非

典”的发生及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

事件，使公共危机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极

大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公共危机管

理成为全球政府及学者们关汴的焦点。

1．对危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

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1有关危机和公共危机的界定：

关于“危机”，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

源自于希腊的一个用于描述濒临死亡的

医学术语。维基百科中解释“危机”是有危

险又有机会的时刻，目前国内有不少学者

也将危机称为“突发性危机”、“突发事

件”、“紧急事件”等等。而对于什么是危

机，国内学界大多是借用国外学者对“危

机”的定义。

美国学者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认为

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

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问压力

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

关键决策的事件¨l。格林认为危机是指事

态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的程度，而危机管理

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控制事态，在危机事

件中把损失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事态失

控后要争取重新控制住。塞伯斯定义危机

为妨碍一个组织运行层面的职能和目标

达到一致的可接受能力，它的生长力或继

续牛存的能力或者有一个不利的个人因

素影响，如它的雇员、客户或组成部分所

意想的任何活动或任何活动的失败。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

的界定。如高世屹指出，突发事件是人们

对m乎意料事件的总称四。薛澜等认为危

机通常是指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

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

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速

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嘲。马建珍指出危

机是指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

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

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

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f4】。李泽

洲认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就是在某种状况

下，由于缺乏正确预测或者有效预防而发

生的意外事件嘲。朱德武则给予危机概念

参考文献：

【1】王树忠．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J】．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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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观的阐释，认为危机就是危险和机

会，每一次危机既是失败的根源，也是孕

育成功的种子【6j。许文惠、张成福认为危机

是由一组迅速展开的事件组成的，它使破

坏稳定的力量在总的系统或其中任何子

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并

增加在系统中爆发暴力的危险忉。胡百精

等则认为应当将危机定义为一种状态，而

非一个或多个事件。这是对危机和危机管

理实践的学理关照，是基于实践的认识论

综合口。胡鞍钢从突发事件对政权稳定和

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冲击的角度来考虑事

件的性质，并得出两个重要的论断：一是

认为危机有“良性’’年口‘‘恶性”之分。对于良

性危机，处理得当可以化危险为机遇。二

是出现危机是常态的，没有危机是不正常

的。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危机出现的这

种不确定性、连续性是我们需要经常面对

的嗍。

对于公共危机，虽然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很多的文章都是以此为题日的，但是真

正对其做出界定的只有少数学者。李燕凌

等认为，公共危机是指对社会公众具有巨

大现实或潜在危险的事件㈣。张小明则认

为是指影响范围广大，或对一个社会系统

的基本价值观或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

威胁，需要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公共部门

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做

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Ⅲl。王晓成认为，公

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或者外部高度不确

定的变化凼素．对社会共同利益和安全产

生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张状态

响。

1．2对于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的

界定：

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有三个

方面：①以企业为视域的公共危机管理研

究。⑦以国家为视域的公共危机管理研

究。③仝球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这互个方

面的的危机管理往往是紧密相连的。

以企业为视域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主要有：美国学者史蒂芬·安德尔在其研

究成果《企业危机管理》一书中，对企业危

机管理的环境、危机管理预警方法、危机

决策方法和未来危机管理技术等进行了

分析，重点研究了危机预测和决策的特

点，并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方法，还将

这些方面做了时间上的对比，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美国学者史蒂文·

芬克指出，危机管理是有计划地挪去组织

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组织更能掌握自己

前途的艺术。并将危机分为四个阶段：征

@管理观察·2012年4月下旬刊

兆期、发作期、延续期、痊愈期。美国危机

管理大师罗伯特·希斯提出危机管理4R

模式，即缩减力、预备力、反应力、恢复力

四个危机管理阶段Iul。诺曼·奥古斯丁认

为，每一次危机本身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

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㈣。危机管理专

家米特罗夫提出危机管理的五阶段模型：

信号侦测、探测和预防、控制损害、恢复、

学习阶段。

以国家为视域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主要有：英国危机管理鲁家迈克尔·雷吉

斯特等认为，在今天复杂的环境中，组织

必须对飘忽不定的公共价值观、不断提升

的社会期待以及无处不在的新闻媒体加

以深刻理解，做出迅速反应，并对危机处

理过程的每个环节作了分析旧。劳伦斯·

巴顿将危机定义为四个基本问题：你知道

什么、何时知道、采取何种措施、如何确保

危机不再发生n日。

全球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主要有：德国

著名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人类面临

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制造的风险。我

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

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

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旧。

关于什么是危机管理，在借鉴国外学

者观点的基础上，国内的学者也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张成福指出，所谓的危机管理

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

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

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才去一系列的控

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采取预防、处理和消

弭危机¨蜘。何志武等认为，危机管理就是

对没有预料到的且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利

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的管理旧。杨冠琼

认为，危机管理就是政府组织有关力量在

监测、颈警、干预戍控制以及消减危机性

事件的生成、演进与影响的过程中所采取

的一系列方法和措施刚。

与此相关的还有公共危机管理。吴兴

军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个

重要领域，它是政府及其它公共组织，在

科学的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通过监测、

预警、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措施，

防止和减轻公共危机灾害的管理活动，并

认为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人㈨。杜

宝贵等指出，区别于常态F的公共管理，

人们把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管理称之

为公共危机管理或政府危机管理阎。张小

明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对公共危机的管

理．其管理主体既包括政府部门、非政府

公共部门，也包括企业等私人部门，甚至

也可以将公民个人涵盖在内翩。马建珍指

出，政府危机管理就是在危机意识或危机

观念的指导F，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

危机事件进行信息收集、信息分析、问题

决策、计划制定、措施制定、控制涛调、经

验总结的系统过程刚。黄训美指出。政府

的危机管理是危机发生前的有效预防和

危机发生后的积极救治口司。这些概念，从

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公共部门危机管理的

特性．但学者们对此很少做区别对待。

2，关于公共危机的类型和特性

2．1公共危机的类型：

不同的分类标准，形成不同类型的公

共危机。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我国一些学者也尝试着进行了分类，除了

分类的角度有所不同，并没有太大的分

歧。胡宁生将危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

是结构良好的危机；二是结构不良的危机

阑。沈致远等人基于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

同时结合数学金融学的研究，认为突发性

事件有两种类型：一是“能茸积累犁”，例

如地震、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

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m来。如泡沫经

济的虚假价值小断积累，直至突然奔溃；

二是“放大型”，如盒Jp倒闭引起一系列债
主相继破产、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

及一国危机引起的“级联放大”效应造成

亚洲金融危机等闭。薛澜等从危机产生的

原因上对危机类型做了归纳，将危机类型

分为：自然灾害型，利益失衡型，权力异化

型，意识冲突型，国际关系型等五种网。黄

训美从产生的原因看，危机的类型主要

有三种：一是自然力产生的天灾：二是人

为造成的人祸，包括全局性的或局部性

的社会冲突：三是以自然灾害表现出来

的人为危机等㈣。陈炜将公共危机分为

六类：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性

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突发性公共安全事

故、重大刑事案件、公共关系危机(舆情

突发、网络炒作)刚。杨冠琼按照危机涉及

的区域将危机分为区域危机、国家危机乃

至全球危机：依据危机发生的领域将危机

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和宗

教危机等p”。

2．2公共危机的特性：

我国学者在对各类公共危机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对危机的特性也做了归纳。

目前我国各类危机主要表现为突发性、紧

迫性、威胁性、公共性，政治性、复杂性、危

害性、两面性及社会性等特点。马建珍认

为危机具有突发性、政治性、复杂性、危害

性与紧急性五个方面的特征删。张成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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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危机具有威胁性、不确定性、事件的有

限性与危机的双重效果性，认为危机会带

来各种损失．但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

与环境的变革吲。李泽洲认为突发性公共

事件具有公共性、突发性、危害性等特征

跚。薛澜等对转型期我陶危机形态的特点

做了具体分析，将它们归纳为元个方面：

危机事件涉及的领域多元化：危机事件呈

高频次、大规模；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

性和危害性加强；危机波动方式多元、震

动频度增大；危机事件的国际化程度加大

唧。之所以对公共危机进行类型划分，主

要日的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危机管理服务，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损失，防止人类悲

剧的发生。

3．关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

危机管理管理体系的构建问题是我

国学者讨论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之一。学

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对危机管理体系

的构建，反应了他们关于危机应对与管理

的策略与见解，佃是仁者见仁，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硼种种观点：

3．1“制度论”

即从制度的视角看危机管理，这是目

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制度论’，认为

我国近年发生的危机事件以及政府应对

危机的不得力，很大程度上在于国内相关

的应对机制不够健全、相应的法制保障不

够完备。李燕凌等对农村公共危机产生的

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由了相

关政策措施嗍。林毅夫明确提出，完善危

机管理体系关键是建立体制化机制鲫。

3．2“经验论”

“经验论”主张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

经验和教训，以促进我国危机管理体制的

建立。薛澜等分折了美国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应对体系，总结出国外相关危机管理体

系的一些特征，以期对我国的机制结构产

生有益的影响p叼。王德迅也分析了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及其运作模

式，为我国的危机管理提供了诸多的启示

【搠。

3，3“公共关系论”

“公共关系论”认为在危机应对时，应

当合理运用公共关系学的原理、方法。在

实践中，公关的一些原则、方法、方式、策

略在危机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徐刚认

为危机管理的公共策略是提升政府和社

会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删。

3．4I‘全面整合论”

“全面整合论”认为，由于公共危机事

件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某一种机制、模式

或策略很难单独解决全部问题，必须整合

各种资源和力量，建屯一个全面整合危机

管理体系来不断提升危机管理能力。这种

理论以张成福为代表，即要把危机管理的

策略有机地整合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之中⋯。

4．关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成果

与不足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同时

也是危机事件的高发期，这些事件的发生

。促进了国内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发

展，综合前边所讲的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

理论知识及学者们关于实践的研究，可以

看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取得很大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1．针对危机管理的研究机构

不断涌现；2，界定了学科研究对象，学科

体系不断完善；3．大量的学术成果问世，

我国}|{版了大量优秀的学术专著。

综合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我

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的研究重点

还是关于其理论的研究，其不足之处还有

很多．主要表现在：1．实证性研究不够。目

前我国学界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

还是学究式的，仍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研

究成果的阶段，而立足于国内公共危机管

理的调查研究还足不多。2．跨学科研究不

够。3．研究领域与范围偏狭。目前我国对

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以政府危机管

理为核心．城市危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

对于农村尤其是广大民族地区危机管理

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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