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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伴随着社会的经济增长，社会种种不稳定因素逐渐

增多，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各类突发事件，各个国家遭受

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多样性、

群体性、综合性 [3-4]，一般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

（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5]。应急管

理理论有危机管理理论、应急管理的生命周期理论、协

同治理理论等 [6-8]。在我国，社区是城市应急管理最基本

的主体，评价模型比较常见的有三阶段、四阶段、五阶

段模型 [8-11]，计算方法有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

评价法等 [11-13]。

而我国的社区应急管理工作相对较差，存在很多问

题，为提升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就要找到应急管理能力

的量化方法 [14-15]。

1　指标体系的建立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通过频度统计法、分析归纳法

等，梳理汇总有关的高频指标。通过德尔菲法，最终确

定了 9 组共 35 个指标。

通过层次分析法分析计算，得指标权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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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市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事前

准备

能力

0.2440

应急预案

能力

0.11632

应急预案 0.08086

应急预案的修订与评估 0.08838

应急处置机构和应急人员 0.17476

专业的应急队伍 0.17476

应急演练效果 0.18344

应急人员的培训效果 0.18344

居民参与应急培训效果 0.11435

监测预警

能力

0.12737

政府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能力 0.53896

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建设 0.16378

大数据的统计分析与发布 0.29726

公共服务

能力

0.27475

小区物业服务质量 0.33333

设施医疗设施情况 0.66667

应急保障

能力

0.29975

社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0.11163

居民应急意识和技能 0.09590

应急物资储备 0.30887

应急避难场所 0.19301

应急资金保障 0.28887

信息处理

能力

0.18182

应急信息管理平台 0.14286

信息的监测与收集 0.42857

信息发布 0.4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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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各地频发各类突发事件，各个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一项

十分重要的任务。构建城市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3个一级评价指标、9个二级

评价指标、35个三级评价指标。结合例子，计算各个层级评价指标评分，提出了健全应急管理组织机构、完善社区

应急预案体系等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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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事中应对

能力

0.62960

决策处置

能力

0.66667

指挥中心统一部署 0.14162

政府各部门间协调联动 0.094604

社会组织的响应 0.04734

企业的响应 0.04734

社区居民的响应 0.07722

人力、物力支援 0.12006

交通道口管制 0.06770

社会安全稳定 0.14846

安抚居民情绪 0.074060

传染源控制 0.18016

专业队伍

与志愿者

0.33333

社区专业应急队伍 0.29726

医疗专业队伍 0.53896

志愿者队伍 0.16378

事后完善

能力

0.12600

灾后调查

与评估

0.25

灾后调查机制 0.25

灾后评价机制 0.5

灾后追责机制 0.25

灾后保障

能力

0.75

灾后专业技术指导 0.36452

灾后心理治疗措施 0.12415

灾后专项资金保障 0.27772

灾后区域规划完善 0.23360

2　唐山市X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评价

本文评价指标的取值范围定为 3 级，取值区间分别

为 1-60，60-80，80-100。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21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86 份。将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汇总，计算

各评价指标评分结果如下：

二级评价指标：应急预案能力 75.59，监测预警能力

79.99，公共服务能力 77.17，应急保障能力 69.33，信息

处理能力 82.54，决策处置能力 85.39，专业队伍与志愿

者 75.76，灾后调查与评估 63.38，灾后保障能力 68.95。

一级评价指标：事前准备能力 75.97，事中应对能力

82.18，事后完善能力 67.56。

X 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评价 70.28。

3　社区应急能力评价结果原因分析

（1）预案、演练、培训效果不好。社区应急预案只

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的资料，没有及时修正、补充。社

区举办应急演练次数不多、不规范。社区居民对相关法

规了解较少，对风险隐患没有警惕性。

（2）缺乏专业的应急人员。社区无应急专业人员，

工作人员知识储备不足。且社区在编人员少，人员流动

性较大，人员稳定性不高。

（3）志愿者队伍建设滞后。现有的志愿者都是自愿、

临时招募，无志愿者资金保障，无激励制度，且未构建

志愿者服务体系，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缺乏激励制度。

（4）医疗、物资、资金保障不充分。社区医疗设施

不多，辖区仅有一个卫生院，医疗保障十分紧张。社区

无针对专款财政预算，物资储备短缺，无法满足应急工

作使用。

（5）灾后完善能力缺失。邀请了上级部门到社区进

行调研走访，但由于资金、场地等原因，问题并没有得

到解决。

4　关于X社区提高应急管理能力的优化建议

4.1 完善社区应急预案体系

在制定应急预案时，在上级应急预案的基础上，要

根据自身特点及潜在的危险因素和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类型有针对性的制定应急预案，要符合社区医疗位置、

人员配备、居民分布等各类实际情况，并通过情景模拟

演练或拉练，不断修正完善。

4.2 加大社区应急管理能力培训

以应急知识、应急技能为内容对社区居民开展培训，

提高居民的应急意识，熟悉疏散路线，了解应急避难场

所位置，掌握多项逃生技巧与急救技能。而社区工作者，

在掌握应急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加强应急指挥、决策、

控制、协调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同时要详细了解辖区内

的支援力量，以便汇集各方力量联动处置。

4.3 规范应急志愿者队伍系统

打造志愿者人才库，整合志愿者信息，保证社区能

够高效快速召集专业志愿者队伍。同时，健全志愿者保

障机制，为志愿者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购买商业保险，

身体健康检查制度和购买商业保险，消除志愿者的后顾

之忧。建立志愿者补贴制度，为志愿者发放志愿补贴，

保障志愿者日常生活。

4.4 搭建社区资源共享平台

首先，政府要适当增加应急预算拨款，合情、合理、

合法的对社区进行资金投入，确保社区做好应急物资储

备。其次，社区需要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对人力、服务、

管理、设施、信息等资源进行综合整合。再次，建立一

体化卫生应急联动体系，制定日常管理、协调联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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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预警、事后评价等工作机制，实现各个资源的最大能

效。

4.5 实现多元联防联控防控屏障

依据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多元性。一是

建立“1+1+N”多元治理体系，提出“一个政府，一个

社区，多个社会组织”的应急管理模式。二是推动医疗

救治、便民警务、应急保障、宣传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

建立高密度的关系网络。三是建立由网格长、专职网格

员和兼职网格员构成的社区“网格化”联动管理系统，

将社区内居民楼宇进行网格划分。

4.6 建立社区应急管理评价长效机制

要将科学、合理的社区应急管理评价体系运用到管

理社区的工作中去，建立社区应急管理能力评价制度，

聘请专业团队对社区进行评价。其次，要建立奖惩制度，

对优秀社区提出嘉奖，对较差社区开展问责。

5　结论

（1）针对事前准备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时

修订完善社区应急预案、建立一体化卫生应急联动体系、

搭建社区资源共享平台等建议。

（2）针对事中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多元

联防联控屏障机制、建立“1+1+N”多元治理体系、打

造志愿者人才库、健全志愿者保障机制等建议。

（3）针对事后完善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

社区应急管理评价长效机制、建立奖惩制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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