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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急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日渐常规化、

规模化，危害性加强，单靠政府一己之力已无力有效地克服危机。多元主体协同

治理成为各国应急管理的共同趋势。而如何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则是应急管理多

元治理中的一项新课题，有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动员模式是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本文试着从近两年我

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应急实践出发，分四个部分探索当前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模

式的选择。第一部分主要阐述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主题和基本概念、研究

方法和技术路线等研究设计。第二部分根据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

将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模式分为政治动员模式、社会辅助模式、政府－社会合作模

式和政府辅助模式四类，并介绍了国外模式的选择及其启示。第三部分重点论述

我国应急管理动员模式从政治动员模式向社会辅助模式的转型，以及新形势下社

会辅助模式在我国的应用。第四部分根据新模式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模

式优化的一些基本思路。当前我国的社会辅助模式尚不成熟。一个成熟的社会辅

助模式应至少具备良好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合作基础、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

未来，政府和社会需要从上述五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动

员能力，提升我国应急管理的水平。 

本文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同于以往社

会动员模式“二元格局论”，本文根据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不同模式将应急管

理社会动员模式细化为四类；第二，着重根据社会辅助模式在我国的运行情况以

及基本国情，提出了我国模式优化的目标和方向——建立在五个基础之上的成熟

的社会辅助模式。社会动员模式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有效应急管理社会

动员的实施方案，对实践将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动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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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ergency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ents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public crisis always happened as a routine, with huge 

scales and damage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overcome the 

crisis effectively without social participation, which mak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 

common trend. Consequently, social mobilization has become a new task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 is a core question in this task. Therefore, this 

dissertation is trying to explore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s in China from the 

practic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gives the background, relative literature of the field and 

research themes, followed by brief explanations of basic concepts, research methods 

and framework.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oices of foreign 

countries. The third part mainly discusses the evolvement in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s in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Aid Mode nowadays. The 

final part provides some solutions to improving the mode. Currently, the Social Aid 

Mode of our country is not mature enough. A well-developed Social Aid Mode at least 

consists of ideological basis, system basis, cooperation basis, organizational basis and 

material basis, which gives us a clear view of social mobilization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In this paper, the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 is refined into four types,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wo types; secondly, it puts forward the objectives 

and directions of improvemen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id Mod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zation modes provides us with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achieving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t will contribute 

heuristic significance to the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Emergency Management; Social Mobilization; Mobiliz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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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研究设计 

（一）选题意义   

当历史的车轮驶向二十一世纪，应急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促使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交流

日益频繁，但这也反过来加快了危机的传播速度，使公共危机问题日趋复杂多样，

矛盾错综复杂，公共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此外，生态环境恶化使

得公共危机的规模不断扩大，破坏性加强。各国政府纷纷将应急管理作为一项重

要的职能，进一步提升本国的应急管理能力。 

除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外，我国应急管理研究的发展还与我国国情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首先，我国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危机多发期。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各种矛盾十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的

因素增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非稳定状态”。因此，重视公共危机、加强应

急管理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维持“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

也是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的内在需要。其次，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

成为公共政策的“触发机制”，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按照过去的常识和经验来处理

一个在全球化和多元化条件下发生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尤为必要。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高度重视应急管理，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履行维

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与基本目标。2005 年 1 月，国务

院审议通过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 月，《国家突发公

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发布。2007 年 8 月 30 日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并于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应急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化，应急管理体

系逐渐走向成熟。 

在公共治理理论及国际危机管理研究范式转变的影响下，多元主体参与应急

管理进行协同治理成为未来政府应急管理的趋势之一。总体而言，应急管理社会

动员研究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性。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加强社会动员

是有限政府的需要。政府虽居于应急管理中的领导地位，但由于自身应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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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应急资源的限制，无法独自应对复杂的危机事件，因此必须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

量。其次，从社会自身的角度来看，各种社会力量有其独特的应急优势，他们积

极要求参与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目前，我国参与应急管理的社

会力量主要包括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公民个人、社区和新闻媒体等。非营利

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社会的中介组织，在应急管理中具有资源动员、公共服务、

社会治理和政策倡导等功能。①营利组织和公民个人作为危机事件的第一目击者

和应急者，其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逃生技能成为决定政府应急管理

质量的重要因素。社区的作用体现在宣传教育、预防监控等诸多方面。新闻媒体

则是通过新闻报道等方式，有效地发现危机征兆、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

塑造政府形象。第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其发展使政府不再垄断全社会资

源，各市场主体逐渐累积了一定的社会资源，这为社会动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

础。 

作为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的核心内容之一，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模式的研究有较

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它丰富了我国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的研究体

系，并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应用上，它明确了社会动员的目的、途径、

方式方法和建设方向，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应急管理水平，降低突发性公共危机

事件所带来的危害。2005 年 7 月 22 日，在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

理明确指出：“基层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全部应急管理的基础；人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因此，作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

理的解决方案，社会动员模式应被视为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加以认真而又细致的

研究。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在西方学者看来，社会动员着眼于政治资源的调动，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动员。

因此西方学界偏好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研究社会动员。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这一术语由美国政治学家 K•道易治（Karl Deutsch）创造，用以表

                                                        
① 参见王名，刘求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分析》．载《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5）。 
② 王宏伟：《从梅里雪山雪崩事件看应急社会动员》，载《中国减灾》，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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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社会－人口层面的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社会动员的概念用于描述与

解释传统社会的没落、消失新社会（现代化）的力量与旧社会的对立过程。①道

易治开创了从社会动员的角度研究现代化的先河。此后，西方学者纷纷从社会动

员的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如英格尔斯、布莱克、艾森斯塔德、丹

尼尔·贝尔和亨廷顿等。②亨廷顿（S.Huntington）把社会动员当作一种政治发展

的手段，他注意到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社会和经济的

变化，如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以及大众传播的扩展等，使政

治意识扩展，政治要求剧增，政治参与扩大”③。亨廷顿认为，在不同的发展模

式下，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社会动员的态度及作法不同，社会动员对于

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发展这一中介体现的。④ 

国外对危机管理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工业灾难、地震、海啸、

跨国界的传染性疾病等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损失。基于现

实的需要，危机管理研究应运而生。对危机定义的研究是危机管理理论的起点。

危机管理的研究先驱 C．F．赫尔曼、福斯特、著名危机管理专家罗森塔尔、巴

顿和希斯等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危机加以定义。20 世纪 80 年代，德国社会学

家贝克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

将危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体而言，根据对危机定义的认识不同，危

机管理的研究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侧重于危机应对的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危

机预防的危机管理理论、走向常态化的全面危机管理理论。⑤ 

关于“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动员”的论题，国际非营利法中心总裁道格拉

斯·B·鲁赞撰文论述了美国灾难应急社会总动员框架。文中详细描述了联邦政

府在应急管理中作用的演变、《国家应急框架》中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为我们

了解美国的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模式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2．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20 世纪 90 年代，张成福、薛澜等学者开始对公共危机进行研究。2003 年的

“非典”事件可以看作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社会动员研究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李

                                                        
① 参见吴开松：《论社会动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功能》，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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