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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一

黄勇先生的新著《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基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视
界》是一本值得一读、值得细读、深读的书。

2012 年中国人均 GDP已经越过 5000 美元，与 30 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相
比，国家面貌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不管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是
人民生活水平，毫不夸张地说都跃上了新台阶。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不发
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有发展的问题，有时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比解决
不发展的问题还要难。我们现在不正是遇到了许许多多十分棘手、十分复
杂、十分困扰我们发展进程的问题吗?

当前，我们面临的公共危机有着特别强烈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烙印。
“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国际学术界就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所给出的一
个概念，这些国家在人均 GDP3000 美元至 10000 美元的发展过程中，也就
是由中低收入国家走向中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了这
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黑社会
势力膨胀的问题等，使得这些国家的发展充满了风险与震荡。国际学术界
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生动地刻画了这一具有规律性的现象。

发展是带有规律性的，中国正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
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 4 这一分界点，达到了
0. 46，竟然比美国的 0. 38 高出 0. 08。贫富差距在部分成员之间不断地扩
大，造成了比较普遍的仇富情绪;我们可以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轨的过程中，由于体制的缝隙，造成了比较普遍的寻租现象，腐败问题在某
些领域中越演越烈，危及到我们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在某些地方十分尖锐，生态灾难威胁着人们的生存;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中，中国已经有 2 亿农村劳动力离开
土地、离开农村，在中东西三部分之间、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其中许多
流动是无序的，社会管理是非常有限的，很容易导致公共管理秩序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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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使公共危机问题以特有的频率、特有的方式、特有的危害性，不
断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公共危机治理问题的研究，
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
黄勇先生的新著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诞生的。

黄勇先生的这本书有一个很精彩的视角，这就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角度来研究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充分体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以人为本的
情怀和研究取向。研究公共危机治理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的，如果失
去了以人为本的立场，单一地、片面地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从如何管治社会、
压抑矛盾的角度出发，那么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就将成为统治者的权术研
究，这样的研究和这样的研究结果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与人
民政府的性质是相背离的。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视野，其基本原则就是:
治理公共危机的过程，必须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过程，必须是以人民群众
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过程。因此，这样的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有效地兼顾起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效地促进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效
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从而有效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于作者有了这样
的视野，因此这本书在研究公共危机的形成和发展，公共危机利益相关者
的细分和互动机制，探求如何有效治理公共危机问题等方面都有着深刻
的、创新性的理论建树，对于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有重要的启发，其
中许多主张，对于当下如何有效地治理公共危机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和参
考价值。

当前，知识界致力于“智库”建设蔚然成风。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
中，为某些利益群体代言，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难以回避的选择。有必要
强调的是，所有的代言都必须恪守“公共”的底线，都必须像黄勇先生那样，
具有保障与改善民生的视界。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首席研究员
江 西 省 政 协 常 委

汪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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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发展民生、建设民生，是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也是人类前进的不竭动
力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为民生中国建设开启了新纪元。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秉承“谋民生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安天下”执政理念，最大限
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科学论断，确立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强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
民高兴不高兴和人民答应不答应”。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
体，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关民生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指
出“党的神圣职责在于人民群众看得见的利益得以保证和不断增加”。以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突出了民生发展，提出“必
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
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然而，历史与现实时刻印证着辩证法。由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
类理性的有限性，灾害和危机从古至今一直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洪水、
风暴、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各种恶性传染病的侵袭，到恐怖袭击、部族
冲突、群体暴动、技术事故等一次次触目惊心的突发事件，对社会公众的生
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如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导
致 2998 人罹难 ( 不包括 19 名劫机者) ，对美国及全球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和
密西西比州 1200 多人丧生，保险业的损失高达 344 亿美元; 2008 年中国南
方雪灾造成 130 余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516. 5 亿元人民币; 2011 年“3·
11”日本地震( 含余震) 造成 1. 5 万余人死亡，近 0. 5 万人下落不明。同时，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以及公共服务的缺
失、腐败的蔓延，加上社会道德的滑坡，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聚，诸如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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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州瓮安“6·28”和 2012 年反日游行中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等
危害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干扰、破坏民生的改善与和谐社
会的构建，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各种公共危机应对的方法、路径被提出，
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实例和理论上进行的不断探索使公共危机应对这个命
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人文价值。
《公共危机治理研究———基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视界》一书以保障、改

善民生为逻辑起点和落脚点，在借鉴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理论和治理
理论以及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
学、经济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以及大众传播学等学科知识，对公共危机
应对如何从管理走向治理进行详尽思辨，并以此为依据探讨了公共危机治
理体系框架结构，进而通过国际比较和对我国四类典型公共危机事件的分
析，探讨了政府应如何理性应对公共危机，并提出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目
标以及应对措施。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基础性研究和前沿性探索相结
合、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既有理论溯源与构建，也有现实公共危机治
理方略。本书诸多观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危机影响民生。政府执政能力在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点，不断消
除和预防各种危机，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同时，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公
共危机事件，它的发生和蔓延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价值观、利
益观相关。因此，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培育和发展人们科学的价值观
和正确的利益观。这是本书立论依据，既符合唯物辩证法，也与我国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理性思辨。在全书的字里行间，不难读到作
者的敏锐，他们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正确应对公共危机开辟了新的视野。

理论在创新，实践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无论是公共危机治理，还是民
生建设永无止境。书中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有些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期待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推出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服
务于人民福祉。

是为序。

武 汉 大 学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香港特许行政管理协会高级学术顾问
湖北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邱力生

2012 年 10 月 16 日于珞珈山

4



书书书

1 引 言 / 1

1. 1 研究背景与现实依托 / 1
1. 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 4

1. 2. 1 公共危机研究的国外现状 / 4
1. 2. 2 公共危机研究的国内现状 / 7
1. 2. 3 公共危机研究的评价与发展趋势:

从管理到治理 / 12

2 公共危机的理论阐释 / 13

2. 1 对公共危机及其治理的认识 / 13
2. 1. 1 公共危机的概念、类型及其特征 / 13
2. 1. 2 公共危机的现实危害及其表征 / 18

2. 2 公共危机形成与扩张的机理 / 20
2. 2. 1 技术更替建构着的危机发展逻辑 / 20
2. 2. 2 价值变迁建构着的治理成长逻辑 / 22

2. 3 公共危机的利益相关者 / 23
2. 3. 1 公共危机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及其互动机制 / 24
2. 3. 2 公共危机利益相关者细分 / 28

2. 4 公共危机应对与政府责任 / 30
2. 4. 1 民生需求与政府责任 / 30
2. 4. 2 公共危机与民生需求 / 31

1

目录



2. 4. 3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动因 / 33

3 公共危机应对:从管理迈向治理 / 35

3. 1 公共危机治理理念的引入 / 35
3. 1. 1 公共危机:对政府单一主体

管理的挑战 / 35
3. 1. 2 多元主体与公共危机治理 / 37

3. 2 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依托 / 39
3. 2. 1 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其对公共危机

治理理论的借鉴 / 39
3. 2. 2 多中心理论及其对公共危机治理

理论的借鉴 / 42
3. 2. 3 其他相关理论对公共危机治理

理论的借鉴 / 44
3. 3 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论 / 48

3. 3. 1 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取向 / 49
3. 3. 2 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选择 / 52

4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构建 / 55

4. 1 公共危机治理系统框架设计与选择 / 55
4. 1. 1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网络的逻辑构建 / 55
4. 1. 2 公共危机治理网络体系架构

与组织模式 / 60
4. 2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运行机制 / 64

4. 2. 1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防范机制 / 64
4. 2. 2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保障机制 / 67
4. 2. 3 公共危机恢复和重建机制 / 69
4. 2. 4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整合机制 / 70

4. 3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组织体制 / 73
4. 3. 1 构建平战结合、统分结合的

权力配置体制 / 73

2



4. 3. 2 建立健全条块点结合、分级分类响应的
网络管理体制 / 75

5 我国公共危机产生的根源与应对现状 / 77

5. 1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的形态、特点与根源 / 77
5. 1. 1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的形态与特点 / 77
5. 1. 2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的根源 / 83

5. 2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 / 91
5. 2. 1 公共危机治理决策者的意识淡薄

和能力缺失 / 91
5. 2. 2 社会资本缺失对建构公共危机

治理网络的制约 / 94
5. 3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组织体制及其评价 / 99

5. 3. 1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组织
体制的现状 / 99

5. 3. 2 当前组织体制的问题及对公共危机
治理的影响 / 100

5. 4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现状及其评价 / 102
5. 4. 1 公共危机治理财政准备

机制的不足 / 102
5. 4. 2 监控和评估机制不力 / 103
5. 4. 3 沟通机制缺失 / 104
5. 4. 4 问责制度不健全 / 105

5. 5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及其评价 / 106
5. 5. 1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立法演变

与法律体系 / 106
5. 5. 2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法制的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 / 108

6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国际比较 / 110

6. 1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法制的国际比较 / 110

3



6. 1. 1 美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法律法规 / 110

6. 1. 2 加拿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法律法规 / 112

6. 1. 3 英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法律法规 / 112

6. 1. 4 澳大利亚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法律法规 / 113

6. 2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组织体制的
国际比较 / 113

6. 2. 1 美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组织体制 / 113

6. 2. 2 加拿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组织体制 / 115

6. 2. 3 英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组织体制 / 115

6. 3 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运行机制的
国际比较 / 116

6. 3. 1 美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运行机制 / 116

6. 3. 2 英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运行机制 / 117

6. 3. 3 俄罗斯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的
运行机制 / 119

6. 4 有效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共同特点 / 120

7 我国几类典型公共危机事件治理案例的
实证分析 / 123

7. 1 自然灾害危机事件治理案例的
实证分析 / 123

7. 1. 1 案例回放 / 123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7. 1. 2 案例评析 / 124
7. 2 事故灾难危机事件治理案例的

实证分析 / 126
7. 2. 1 案例回放 / 126
7. 2. 2 案例评析 / 128

7. 3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治理案例的
实证分析 / 132

7. 3. 1 案例回放 / 132
7. 3. 2 案例评析 / 133

7. 4 社会安全危机事件治理案例的
实证分析 / 136

7. 4. 1 案例回放 / 136
7. 4. 2 案例评析 / 137

8 公共危机治理与我国政府的理性选择 / 141

8. 1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目标设计与选择 / 141
8. 1. 1 保障和改善民生 / 141
8. 1. 2 减灾 / 144
8. 1. 3 维护社会公共安全 / 146
8. 1. 4 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 147

8. 2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建设的
政策取向 / 148

8. 2. 1 构建公共危机政府—社会协同
共治格局 / 148

8. 2. 2 制定完备的公共危机治理
预案体系 / 149

8. 2. 3 建立健全统一领导与分级负责的
公共危机治理体制 / 150

8. 2. 4 健全国家应急平台体系 / 151
8. 2. 5 建立健全四维一体的公共危机治理

法制体系 / 152

5



8. 3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多元主体能力的
培育与发展 / 154

8. 3. 1 增强我国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
能力的路径选择 / 154

8. 3. 2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其他主体
能力的培育与发展 / 157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161

附件二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 174

参考文献 / 183

后 记 / 200

6



书书书

? 引 言

1. 1 研究背景与现实依托

民生问题与国家发展密不可分，是一切文明社会关注的共同课题。我
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民生”与“社会和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①、“邦几千里，惟民所止”②、“民惟邦本，本
固邦宁”③、“民生在勤，勤则不匮”④、“畜之以道，则民和; 养之以德，则民
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⑤等，无不体现民本、和谐
思想。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 60 多年的历程，实际上就是关注民
生、解放民生、发展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然而，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仍然是物质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同社会生产依旧落后的矛盾，各方利益
的统筹兼顾还十分艰巨、繁重。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以及住房等的社会
问题累积了诸多社会矛盾，需要及时化解。

与此同时，历史与现实时刻印证着辩证法。由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
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灾害和危机从古至今一直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从
洪水、风暴、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各种恶性传染病的侵袭，到恐怖袭击、
部族冲突、群体暴动、技术事故等严重影响民生的危机，破坏了人类社会的
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多难兴
邦”。灾害既可以毁坏文明，也可以锻造文明，刺激人类科技的进步和推动
社会管理的创新与发展。可以说，人类文明是在不断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发展史就是与危机事件的斗争史。

1

①

②

③

④

⑤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73645. htm#sub73645( 注:《礼记·礼运》节选)
先秦诗鉴赏辞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180472. htm( 注:《尚书·五子之歌》节选)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19124. htm( 注:《左传·宣公十二年》节选)
刘乐泉 . 中国古典名著: 管子·韩非子·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上下册) ［M］. 北京:京华

出版社，2002



我国是一个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的国家。纵观华夏五千年文明和新中
国六十年建设历程，尤其是 2003 年“非典”以来，各种自然的、社会的严重
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干扰、破坏民生的改善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形势非常严
峻，民生问题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坚持科学发展，加强公共危机治理，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
进社会和谐，是当前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 1)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促进我国社会稳定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把保持

稳定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我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
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①。当前，
我国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利益格局等正发生深刻变化，诸如收入分配、
下岗就业、教育公平、社会保障和救助、医疗卫生、生态环境、能源安全等一
系列关乎民生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错综复杂，社会风险正在逐步加大，
蕴涵了种种潜在危机。

改革开放是我国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改革是资源重新调配、社会结
构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权利以及人与人之间、个人
与组织或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在不断发生变化，一些地区发展得较快，
一些人先富起来，产生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贫富不均以及社会分化。随着
不同社会阶层差距的持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矛盾性对抗。同时，
由于转型期社会关系的不稳定以及制度化保障的缺失、社会监管能力的有
限性，加之不同人群所持的信仰、价值观和理念的不一致，甚至冲突，很容
易诱发社会不安、社会骚乱、罢工、游行示威等危机事件。这就需要我们密
切关注，积极主动地调节，化解矛盾与冲突。如果这种社会对抗矛盾不能
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社会风险就必然要增加，进而危及社会稳定。

( 2) 加强公共危机治理有利于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坚持科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的“本”，既不是神，也

不是物或经济，而是人。人是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一切发展的
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正所谓“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
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
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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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
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
在，天下归之”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然而，长期以来，人
们存在一个错误认识: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快慢等同于物质财富的增长或
经济发展的速度，认为“发展就是经济的快速运行，就是 GDP 的高速增
长”。经济增长成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发动机，只要经济搞好了，社会其他
各个方面也随之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好。这种观点忽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
经济增长既要速度，更要质量，要符合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和资源可
持续利用，做到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同。否则，就会带来一系列负面
效应。例如，品种快速增加的新型化学合成物一方面给人类造福，带来巨
大经济社会效益，另一方面一些合成的有毒化学物质也日益成为当代危险
源。如: 2010 年 7 月，特大暴雨冲垮福建紫金矿业公司位于汀江流域的一
座尾矿库，将近 1 万 m3 的含铜重金属废水泄漏，造成 22 人和近 200 万公斤
鱼死亡，汀江流域大面积污染; 2012 年 7 月 16 日，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
10 万 m3 原油泄漏，50 平方公里海面被严重污染……在这里，我们并非要
否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发展经济、促进 GDP增长的同时，要注
意其合理性和效应性，要使经济增长更能为人所用，更能保障和改善民生，
确立起人对经济的主体性地位。此外，以人为本的“人”，既不是抽象的一
般的人，也不是少数人，而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即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
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其他社会新阶层的人员。所以，“以人为
本”，就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于以人民
群众为根本，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其核心思想就
是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高度来审视社会建设，把保障和
改善民生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确认社会建设从属和服务于民生。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就必须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我们党作出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

综上分析，民生问题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已引起
了政府和民间的高度关注，公平和正义日益成为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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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出现的诸多挑战，以及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公共
危机，如何有效地预防、快速地处理并在发生后积极稳妥恢复重建，尽可能
减轻对公众、对社会的伤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
发展，是我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因此，从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视角探讨公共危机治理与我国政府理性选择，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和人文价值。

1. 2 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1. 2. 1 公共危机研究的国外现状

在国外，危机作为学术用语，早在古希腊医学领域就已出现，取自分离
( krinein) 一词，意指游离于生死之间，以形容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立即作
出相应决断的状态。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危机在人们的意识中就是天灾
人祸，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有关的探讨仅仅用于被动应对自然灾害。随
着人们对危机的认识日益丰富，危机的含义也得到了不断扩展、延伸，由医
学用语逐步发展成政治用语，成为了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传统课题。

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起源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最
早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德国、美国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为了保护
企业免遭各种不确定性的损失，人们开始研究企业危险，制定经济政策。
1915 年莱特纳在《企业危险论》中首次提出了危险管理，1921 年马歇尔在
《企业管理》中也提出了危险负担管理的意见和危机的处理办法。危机理
论也由此逐渐向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渗透，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
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和政府管
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加剧，世
界经济、社会系统变得日益复杂，种族矛盾、国际冲突、恐怖袭击以及自然
灾害等危机事件的不断上演，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危机的治
理研究也由此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学者们的重视。各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
设立相应专门研究机构，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谋求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保障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学者们不再仅
限于哲学或历史的角度，更多地采用“科学”的方法，结合社会冲突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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