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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管理（选修）》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公共危机管理

课程英文名称: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课程号：405040012

课程属性：专业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季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 学时）

学分：2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导论

面向对象：公共管理类、思想政治类、政治学类、法学专业学生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危机、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的含义、特征、分类，公共危机管

理的历史与发展，国内外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情况，公共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

风险治理的区别；

2、了解应急预案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掌握应急预案的含义、目的和作用，掌握我国应

急预案体系的建设（应急预案分类、预案概况、预案工作重点），部门应急预案编制管理情

况（省级部门应急预案、市级部门应急预案、县级部门应急预案），企业应急预案编制管理

情况（预案编制导则、预案编制介绍、预案评审方法），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内容（应急

预案有关规定、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部门预案评审备案）。

3、学会区分危机决策和常规决策，准确地把握危机决策的特征。同时，通过危机决策

模型的学习，可以更加准确的体会危机决策的特征。要求能够将危机决策流程分析的理论运

用于实践，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时作出危机决策。充分了解专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不可替代

的作用，以及专家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4、重点概述了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一般理论，分别介绍了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

府主体、社会主体和国际主体的地位、职能及责任，论述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导着

我们更清晰、深入的了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5、了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经历哪几个阶段，通过历史案例比较深入剖析

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系统分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

素。

6、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

策略，了解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

理中的媒体应如何运用，掌握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

意义、政府新闻发布在危机处理中的必要性。

7、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内容及其作用，了解人、财、物等各类应急保

障资源的运行管理机制，并通过思考讨论，案例分析、实务操作演练等学习活动，掌握公共

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8、要认识到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熟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

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建设状况，并了解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特点，深刻体会其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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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

9、通过对历史案例分析，了解我国四大类突发事件即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

卫生类、社会安全类，总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方面的状况。对

现存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公共危机管理基础理论、应急预案编制与

管理、公共危机决策、应急管理体系、媒体沟通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应急知识的宣教培训

等方面的知识，使其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有深刻的认识。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的历史与发展

2.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

3.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与原则

4.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

5.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1.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历史与发展情况有所了解。重点掌握突发事件、危机、危机管理、

风险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等概念的内涵。

2. 理解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与原则。同时掌握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理论。

作业：

1.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2.突发事件的法律含义是什么？

3.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4.公共危机管理中应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5.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是什么？

6.你如何理解公共危机管理的阶段划分理论？

知识单元 2：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应急预案的历史演变

2.应急预案的含义、目的和作用

3.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与编制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应急预案的演变历史过程。

2.掌握应急预案的含义、预案编制的目的和作用。

3.了解应急预案的分类、概况，部门、企业应急预案编制和管理情况。

4.掌握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内容。

作业：

1.什么是应急预案？编制应急预案的目的是什么？应急预案有哪些作用？

2.我国当前应急预案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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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公共危机决策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决策概述

2.公共危机决策的流程分析

3.公共危机决策的主要方法

4.现状及改进

学习目标：

1.学会区分危机决策和常规决策，准确地把握危机决策的特征。

2.通过对危机决策模型的学习，可以更加准确的体会危机决策的特征。

3.要求能够将危机决策流程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时作出危机决

策。

4.充分了解专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专家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

用。

作业：

1.简述公共危机决策与常规决策的区别？并概括公共危机决策的特征？

2.简述公共危机决策的几种模型？

3.简要说明决策的流程图？并阐述学者们对公共危机决策的约束条件的论证？

4.公共危机决策的主要方法是哪些？分别说明各自特征和具体方法？

5.试述专家辅助在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作用？

6.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的现状是什么？有哪些不足？改进意见如何？

知识单元 4：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概述

2.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主体

3.公共危机管理的社会主体

4.公共危机管理的国际主体

5.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学习目标：

1.学习和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一般理论。

2.了解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和国际主体的地位、职能

及责任。

3.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业：

1.什么是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2.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主体都包括什么？

3.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主体包括哪些，分别的地位和职责是什么？

4.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具体有哪些？

5.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责任具体有哪些？

6.公共危机管理社会主体包括哪些，分别的地位和职责是什么？

7.举例说明公共危机管理国际主体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8.描述公共危机管理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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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应急管理体系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2.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

3.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经历哪几个阶段。

2.通过历史案例比较深入剖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

3.系统分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作业：

1.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哪几个过程的演变？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2.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具有哪些优势？同时存在什么问题？

3.应急管理体系的演变具有什么特征？哪些因素影响其发生变化？

知识单元 6：公共危机的公共沟通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

2.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3.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

4.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理中的媒体应如何运用

5.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政府新闻发布在

危机处理中的必要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策

略。

2.了解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

理中的媒体应如何运用。

3.掌握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政府新闻发

布在危机处理中的必要性。

作业：

1.什么是公共危机中的公共沟通？其具有什么特点和准则？ 你认为公共沟通在公共危

机中讲究什么策略？

2.媒体在公共沟通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功能？应如何运用媒体在公共危机管

理中的作用？

3.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公共沟通中具有哪些意义和必要性？

知识单元 7：公共危机管理的应急保障体系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应急保障体系的内涵、作用及构成

2.财力保障

3.人力保障

4.物资保障

5.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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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内容及其作用。

2.了解人、财、物等各类应急保障资源的运行管理机制

3.通过思考讨论，案例分析、实务操作演练等学习活动，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作业：

1.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是什么?

2.如何对应急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

3.加强应急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4.如何完善应急物资保障机制？

5.如何加强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6.什么是应急平台体系？如何加强应急平台体系建设？

知识单元 8：公共危机管理法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内涵、必要性及原则

2.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基本构成、建设现状。

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依法行政、公民的权利保障。

学习目标：

1.认识到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

2.熟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建设状况。

3.了解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特点，深刻体会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业：

1.相对于正常状态下的法制，公共危机管理法制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2.公共危机管理法制的原则有哪些？

3.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包括那些内容？

4.你认为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5.行政紧急权力应受哪些法律规制？

6.公共危机管理中有哪些基本的公民权利？

7.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有哪些特点？对我国的危机管理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9：案例分析——自然灾害类事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自然灾害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自然灾害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自然灾害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自然灾害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0：案例分析——事故灾难类事件

参考学时：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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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事故灾难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事故灾难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事故灾难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事故灾难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事故灾难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1：案例分析——公共卫生事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2：案例分析——社会安全事件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社会安全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安全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社会安全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社会安全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3

2. 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3

3. 公共危机决策 3

4. 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3

5.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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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危机的公共沟通 3

7. 公共危机管理保障 3

8. 公共危机管理法制 3

9. 案例分析——自然灾害事件 3

10. 案例分析——事故灾难事件 3

11. 案例分析——公共卫生事件 3

12. 案例分析——社会安全事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区的概念及其内涵、社区治理的概念性质与方法、我国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社区建设。

难点：社区研究方法与社区治理方法、社区的分类、西方学者的社区研究理论、社区政

策法规、社区权力结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3.案例分析及讨论

4.情景模拟

5.双语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 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本校教师已编制出版相关理论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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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公共危机管理-第二版》，张永理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第 2版。

2.《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闪淳昌、薛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9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薛澜等著：《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汪永清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

3.詹承豫等著：大城市应急法制建设探索——《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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