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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应急管理实践领域存在的专业化应急管理人才

缺乏的突出问题,提升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应急能力与水平。 针对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落后现

状,应确立从业者资格标准及认证机制、加快发展应急管理学位教育、完善人才队伍培训体系、重视从业者职

业伦理建设和合理增设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与职位。
关键词: 应急管理从业者; 职业; 职业化

中图分类号: D63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 B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008鄄2204(2013)06鄄0021鄄04

摇 收稿日期: 2013鄄07鄄05
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07300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73016)
摇 作者简介: 何元增(1984—),男,湖南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与环境治理.

A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ized Construction for
Practitioners of China Emergency Management

He Yuanzeng,Yang Lihua,Shao B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ized constructio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can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enhance the overall? emergency response ca鄄
pability? and level? of our country and society. At first,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concept and necessity of profession鄄
alized constructio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then in view of the backward?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ized
construction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gives five suggestions about the stand鄄
ard and qualification mechanism for practitioners in this field, emergency management degree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specialized ethics and moral principle, and the specialized vacancies for emergenc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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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之

中,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与社

会问题积聚,加之中国多样复杂的地理状况和自然

条件,事故灾难、自然灾害、社会安全事件、公共卫生

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2003 年抗击“非
典冶之后,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成为中国政府

的一项重要职能。 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应急管理

事业围绕“一案三制冶建设这个核心,取得了较大的

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应急管理实践也日益

暴露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专业化、高素质的应急管

理人才的缺乏使中国的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不

尽如人意甚至遭受了诸多批评,已成为制约中国应

急管理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解决这一瓶颈问题,
单靠加强对应急管理人员的培训,是远远不够的。

应从职业的角度来审视应急管理,并积极推动中国

应急管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进程,真正为社会造就

一大批专业化高素质的职业化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一、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

建设的内涵

摇 摇 何谓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 应急管理人才

队伍职业化建设包含哪些内容? 职业是“指个人服

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冶。[1] 具有以下

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目的性,职业是以谋生为目的,
其工作动机是获取薪金与报酬;二是社会性,职业是

从业人员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所从事的一种社

会活动,一项工作称其为职业必须具有相当数量的



从业人数;三是规范性,从业人员应具有相当的知识

技能与职业道德水平,并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

规范。[2]74职业化是指促使某些非目的性、个体性、
随意性行为升级为专门工作的过程。 与职业的概念

相比,职业化的程度更为引人关注,衡量职业化的程

度通常用以下三个要素:进入门槛,劳动复杂程度和

可替代性。[2]74

根据职业和职业化的定义,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职业化应是指将应急管理的实践行为发展成为一种

专门的社会职业,从事应急管理工作的人员必须具

备专业化的应急管理知识、技能和从业资格,并遵守

国家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职业伦理道德规范。 应急

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意味着在社会中有相当数量

的专门以从事应急管理工作为生的人群,他们以其

专业化应急管理知识与技能服务于政府或其他社会

组织,从事与应急事务相关的预防、预警、处置、评
估、恢复等工作。 应急管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如图 1 所示。 从中可见,它
涉及应急管理从业者从业资格标准及资格认证机

制、教育与培训体系、职业伦理、职位与机构设置等

多个方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私营部门和民众等

社会力量共同合作。[3] 其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

推动者的角色。

图 1摇 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内容

二、中国进行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职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摇 摇 首先,来自实践的需求。 任何一份职业的出现

都是与社会现实的发展需求、工作的专业化程度

(复杂化程度)以及社会劳动分工密切相关的。 以

公务员这一职业为例。 在 19 世纪末,随着政府职能

的扩张与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事务变得越来越复

杂,也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行政人才来治理一个国

家。 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公务员制度,

催生了公务员这一职业。 公务员队伍的出现,大大

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使政府管理更加科学。 基

于同样的道理,应急管理作为一种职业的条件也已

经成熟。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突发事件高发期,国家

和社会对应急管理人才有极大的需求。 同时,现代

突发事件的复杂多样性(既有自然灾害,又有人为

事件),增加了对其应对的难度,只有接受过系统教

育训练、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职业化应急管理从

业者才能有效地带领人民群众预防各种灾害并降低

灾害造成的损失。
其次,来自国外的启示。 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

家,应急管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职业。
例如:美国在地方、州和联邦的公共部门和许多私营

部门都设有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提供了大量的各

种级别(初级、中级和高级)的应急管理职位。 美国

联邦应急管理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动完善应急

管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体系,其下属的应急管理学

院设有应急管理“职业发展系列冶和“高级职业系

列冶,每一系列都可提供专业培训,为应急管理者提

供职业开发机会。[4]335美国的应急管理从业者在上

岗之前一般都必须接受系统的培训与学位教育,并
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如成为注册应急管理师。 应

急管理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大大提高了美国社会应对

灾害与风险的能力。

三、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

建设存在的问题

摇 摇 实践中,与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相关

的各项工作还处于初始阶段,很不完备,存在较多问

题。 但这些在中国尚未引起重视,无论是学术界还

是实务界,对其的关注与讨论都很少。
(一)应急管理从业者资格认证

职业化的一个首要特征就是拥有明确的从业资

格标准和认证机制,以便将不合格者排除在外。 然

而,中国对应急管理从业者缺乏明确的任职资格要

求,绝大部分应急管理从业者都是半路出家或是兼

职身份。 社会也没有建立起对应急管理从业者的资

格认证机制,没有专门针对应急管理从业者的资格

考试及权威而独立的应急管理行业协会机构,大部

分从事应急管理实践的人员都没有接受过严格系统

的应急管理教育与培训,这不利于中国应急管理人

才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二)应急管理从业者学位教育

职业的发展需要以先进的教育为基础。 中国于

·2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3 年 11 月



2007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扶持具备相应条件的教学

科研机构培养应急管理专门人才。[5] 然而,目前中

国只有河南理工大学和暨南大学成立了应急管理学

院,发展应急管理本科教育。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高

校成立了应急管理研究所(中心),但在研究生教育

阶段,尚无一所大学具备颁发应急管理硕士或博士

学位的资格。 此外,网络教育及成人教育还未涉及

应急管理教育。 然而,现今美国有 80 多所大学培养

专业化的应急管理学士、硕士和博士人才。 显然,应
急管理教育的这种现状,难以满足中国应急管理实

践领域对专业化应急管理人才的需求,也难以促进

应急管理走向职业化的发展。
(三)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培训

与学位教育相比,培训更容易实行。 在应急管

理职业不太成熟,系统的学位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

建立起来的时候,培训成为应急管理从业者获得认

同的另一种途径。 尽管应急管理培训在中国已经得

到重视,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提供应急管理培训

的组织机构也越来越多,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但依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

现在:缺乏对应急管理培训组织体系的系统化架构,
各培训机构之间缺乏协调联动;缺乏社会力量的参

与;培训对象只限于政府相关人员,对社会组织、公
民的培训严重不足;培训内容零散,缺乏对应急管理

全流程、专业技能、协同与沟通等全方位、系统的规

划;[6]88培训方式手段陈旧落后;没有建立起与培训

相关的资格认证机制等。
(四)应急管理从业者职业伦理建设

任何一个成熟的职业,都具备相应的职业伦理

标准或职业道德标准,如医生、教师等。 然而,遗憾

的是,目前中国尚未出台应急管理从业者职业伦理

规范,理论界与实践界对应急管理从业者职业伦理

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较少。 实践中的应急管理从业

者缺乏相应指导,在应急管理行动中,他们更多的是

依靠自己的理解与判断,或者完全机械地按照上级

领导的指示与命令,去应对突发事件,这不可避免的

会造成一些伦理问题,导致外界对应急管理手段的

合法性与正当性产生质疑。
(五)应急管理专门机构与职位设置

数量众多的应急管理职位与机构的出现是应急

管理作为一个职业而获得社会认可的一个重要标

志。 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
是在私营部门,都出现了大量的专业化的应急管理

职位与机构。 但这在中国的政府组织中并不多见。

目前,中国承担应急管理职能的机构或组织机制有

各级政府应急办、临时组建的专项应急指挥部、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和联席会议。[7] 这其中,只有政府应

急办属于常设机构,设有专门的应急管理岗位,其他

机构均为临时或兼职性质(其人员一般来自其他部

门)。 政府应急办虽然作为常设机构,但也只是“履
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等职能冶 [8],主要

发挥应急信息沟通的作用,离专业化的应急管理机

构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任职成员也没有接受过系统

的应急管理教育。

四、完善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

职业化建设的对策

(一)确立应急管理从业者资格标准及认证机制

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的首要步

骤,应当是确立基本的应急管理者从业资格标准,并
建立起一套资格认证机制。 应急管理从业者从业资

格标准涉及到对应急管理从业者所需知识与能力的

定义。 作为一个跨学科的职业,应急管理从业者既

要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如有关地震、台风、泥石流等

各种自然灾害发生原理及其应对的知识,有关核辐

射、有毒化学物质、传染疾病等各种技术灾害发生原

理及其应对的知识,又要了解社会科学知识,如有关

危机心理、危机决策、危机协调、危机公关方面的信

息。 “他们不需要精通所有领域的技术,但是,他们

必须理解,这些不同的学科是如何被镶嵌在应急管

理的‘马赛克爷中的。冶 [4]334 除了获得有关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外,应急管理从业者还必须具备

一些基本能力,如沟通能力、组织能力等。 定义了应

急管理从业者的知识与能力体系后,还应组织专门

的资格考试(可由政府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共

同组织,或委托有关行业协会组织),并为考试通过

者颁发资格证书,只有获得资格证书的人员才有资

格从事应急管理工作。
(二)加快发展应急管理学位教育

可考虑在专科阶段、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开设

应急管理专业教育,各阶段的人才培养目标应有所

区别。 专科阶段的应急管理专业教育着重培养操作

技能型应急管理人才,其主要学习各种灾害的发生

原理及其应对技能方面的知识,重视培养其应急响

应与执行能力,这种应急管理人才主要定位和服务

于一线与基层,可将其称之为应急管理从业人员的

第一梯队。 本科阶段的应急管理专业教育不仅要培

养学生掌握各种技术知识,还要重视培养学生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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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过程中协调、沟通、组织、公关等各种管理能

力,这种应急管理人才定位于较低层次的应急管理

者,其承担一定的应急管理与决策职能,可被称为应

急管理从业人员的第二梯队。 研究生阶段的应急管

理专业教育着重培养中高级的综合性复合型应急管

理人才,需要具备应对各种重大突发事件的知识与

能力。 研究生阶段的应急管理专业培养可分为学术

型与应用型两种。 学术型培养应急管理的研究型人

才,应用型培养中高级应急管理应用型人才,两者在

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方面应有所不同。 研究生阶段

培养的应急管理人才可被称为应急管理从业人员的

第三梯队。
(三)完善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培训体系

培训与教育有着较大的区别。 “教育包括许多

可应用于不同情境的宽泛原则;培训的目的则较为

狭窄,它有助于开发特定情形下执行特定任务的能

力。冶 [4]332与系统的学位教育相比,培训更重视实践

技能的训练,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培训的材料往往

要随着所要解决问题的变化而变化,具有较大的灵

活性。 完善中国的应急管理培训体系,应着重解决

以下问题:对应急管理领域的多元化培训机构(如
党校、高校、社会培训机构)进行统筹引导,加强彼

此间的沟通与协作;加强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和私

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实现普通公民、社会组织、工
商企业组织在应急管理培训活动中的高度参

与冶 [6]88;基于应急管理全流程全方位的视角规划应

急管理培训内容体系;加大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等

新兴培训手段的应用;加大对应急管理培训的成效

考核,建立起培训与资格认证之间的有机衔接等。
(四)重视应急管理从业者职业伦理建设

推动中国的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建设,应
尽快出台一些基本的应急管理从业人员伦理规范或

伦理准则。 应急管理从业者伦理规范应包含以下基

本内容:强调应急管理者对人、法律、规章和财政资

源予以必要的尊重;强调应急管理者获得信任、行为

公正和有效地管理资源;强调应急管理者在教育、安
全、保护生命和财产的基础上具备敬业精神;强调应

急管理者在其所服务组织的规则和资源内行

动[4]335;强调应急管理者对公共利益、集体利益和个

人利益的有效协调与平衡[9];强调应急管理者对应

急效率与应急公平的协调平衡[10]。 此外,为了让应

急管理从业者具备良好的职业伦理,在应急管理的

教育与培训阶段,就应该加强对学员的职业伦理教

育,重视其伦理精神的培养。
(五)合理增设专门的应急管理机构与职位

推动中国应急管理人才队伍职业化的发展,迫
切需要在政府等公共组织合理增设专门的应急管理

机构与职位。 各级政府及公共组织,应根据社会对

应急人才的具体需求并根据组织的层级与性质、组
织所在地区的自然与社会特征,按照职位设置的基

本原理,在进行职位需求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合理

组建应急管理部门,设立应急管理职位。 对于应急

事务比较多的组织、中高层级别的组织和综合性的

组织,可以成立专门的应急管理部门。 对于一些应

急事务不多的组织以及一些较低层级的组织,可以

考虑在其他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应急管理职位。 在

这些专门的应急管理部门或职位任职的应急管理从

业者,应接受过系统的应急管理教育或培训,并取得

相应的应急管理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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