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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

建构中国自主的应急管理知识体系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张海波，２０２３）。其必要性在于，中国的应急管理实践具有较强的独特性，
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的理论既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也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或启示。例如，在中国，安全生产被视为应急管理的基本盘、基本面，在这背
后则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政府既不能接受国有企业因为安全生产问
题而倒闭，以及由此造成失业问题和社会震荡，也不得不对面广量大的“九小
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等进行安全监管，以避免小风险产生大问题。这与
美国、日本等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安全生产问题不做过多干预的做法显著不同。
因此，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应急管理实践中，安全生产都不是主要问题；但
在中国的应急管理实践中，安全生产已经占据了应急管理部门大部分的精力。
在上述前提下，建构中国自主的应急管理知识体系需要加强本土观照，以解决
中国应急管理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并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
新的理论认知（张海波，２０２３）。《公共行政评论》在这一期以专栏形式推出三
篇论文，体现了自觉推进中国应急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努力。将专栏取名
为“跨学科视野中的应急管理知识生产”，主要基于这三篇论文的共性。其中，
第一篇论文直接采用了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框架，第二、三篇论文分别借鉴了社
会学、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但这三篇论文最终都强调在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下
设的应急管理二级学科中讨论知识发现。

《多学科视野中城市极端高温灾害的复合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议题》一文
聚焦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极端高温灾害，提出复合治理的理论主张。这是一个新
的选题，在以往的应急管理研究中，很少有研究关注到极端高温这一新的灾害
类型。而且，从美国、欧洲等国家的应急管理实践看，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的
历史也并不长，对极端高温灾害的关注远不如对洪水、地震等灾害的重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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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看，这篇论文主要是一篇文献综述，所使用的框架由笔者团队在２０１０年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一文提出。
该文基于中国的情境，整合了应急管理的三个维度，即“政治－社会”“组织－
制度”“工程－技术”三大认知和实践路径，这为推进跨学科视野中的应急管理
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参照。该文将这一理论框架推广应用，既是跨学科视野中
的应急管理知识生产，也是推进中国自主的应急管理知识体系建构的尝试。这
篇论文虽然经过了多次打磨，但仍然有许多的不足，谨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希
望引起应急管理学界同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同时，也非常欢迎批评指正。

《复合型灾害中公众多重应对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提出的问题非
常有新意。一方面，复合型灾害是当前应急管理实践的难点问题。例如，即便
是灾害管理经验丰富的日本，在２０１１年因东北部大地震引发海啸、核泄漏从而
造成的“三重灾难”中也遭遇了应急管理的重大失败（Ｓａｋａｋｉ ＆ Ｌｕｋｎｅｒ，
２０１３）。在中国，复合型灾害也呈现多发态势，亟待加强与这一议题相关的理论
研究。另一方面，公众的多重应对行为也是一个具有新意的研究方向。伴随全
球风险社会的深度演化，因气候变化而造成的极端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多灾并
发的概率不断加大，公众应对行为的多重性正在成为提升公众自救互救能力需
要重点关注的新特征。三位年轻作者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问题，体现了
非常出色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２００５；马骏，２０１５）。这篇论文强调了理论框
架与中国情境的适配性，指出了保护动机理论的不足并尝试进行修正，凸显了
理论的自觉性。

《危机情境、危机回应策略与政府回应有效性———基于４０个案例的定性比
较分析》一文提出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中国情境中应急管理研
究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兴起后，以２０１１年甬温线
动车事故为标志，舆情开始成为应急管理效果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变量。一起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如果产生了严重的舆情，无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很难说
是一次成功的应急管理实践（张海波，２０２２）。如何更为有效地回应舆情？这一
直是中国应急管理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突发事件新闻发言人甚至已经成为应急
管理专业人员极力回避的工作岗位。这篇论文的具体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危机
回应有效，而有的危机回应却无效？作者引入美国学者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沟
通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方法，对４０个案例进行组态效应分析，研
究发现对相关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启示。从自觉推进中国自主的应急管理知识体
系建构的角度看，这篇论文还可以稍作强化。这主要体现在，库姆斯的情境式
危机沟通理论主要形成于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领域的危机沟通实践，在中国情
境中将其运用于政府的舆情回应需要关注到二者之间一些显著的差别，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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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企业承担的有限责任和中国政府在客观上承担的无限责任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而言，危机沟通可以有多种策略的选择，但对
于中国的各级政府而言，舆情回应策略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大，甚至已经形成一
些固化的套路或模式。因此，这篇论文如果能对库姆斯的情境式危机沟通理论
与中国情境的适配性做出讨论，会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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