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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信息管理涉及的法律法规以及应急信息管理机构、管理机制、管理系统等方面对美国、英国、日本３个
典型国家在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建设中的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应急信息管理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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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我国对应急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并持

续完善应急体制机制建设。政府危机事件应急处理

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急信息管理

水平［１］。应急信息分散、复杂且多样，往往涉及不

同区域、部门、层级和人群，其相互之间的沟通、

交流与协作需要依赖有效的信息管理。科学合理的

应急信息管理与畅通的沟通渠道可在最大程度上及

时准确地传递危机信息，帮助管理者、决策者正确

认识危机并快速掌握事件发展情况，从而遏制危机

发展并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可满足公众信息需求，

消除社会恐慌，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因此应急

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准确性、公开性对于应急管理

具有重要影响［２］。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
家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

应急基础信息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应急基

础信息管理，依托全国应急管理大数据应用平台推

进信息共享共用，逐步推动形成中国特色应急管理

体制［３］。在国家政策及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应对能力

现代化的引导要求下，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信息

管理制度成为当前必要且紧迫的任务。本文选择美

国、英国及日本这３个典型国家，对其突发事件应
急信息管理建设经验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应

急信息管理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

２　应急信息管理的国际经验 （表１）

表１　部分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建设经验比较

项目／国家 美国 英国 日本

应急信息

管理法律

《信息自由法》 《阳光下的政府法案》

《隐私权法》 《电子信息自由法令》

《联邦咨询委员会法》 《灾害救助和紧

急援助法》等

《信息自由法案》 《数据保护法》

《公共档案法》 《公共部门信息再利

用条例》《民事紧急状态法》等

《关于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法律》《关于独立

行政法人等保有信息公开的法律》 《日本放

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防灾基本计划》

等

应急信息

管理机构

中央层面：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

会

地方层面：各州、县和市政府的应急

反应组织、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

社区以及个人等

中央层面：内阁紧急应变小组、国

民紧急事务委员会、国民紧急事务

秘书处

地方层面：地方行政当局、紧急规

划机构、公共卫生部门等

中央层面：内阁官房、中央救灾委员会、内

阁危机管理局、内阁情报汇集中心

都、市层面：灾害对策本部、地方防灾会

议、信息公开中心等

应急信息

管理机制

预防预警：综合公共警报与预警系统、

国家预警系统、应急警报系统、全国

卫生预警系统、传染病监测系统、信

息传播与沟通卫生警报网络系统以及

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署气象广播系统

等；职责明确、属地管理、分级预警；

信息开放共享

快速反应：各层级均设置应急运行中

心，协同指挥、量化管理

信息披露：社交媒体、首席信息官制

度、新闻发言人制度等

预防预警：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

安全和情报系统、地区恢复论坛、

气象预警系统、核电泄露预防系统、

传染病监控网络等

快速反应：民用紧急服务系统、预

警应急处置机制

信息披露：电台、电视台 （ＢＢＣ）、

互联网、新闻发布会等

预防预警：防灾通信网络和专用无线通信

网：灾害监测部门；地震灾害监测系统、地

震受害假定系统和地震受害早期评价系统、

火山观测和信息中心、海啸数据库、气象服

务计算机系统、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等

快速反应：多元化媒体传播技术；保健所对

策会议

信息披露：电视 （ＮＨＫ电视台）、广播、手

机、互联网或专门终端直接发布、新闻发布

会等

应急信息

管理系统

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突发事

件指挥系统、下一代９１１系统

－ 防灾通讯网络、专用无线通讯网、现代信息

通信技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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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美国

２１１　法律法规　美国 《信息自由法》要求每个

联邦机构公布其职能、办事程序及建制情况，规定

政府应公开的文件或信息种类并对政府机构拒绝公

开信息的行为采取司法审查等手段，保证公共信息

的共享与传达，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 “知情权”。

此外制定 《阳光下的政府法案》 《隐私权法》 《电

子信息自由法令》《联邦咨询委员会法》《灾害救助

和紧急援助法》等一系列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制

度，基本建成以法院、政府、国会、民众为监督

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分布式信息公开共享机制［４］。

２１２　应急事务管理机构　在中央层面，美国联
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Ｆｅｄｅｒ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ＦＥＭＡ）负责统一协调全国突发事件应急信
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和传送，管理国家级突发事件

预警信息发布，调度指挥其他联邦政府机构以应对突

发紧急事务［５］。 “９·１１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于
２００３年进一步对其应急事务管理机构进行改组，在
ＦＥＭＡ的基础上吸收其他２２个联邦政府机构成立美
国国土安全部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ＨＳ）。ＤＨＳ作为美国最高应急管理机构，负责汇总
和分析各类信息、协调保障政府部门之间的通信顺畅

并向公众发出安全警报［６］。此外美国联邦通信委员

会 （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ＣＣ）作为
独立政府机构负责确保国内外应急电信安全以及危机

发生后的网络恢复。在地方，各州、县和市政府设

有相应应急反应组织，出现突发应急事件时负责分

析汇总各类信息，保持有效沟通，实现各方信息共

享与传播；私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以及个人

等则承担识别可疑情况或信息并上报的职责［７－１０］。

２１３　预防预警体系　主要由综合公共警报与预
警系统、全国公共卫生信息联络及广播系统等组

成；监测预警信息则由承担公共安全责任的政府部

门与非政府组织对外发布，发布机制以属地为主，

通过软件实现政府组织之间信息开放共享［１１－１２］。

同时社交媒体也是美国政府进行应急管理、传播政

府决策的重要平台［１３］。官方信息经由媒体或新闻发

言人制度统一集中发布并及时更新，成为公众获取

正确信息的权威渠道［１４］。美国政府还运用高新科学

技术助力支撑应急管理信息系统，以确保整个应急管

理过程的有效实施，如国家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ＮＩＭＳ）。该系
统定义了标准化的通讯术语、指挥架构与管理规则并

确定突发事件各级信息共享的标准化结构需求，内部

分工明确、灵活团结，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严格执行

其规定。这样各系统或平台间相互联动、整合信息资

源从而形成协同运作的信息群体［１５－１６］。

２２　英国

２２１　信息公开共享制度　英国 《信息自由法》

覆盖几乎所有政府机构，该法对政府信息公开、行

政分工以及法律协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２００４
年英国出台 《民事紧急状态法》，明确政府、卫生

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在处置突发事件中应承担信息

共享职责。此外还制定了 《数据保护法》 《公共部

门信息再利用条例》等一系列法令，从而建立完整

的信息公开共享制度［１７－１８］。

２２２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在中央层面的机
构为内阁紧急应变小组 （ＣａｂｉｎｅｔＯｆｆｉｃｅ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ｏｏｍｓ，ＣＯＢＲ）和国民紧急事务委员会 （ＣｉｖｉｌＣｏｎ
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ＣＣＣ），其主要负责突发事件
的研究判断、政策制定、应急组织协调与协作以及信

息系统构建和传达［１９］。突发事件预防预警往往涉及

多个部门，因此 ＣＣＣ下设国民紧急事务秘书处
（Ｃｉｖｉｌ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ＣＣＳ）具体负责跨部
门、跨机构应急信息管理工作；实施国家风险评估和

民事紧急情况风险登记；开发早期预警系统，如气象

预警系统、核电泄露预防系统等；同时面向社会监测

并与其他部门共享信息，指导和协调全国各地区、各

部门应急处置工作［２０－２１］。在地方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当地政府负责本区域内的应急规划和信息共享，设置

地区恢复论坛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Ｆｏｒｕｍ，ＲＲＦ）进
行风险监测和评估。在舆情应对方面，相关部门会根

据突发事件性质和级别确定新闻发布的人员及地点；

同时通过官方网站或社交媒体告知真实信息并引导报

道及舆论走向。英国注重拓展多元传播新途径，利用

媒体的交互性、实时性保证信息公开透明［２２］。

２３　日本

２３１　应急信息管理法律体系和机制体制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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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灾害频发国家，政府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逐步

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应急信息管理法律体系和体

制机制。１９９９年日本颁布 《关于行政机关信息公开

的法律》，对信息公开的主体、程序和范围等做了

详细规定，赋予国民监督与知情权。《日本放送法》

作为与媒介传播行为相关的法律，规定媒体对应急

信息的播放义务与责任。 《灾害对策基本法》要求

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需建立健全防灾观测、预报、

通信等设施和组织，政府机构等管理者必须进行突

发事件信息的收集与传递。 《防灾基本计划》将国

家、公共机构、地方公共团体等部门的信息收集和

联络列为应急关键环节，通过通信手段、工具及信

息传输体系实现信息传达共享［２３］。

２３２　应急管理组织体制　日本建立中央、都道
府县、市町村 ３级应急管理组织体制。在中央层
面，内阁官房为应急管理核心部门，中央救灾委员

会为综合协调机构。内阁与中央救灾委员会负责汇

总收集全国突发事件应急信息，整合各部门分散信

息，制定宏观应对政策和指导方针；内阁官房下设

危机管理局和内阁情报汇集中心，负责对危机事件

进行监测调查，搜集传达相关信息，定期上报情况

并在网上公开，同时完善防灾通讯网络建设［２４］。在

地方，日本实行地方自治，设置相应灾害对策本

部，综合协调各自区域内的应急管理工作，设专人

负责收集、管理各类信息并及时汇报。此外日本各

地方行政机构都设有信息公开中心，是政府信息公

开、国民知情咨询的重要渠道，有效强化地方在应

急处置时的信息统管能力［２５－２７］。

２３３　灾情监测信息网络　日本投入大量资金研
究并建立灾情监测信息网络，如各类自然灾害监测

系统、卫星系统、可视电话系统和直升机电视传输

系统等。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网络可分析

灾难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等预警信息，充

分保证紧急情况下信息收集、交换、传达及共享渠

道顺畅并将相关信息向全社会发布［２８］。

３　启示

３１　概述

不同国家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根据自身

国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应急信息管理模式，其核心

是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中央 －地方
指挥管理架构以及严格高效的信息网络系统，尤其

注重危险因素的识别、研判和快速应急响应。

３２　构建完备的应急信息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各国多以层次分明、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

为支撑，对信息管理相关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要

求，如信息收集、传递，信息公开的主体、发布的

程序和范围、信息监管等，基本涵盖应急治理中信

息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障公众信息知情权。

３３　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专管机构

美、英、日等国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应急信息管

理机构或部门，负责统一整合并管控应急信息。同时

横向间不同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网络，各自分工协

作、相互配合，大幅提高沟通效率，保障信息收集、

处理、反馈等环节工作的及时、快速、集中、动态和

有序，也使得应急信息在突发事件预防准备、监测

预警、应急处置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２９］。

３４　建立快速报告和监测预警等信息管理系统

发达国家着重建立反应灵敏、遍布全域的应急

信息管理网络，注重信息快速收集、筛选和报送，

信息内容涵盖应急管理各阶段［３０］。同时政府组织专

家学者研发统一标准的应急信息管理流程、规范或

信息报送程序，针对不同级别、类型的突发事件设

计对应风险预警和评估系统，在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和预警准确度过程中便于管理者或决策者追踪危机

事件进展，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急对策［３１－３２］。

３５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传播机制

信息传播机制 （信息的发布与通告）是发达国

家应对突发事件的典型经验，非常重视与媒体机构

沟通，危机事件与危机问题一旦暴发及时利用新闻

发布会、媒体和网络平台向公众和社会发布防控信

息，通过信息播报和传播使公众了解事件发生和处

理进展，打造开放式和公开化的沟通交流平

台［３３－３４］。发达国家在突发事件中不但公开危机真

相，还会以切实可行的方式邀请媒体等大众传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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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与其中，改善与公众的沟通方式，借助媒体架起互

通式交流的桥梁。

４　结语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方法对美国、英国、日本３
个发达国家在应急信息管理法律法规、应急信息管

理机构、管理机制及系统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

梳理总结，以期为我国突发事件应急信息管理建设

与完善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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