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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2月 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时强调，要建立集中统一高效

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充分展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上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必须抓住时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提升我国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

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

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看，当我国面临地震、疫情、安全生产、恐怖主义等波及大范

围的重大突发应急事件，导致“封城”、交通停运、基础设施破坏、停工停产等严重影响时，将超出地震、

卫生、应急、交通、消防、公安等单一部门的应急管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深刻把握国家治理规律，适时做出应急管理机构改革和体系能力现代化建设

的重大决定。为进一步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有效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2018

年 3月 1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决定组建应急管理部，整合了 13个部门职责，主要把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

应对的职能整合到一起，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力量救援、集中权力指挥，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

应急管理模式上实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一种强有力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该能够通过顶层设计实现统一

指挥、统筹协调方方面面。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是对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

考”，也是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次契机。

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暴露出的问题

机制不够畅通有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疾控系统建设了全球规模最大、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但在应急监测和预警中还有失灵现象，显示出我国疾

控体系乃至公共卫生体系的运行机制还需要健全。

应急协同不够统一有力。我国应急管理机构改革有序推进，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机构在地方政府序列

中没有突显应有的协调性，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中难以形成高效的“联动中心”。在对外联动中，与

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群体等领域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或“协作协议”，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难以有

效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还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抗击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合力。

物资保障不够集约高效。目前应急物资缺少统一的保障体系和管理机制，没有一个由卫生、民政、财

政等部门共建的统一性物资储备平台和信息系统，存在应急物资储存标准不统一、物资储备存放分散化、

物资调配程序不合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

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

的原则，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口罩、防护服等应急物资紧缺，各



地捐赠物资到了武汉却无法有效分配下去的事例，足以说明统一性物资储备平台和信息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考验，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问题和短板，需要本着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的理念，完善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树立“大应急”观，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顶层设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大应急”理念指导

下，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机构权威，真正构建起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中国

特色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为切实防范化解区域性、大范围

的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效整合优化应急力量和资源。

建设统筹协调的联动体系。首先，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内部高效协同。优化地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部门内部结构，强化涉及应急管理的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形成统一指挥、权责一致的扁平化组织体系，

实现地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内部以及平行部门之间的高效协同。其次，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应急外部

协同机制，不仅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部门与地方立法、司法、海洋、民航等部门的协同，而且加强与社

会力量的协同。通过“合作协议”“联动协定”等多种形式，不断增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关系，有序组织

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

建立平战结合的物资保障体系。整合卫生、消防、民政、水利等部门应急物资和场地，统筹建设全国

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制度、采购供应制度、物流调配制度，建设区域性应急物资

储备基地，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确保应急物资保障可控高效。主动吸纳社会资本，

鼓励公民和社会力量提供资金支持，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同时加强应急管理物资和经费的捐赠管理，依

法规范慈善募捐行为，引导各方依法有序参与应急慈善捐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