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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是城市安全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基于对我国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与应用成果的总结，指出了现阶段评估研究存在评价标准不完善、信息保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从完善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提高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化水平、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几个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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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is an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work for urban security manage-
men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 results of urba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of imperfect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unsound inform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assessment research. Coun-
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improving urba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level of informatization of urba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strengthening 
safety risk information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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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进程实施的全面快速推进，城市人口规模逐渐庞大。2018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9.58%，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 70%，2050 年将达到 80%左右[1]，城市人口容量和规模的

迅速扩大使社会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城市环境更加脆弱，多维的因素叠加使得城市安全风险逐渐显露，

潜在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明显，造成的危害后果及其严重性持续增大。从火灾爆炸等生产安全事故到地质

灾害、地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事件，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到疫情传播，各种自然和人为的风险

都威胁着城市的安全。2003 年影响全国范围的“非典”疫情、2008 年四川省汶川县突发“5·12”地震、

2015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8·12”危险品爆炸事故、2019 年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公司“3·21”爆炸事故，

这些事件造成的重大生命财产损失都充分暴露出我国城市安全管理还存在突出问题和短板，城市安全风

险依然较高。 
一方面城市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生产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坍塌、爆炸、火灾等重大以上事故

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不断加大。统计显示(见表 1，数据来源于事故发生地所在省份应急管理厅公布的事

故调查报告)，2020~2021 年发生在城市区域内的典型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共造成 181 人死亡、439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 35761 余万元。事故背后反映的是冷链运输、危化品运输在安全管理上存在着不尽如人意

的状况。 
 
Table 1. Typical major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s in cities in 2020~2021  
表 1. 2020~2021 年城市典型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年份 事故名称 死亡/人 受伤/人 直接经济损失/(万元) 

2020 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重大坍塌事故 29 42 5794 

2020 沈海高速浙江温岭段“6·13”液化石油气运输槽罐车重大爆炸事故 20 175 9470 

2020 山西临汾市襄汾聚仙饭店“8·29”重大坍塌事故 29 28 1164.35 

2020 山西太原台骀山游乐园冰雕馆“10·1”重大火灾事故 13 15 1789.97 

2021 湖北十堰艳湖社区集贸市场“6·13”重大燃气爆炸事故 26 138 5395.41 

2021 河南商丘震兴武馆“6·25”重大火灾事故 18 11 2153.7 

2021 江苏苏州四季开源酒店“7·12”重大坍塌事故 17 5 2615 

2021 广东珠海兴业快线(南段)项目石景山隧道“7·15”重大透水事故 14 0 3678.677 

2021 吉林长春李氏婚纱梦想城“7·24”重大火灾事故 15 25 3700 

 合计 181 439 35,761.107 
 

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应急管理部官网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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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灾害基本情况)，2020~2021 年期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累计造成 2.45 亿人次受灾，因灾死亡失踪

1458 人，直接经济损失 7041.7 亿元。其中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造成 1478.6 万人受灾、因

灾死亡失踪 398 人、直接经济损失 1200.6 亿元，城市在面对极端灾害时的应对能力再一次受到考验。生

产安全事故与自然灾害不确定性增大、耦合性因素变化更加复杂、牵涉的范围更广，生命及财产损失更

加严重，城市综合安全风险凸显出更高的复杂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性。 

2.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现状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城市的安全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工作。2016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城市运行管理，增强安全风险意识，加强源头治理。2018 年 1 月，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2]，就推进城市安全发展提出了明确意见和具体要求，为推

进城市安全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各地陆续逐步推进开展创建安全发展城市的试点工作。2020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3]，其中明确指出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加强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2021 年 9 月，

国务院确定合肥等 18 个城市(区)作为国家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体系建设试点，加快建立健全

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工作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风险辨识和防范化解水平。其关键性、基础性工作

即是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量大且尤为复杂。 
在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方面，国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灾害，Birkmann 等从暴露性、敏感性、应

对能力和适应能力方面构建了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并在 170 多个国家得到运用[4] [5]；
Thierry 等基于地震、不稳定的斜坡、火山等因素，从强度和频率指标入手，建立里喀麦隆山多灾种风险

评估模型[6]；Delley 和 Chen 等基于死亡人员和经济损失，建立了包含地震、洪水等 6 种灾害的综合风险

评估模型[7] [8]。 
国内的专业理论研究学者及团队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魏利军基于综合层

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决策分析技术提出安全风险叠加分析方法，对城市整体风险进行评估[9]；杨

国梁等将风险拆分到区域、行业、企业等不同层面，再由“点”及“面”进行评估，系统地找出城市不

同管理层面的风险管控重点[10]；司鹄等运用数理统计和灰色理论方法，以重庆市 2005~2011 年数据为

研究对象，建立了重庆市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11]；王国栋等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模糊评价

法进行叠加分析，提出以企业安全风险辨识评估为基础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方法体系[12]；杜静等以孕灾

环境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沿海城市安全生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13]；陈国华等提出点位、行业、区域逐级

展开的评估程序对城市安全风险进行分析[14]；孙华丽等从人口状况、能力指标和脆弱性指标着手，建立

了超大城市公共安全评估指标体系[15]；汪婷提出了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并成功应用于燕山地区[16]；
高峰等从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特征出发，提出了城市雾霾灾害链演化网络模型[17]；曾金艳等基

于地震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脆弱性以及抗震减灾能力提出了城市地震灾害风险评估模型[18]；鲁钰

雯等基于影响城市火灾风险的区域特征、建筑特征、消防负荷等，提出了城市火灾风险评估模型[19]。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拥有更多新的技术手段可以选择，同时也带来

了较大的便利。刘裕等提出了适合成都市的安全风险预防指标体系，并以物联网和云计算为基础开展“技

术防控”，开发建设城市安全监测预警系统[20]；马春红等应用 GIS 技术实现城市区域火灾风险评估模

型的设计，为城市消防资源统筹分配、消防专业力量安排部署和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实施提供重要参考价

值[21]；尹占娥等通过内涝损失数据分析，基于 GIS 创建了城市暴雨内涝灾害风险评估模型，为城市风

险管理和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22] [23]；鲁钰雯等根据灾害不同阶段的特点，从城市灾害灾前的预防准备、

监测预警，灾中的灾害救援、应急响应和灾后的恢复重建三个阶段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灾害风险管理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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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关键技术和基本方法[24]；赵民基于济南市的灾害分布及特提出了济南市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并利用 ArcGIS 进行评估[25]。 
综合来看，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是近年来探讨的热点，不少研究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方法并建

立了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但各评价体系在指标、模型等方面有

所差异，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且多针对火灾等单一种类灾害进行风险量化以及特点分析，存在行

业领域覆盖不全面、评估结果不能有效指导城市进一步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等问题。大数据背景

下，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实践，人工智能技

术亦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数据和技术支持，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风险评

估体系是城市安全风险评估重要发展方向。 

3.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尚不能满足城市安全风险预测预警、城市安全管控的

实际需要。 

3.1. 城市安全风险全面评估标准体系匮乏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不是企业安全风险评估，也不等同于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其评估的范围涉

及城市工业企业、城市公共设施、人员密集区域、自然灾害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的风险都有其独特的

属性。安全生产领域风险评估技术相对成熟，自然灾害等领域评估体系比较匮乏，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

综合风险普查工作中，上层制定了针对不同灾种的评估规范，但这些试行的规范还需经实践进行验证方

可推广应用。加之城市发展往往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必须借助不同行业和领域

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严格依照评估标准才可能真正完成。 
目前国内城市安全风险的评估技术系统性研究还处于积极探索阶段，部分城市已经对安全风险评估

标准做了系列研究与实践(见表 2，数据来源于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release of urban safety risk assessment standards  
表 2.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发布情况统计 

发布时间(年) 地区 标准号 标准名称 

2021 江西省 DB36/T 1489-2021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2021 江苏省 DB32/T 4145-2021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2021 四川省成都市 DB32/T 4145-2021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导则 

2020 河南省 DB41/T 1940-2020 城市安全生产风险评估规范 

2019 山东省 DB37/T 3546-2019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2019 广东省深圳市 DB4403/T 4-2019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导则 
 

各城市建立的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在评估对象、单元、方法以及流程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未提出一套系

统成熟的、科学的且能全面覆盖整个城市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安全风险总体评估标准体系，国家层面也暂无

指导性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指南，仅有《公共安全城市安全风险评估》(20204981-T-469)处于审查阶段。面

向城市全区域全类别风险评估相关导则、规范的缺乏，容易导致评估对象漏项、评估结果简单等问题。 

3.2.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信息保障机制不健全 

1) 信息化技术支撑力不足。城市安全风险辨识是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全面的辨识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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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评估的基础。但当前的城市风险评估工作基本依靠“人海战术”，利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不高。

在风险辨识中各分项风险信息种类繁多，风险信息的分散性导致风险数据的采集、核对、汇总、分析等

工作多依赖于人工处理，大大增加了人员的工作时间和强度。“人海战术”、低效率等造成风险辨识工

作基础性不足，不能及时根据风险的变化及时更新评估结果，底数不清、情况不明等问题普遍存在，风

险信息更新的滞后将使管理部门无法实时了解城市安全风险的实际状况，并及时作出科学的管理决策。 
2) 行业领域风险信息互联不畅通。城市各行业部门之间风险防控职责不明确，不同行业的风险信息

归集于不同的部门，没有实现完全的数据互通，存在一定的数据壁垒。跨部门之间风险信息的数据共享、

风险在线评估及统一管理难以实现。 
3) 城市间发展与安全规划协调不足。城市并非孤立的存在，城市间河流、交通、生态等资源都是相

互联系的，在公共资源等方面也存在协调联动的关系。现阶段城市发展规划往往只立足于单个城市，城

市综合安全风险评估忽略了与周边城市的相互联系，不能满足城市区域性安全风险管理及应急处理工作

的要求。 

4. 结论与建议 

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对提高城市综合安全管理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总结我国城市安全风险评估

研究现状，针对当前评估研究存在标准体系不完善、信息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完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充分考虑城市可能产生的各类灾害风险，对各灾种的风险评估模型

进行总结，对不同地区的灾害链识别成果进行总结，形成综合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而提出

相应的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标准规范，使评估工作有据可依，不断提高城市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规范

性。在准确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更有针对性地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抗风险能力，实现城市安全风

险管理能力快速提升。 
2) 提高城市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化水平。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结合城市安全风险管理专业需要，进

行风险识别评估，实现城市区域及整体安全风险的在线分析评估，并满足风险数据的动态更新和线上分

级管控需要。提高全方位的数据汇聚与挖掘能力、智能分析能力，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模式实

现城市各类安全风险的数据分析、风险评估乃至预警，确保城市安全风险时刻处于受控状态之下，切实

有效保障城市安全。 
3) 加强安全风险信息共享。建立健全城市安全风险防控管理机构，形成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机

制，对各方资源进行有效地协调，实现部门间风险信息的共享。对城市各部门安全风险管理数据库进行

整合，打破数据壁垒，解决风险信息“多网并存”、“二次录入”等问题，使管理部门能够快速获取城

市整体风险动态信息，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精准施策，进而对城市风险进行规避、减少和快速转移，真

正实现让城市安全风险“看得见、管得住”。 
4) 增强区域城市间协调联动。城市发展规划需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充

分考虑周边因素的影响力。城市间可通过联动协议推动跨区域的资源共享，优化应急资源的科学配置与

使用，提高城市安全风险协同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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