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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我国突发事件下应急物资的响应速度，将有限的应急物资合理分配到消费者手中，最大范围上满

足民众对应急物资的需求，文章首先从物资调配政策制度、应急调度信息平台建设和物资调度网络现状

三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应急物资调配存在的问题，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对策。研究可为突发事件

下的应急物资调配提供解决方案和思路，对提升应急物资的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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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ponse speed of emergency materials under emergencies in China, ra-
tionally distribute limited emergency materials to consumer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emergency material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China’s emergency material allo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material allocation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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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dispatch information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material dispatch network statu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a targeted manner. Research can provide solu-
tions and ideas for emergency material allocation under emergencie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
ance to improving the support capacity of emergency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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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急物资是指为应对严重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全过程中所必需的物资保障。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应急医疗物资为例，由于各药店应急医疗物资均

大量缺货，生产源头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加之需求暴涨推动价格暴涨，因此终端应急医疗物资以高于

成本价十几倍的价格售卖仍然在短短几日便一抢而空，供不应求。 
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应急医疗物资的不合理分配以及尚不完善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一方面，部分人

群由于恐慌或恶意哄抬价格提前大量购买医疗物资，导致后期人群对应急医疗物资的真正需求无法满足，

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另一方面由于突发事件状态下某些路段或区域封控、居民大多居家隔离，众多物

流企业的配送中心及网点人员无法上岗，导致快递行业瘫痪、医疗物资无法及时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2. 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外针对应急物资调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流技术应用、网络规划及物资调度平台建

设等方面。郑贵强等[1]提出了通过建设应急物资智慧化储备调度平台、物资“赋码”追踪，实现我国现

代化应急物资储备与调度体系一体化建设。张迪等[2]以上海市为例，提出了完善应急物流政策、优化资

源配置等建议。陆成云[3]着眼于我国大城市物流体系，反思了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优化重点。

刘雪英等[4]提出建立统一的信息交互平台，运用“数据灯塔”和区块链技术对物资进行科学的管理。张

琳等[5]针对重大自然灾害救援的特点，兼顾应急调度成本最低和调度时间最短两目标，构建了面向多灾

害点的应急物资智能调度模型。单子丹等[6]考虑应急物资跨区域调配的时效差异、地域分散以及资金消

耗等要素，建立多周期下包含软硬需求时间窗约束的多物资品种、运输方式的跨区域三级动态物资调度

网络模型。王莉[7]阐述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探讨了面临的

一系列困境并提出了相应可行方案。谷鑫等[8]的研究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物资管理平台从传统的静

态管理模式转化为全过程趋势动态管理模式，实现了多个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和交互，有效实现了应急

物资的管理升级建设。刘涛[9]的研究改善了在突发事件下使用配送中心的急迫性和传统选址问题中的土

地资源问题，同时考虑城市交通网络和应急设施选址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了一种快速选址方法构

建成突发事件下的城市应急配送网络。蔡世远[10]以湖北省为例，分析了该省当前各类突发事件与应急管

理体系的现状，论证了建设应急物流中心的必要性。郑琰[11]针对城市应急物流中心选址问题，建立了考

虑覆盖率、总时间成本的多目标 0~1 整数模型和评价模型，并利用深度优先搜索法和模糊神经网络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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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该模型。张敏洁[12]从管理机制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储备调拨机制、调度运输机制、物资收发机制

等方面探讨了重特大突发事件下城市应急物流体系建设的需求和构建思路。余家祥等[13]基于武汉市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背景，提出了多方协同城市应急物流体系建设框架思路，对于其它城市建设应急物流体系

具有参考价值。顾峰等[14]从目前我国应急物流运行机制、信息平台的搭建、市场参与化等几个方面，阐

述了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对比了西方等发达国家的应急物流机制，并且从相应的角度对其提出了一系

列的建议。毛志勇等[15]针对应急物流中配送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考虑时间紧迫度的应急物流配送模型，

致力于解决应急物流配送成本过高的问题。文章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以全局视角，综合分析应急物资调

度体系中从顶层管理机制到实际落地应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给出相应对策，为完善突发事件下的应

急物资调度体系提供可行建议。 

3. 突发事件下应急物资调配工作问题分析 

3.1. 缺乏顶层设计和管理机制 

以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为例，2020 年新冠疫情刚来临时，全国便出现恐慌性物资抢购的现象，口罩、

酒精等医疗物资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纷纷抢购一空。由于突发事件下我国现有应急物资分配制度不完善，

政府等相关机构无法宏观调控物资的流向、无权干预人群购买物资的数量，当居民由于恐慌而大量抢购

应急物资时，购买数量不受限制，部分人群大量囤货将会导致原本供应充足的应急物资纷纷售罄断货，

分布严重失衡，很多真正有需求的人不能及时获得物资，无法得到有效的救助。 
目前，我国对于应急物资流通中各环节的管理，涉及到发改委、卫健委、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

等多个政府部门，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多个政府层级。应急管理部作为常设性应急管理机构，对其他部门

不具有领导权，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由应急管理部指挥其他部门联合协作尚有一定困难；医疗、生

活物资保障组作为临时性机构，由各方人员临时组成，且工作模式尚未成熟，呈现出上下组织指挥与协

调能力不高的现象，由此可见，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的情况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3.2. 缺少实时数据监控的信息平台 

由于缺乏应急事件统一管理、调度的信息平台，突发事件到来时，政府相关部门无法迅速获知当地

群众的需求数量，只能依靠社区人员挨家走访调查，数据统计速度及更新速度缓慢，信息反馈滞后，且

受人员流动等诸多因素影响，人为统计的准确性亦有待考究；由于突发事件时人群对于应急物资的需求

信息不透明，因此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应急物资分布严重不均，区域之间临时相互调配，不仅浪费了车辆

资源，还降低了应急物资需求满足的效率。 
另一方面，当某片区域由于临时被封控，道路不予通行时，应急物资配送车辆无法及时得知道路情

况，行驶至区域附近后被迫重新规划路线，不仅增加了配送时间，还降低了配送效率；除此之外，由于

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只能紧急召集社会车辆资源，且不具备应急物资紧急调配的车辆信息平台，因此

无法准确、实时地获知车辆的行驶及位置信息，只能凭借有限信息主观判断做出决策，缺乏计划性、合

理性，造成无法实现最优线路规划，车辆资源未能充分利用，致使应急物资响应速度慢、居民需求不能

及时满足。 

3.3. 尚无成熟的物资调度网络 

一方面，在物资调度网络构建的文献中，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在纵向调货，却鲜有考虑到同级节点间

的横向调货，由于横向调货为复杂，因而多数研究忽略了其优势，实际同级节点间就近调货能够节约从

上一级节点向下调货的里程，往往效率更高，并恰恰方便了节点间物资的平衡分配。除此之外，根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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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网络级数不同常常分为二级和三级配送网络，现有研究大多数为二级网络[6]，然而事实上，突发事件

往往波及范围广泛，跨区域协调强度大，因此三级配送网络相较于二级网络往往应用更为广泛。 
另一方面，我国物资调度网络尚不成熟还体现为在当城市某些道路或区域临时封控时，道路情况反

馈信息滞后，且应急指挥中心尚不具备物资调度备用路线自动规划的能力，无法在车辆单线受阻时及时

为司机提供备选方案，由此则会导致物资调度受阻，运送效率低下，许多需求不能被及时满足。 

4. 突发事件下物资合理调配的对策 

4.1. 加强关键应急物资调配制度建设 

为避免突发事件下居民因过度恐慌而抢购物资，造成应急物资分配严重不合理的结果，政府应在突

发事件来临时首先做好事件影响程度预测评估工作，控制舆论导向，避免不切实际的谣言引起居民恐慌

的心里。在此基础上部署应急物资统一调配工作，将某些在突发事件中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且可能会由于

民众恐慌而大量抢购导致供货瘫痪的物资划为关键性应急物资，建立机制收回市场上此类物资的自由售

卖权，由政府主导统一、有合理数量限制地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行调配，一方面能够保证物资价格不

会有较大波动，避免了该类物资由于供不应求而价格暴涨的情况；另一方面保证了物尽其用，真正有需

求的人能够及时得到充足的物资，避免了应急物资自由抢购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的发生。 

4.2. 建立数据监控应急物资调度信息平台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可由政府主导，事先建立应急物资调度信息平台，能够实时监控各方数据，掌

握应急指挥调度所需的全部数据，包含居民信息情况统计及物资需求数量统计、应急车辆调度、应急物

资网络规划等几大模块。 
在居民信息情况统计及物资需求数量统计模块中，居民可注册登入信息平台，填写自身相关信息，

并关联到指定小区及具体门牌号，考虑到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相关操作不熟练，可由家属代填信息。政

府应督促相关部门落实信息平台的建设和普及，确保所有居民均如实填写相关信息，避免漏填、错填等

情况发生。各社区可在居民填写后不定期进行走访抽查，确保信息填写的准确性及每户居民人数的正确

性并及时修正，由于人员流动的不确定性，居民还可以实时修改住户人数。为避免民众恐慌，平台将显

示此类物资在各地区的库存数量，居民可以实时上报对某些关键性物资的需求数量，由平台统一核验、

确保需求的合理性后配送至需求点。 
应急车辆调度以及应急物资网络规划模块中，平台可利用物资、车辆赋码追踪技术，实时掌握车辆

动态路径及物资流动情况，并根据物资需求情况自动为车辆规划行驶路线，充分利用车辆资源。车辆还

可实时将路段路况上报给系统，以便指挥中心及时对其他车辆线路做出调整。 

4.3. 完善应急物资调度网络 

由于突发事件条件下，许多快递企业及商品交易场所均停工歇业，利用既有的较为完善的配送网络

并不可行，因此需有关部门建立一套专门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配送网络，以应急状态下仍然开放的

商超为中转节点，根据各商超规模、所能覆盖的范围及人数，将其设置为应急物流中心或配送点。 
目前物资调度网络大多只能实现纵向调货，忽略了同级节点横向调货更为快捷的特点，主要由于同

级节点间缺乏能够获知彼此物资信息的途径，存在信息孤岛的现象，因此可借助物资调度平台，打破信

息壁垒，实现同级物资集散点就近调配物资时效更好、成本更低的优势。除此之外，物资调度网络还应

实现多线路规划功能，以便单线受阻时仍然可以提供备用方案。 
综上所述，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我国应急物资的调配工作中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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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突发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完善应急物资调配机制及体系，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资源，

在下一次突发事件到来前，预先准备好完备的应对策略，加快应急物资的响应速度，提高救援效率。 

5. 结语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控制，则会对社会乃至国家造

成严重的影响。本文从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物资调配问题入手，分析了当前我国物资调配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并给出了合理、可行的解决对策，为我国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物资调配提供了解决方案和思路，对提

升应急物资的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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