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3, 12(3), 436-447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3051     

文章引用: 洪亮, 周姣姣.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评价研究[J]. 管理科学与工程, 2023, 12(3): 
436-447. DOI: 10.12677/mse.2023.123051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城市社区应急准备 
能力评价研究 

洪  亮，周姣姣 

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6日；录用日期：2023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3年5月29日 

 
 

 
摘  要 

社区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社区应急准备是社区应急管理的基础，为了减轻城市社区在面

对突发事件时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进行评价。本文构建了城市社区应急准

备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建立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评价模型，并选取哈尔滨社区进行实证

研究，表明该社区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能力、应急保险建设能力和应急社会心理建设能力有待提

高，可以从上级应急指挥平台覆盖社区、社区独立的应急指挥平台、构建完善全灾种保险、社区公共设

施、建筑保险覆盖和社区全灾种保险等方面进行改进。评价结果为进一步提高哈尔滨城市社区应急准备

能力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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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ty plays a great role in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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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s is the basis of community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the face of emergencies, the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bility of urban communities is evaluated. In this paper,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is established, and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urban communi-
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improved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method, 
and Harbin community is selected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t shows that the ability of building emer-
gency evacuation command and coordination, emergency insurance and emergency social psy-
chology needs to be improved, which can be improv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vering the community 
by the superior emergency command platform, building and perfecting all-disaster insurance,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 building insurance coverage and community all-disaster insuranc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an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bility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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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不仅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防范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沿阵地。加强社区应急准

备能力建设直接关系到城乡公共安全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关键作用已被多次强调[1]。2022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智苑社区考察时指

出“要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来，充实工作力量，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夯实城市治理基层基础”。 
一方面，从社区应急评价体系来看。赵润滋(2018)评价研究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建立城市社区应

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由 7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和 51 个三级指标组成[2]。陈琳等人(2021)运用文

献研究法和专家访谈法初步构建医院发生重大疫情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德尔菲法对初步建立的

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完善[3]。刘梦灵等人(2022)，基于 4R 理论，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中医

医院突发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评价指标体系[4]。另一方面，从社区应急能力评价方法来看。陈培彬等人(2021)
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来对农村发生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进行评价[5]。陈宁等人(2022)构建基

于博弈变权–可拓云模型的城市道路应急能力评价模型，运用博弈论模型确定指标权重[6]。韩冲等人

(2023)对水利工程施工事故应急能力进行评价，基于 PHFWMGSM 算子构建评价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

确定指标权重[7]。这些评估方法各有优缺点，本研究选择的评价方法是改进的突变级数法，由于传统的

突变级数法对指标进行排序主要是依据主观的因素而进行排序，改进的突变级数法是引入熵权法对指标

进行赋权和排序，通过选取哈尔滨市城市社区对其应急准备能力进行评价，发现社区应急准备能力存在

的不足和可借鉴之处，对提高其应急准备能力提出对策建议。 
综上所诉，通过对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进行评价，可以使社区和社区居民了解到该社区在面对突

发事件时应急准备能力的不足，对于不足的方面进行改善，提高应急准备能力，当突发事件来临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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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有效的应对。而对于评价指标的建立是基于韧性社区和情景–任务–能力的视角，对城市社区应急

准备能力评价方法的选择上秉持着最佳和最合理的原则选择改进的突变级数法。 

2. 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 韧性社区理论 

韧性社区是能够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性社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社区能够共同行动，对于外来

的冲击能够进行迅速的抵御，在发生危机后，能够迅速在危机中恢复过来，然后适应和改造自身[8]。韧

性社区的特性有自主能动性和利用冗余性资源。韧性社区的建设有利于从源头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在

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减少社区的损失。 

2.2. 评价指标的设计与建立 

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评价指标的建立是城市社区应急能力评价的基础，所以评价指标的建立要立足于

城市社区应急管理的实际情况，反映出城市社区应急准备普遍出现的问题，形成一套完整的城市社区应

急准备能力评价体系[9]。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和基于韧性社区理论，初步构建起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情景–任务–能力视

角对初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本文创新添加的指标包括领导决策支持能力、社区应

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社区医疗保障、社区应急保险建设、社区应急社会心理建设。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Harbin urban community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bility 
表 1. 哈尔滨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评价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社区应急准备社会能力 A1 

监测预警建设 B1 

监测能力 C1 

预警能力 C2 

监测预警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3 

监测预警设备覆盖率 C4 

领导决策支持能力建设 B2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 C5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案的制定 C6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完成度 C7 

社区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 B3 
上级应急指挥平台是否覆盖社区 C8 

社区是否有独立的应急指挥平台 C9 

应急组织体系建设 B4 
应急管理部门的建立 C10 

应急管理工作制度的建立 C11 

应急队伍建设能力 B5 

应急救援与抢修队伍 C12 

应急医疗队伍 C13 

应急舆情队伍 C14 

社区应急准备韧性能力 A2 
社区脆弱性分析 B6 

社区的脆弱性清单 C15 

相关的隐患排查 C16 

外来的务工人员清单 C17 

社区医疗保障 B7 社区医务人员的数量 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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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区应急准备韧性能力 A2 

社区医疗保障 B7 

社区医务人员的质量 C19 

社区医疗物资储备 C20 

社区卫生医疗保障机制 C21 

风险评估建设 B8 

灾害风险隐患清单 C22 

社区地图 C23 

风险排查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24 

社区应急演练 B9 

应急演练规划 C25 

演练组织实施 C26 

演练评估与矫正 C27 

社区应急准备文化能力 A3 

社区宣传教育 B10 

应急培训 C28 

宣传教育活动 C29 

居民应急意识与技能 C30 

社区应急保险建设 B11 
社区全灾种保险的构建和完善 C31 

保障社区公共设施和建筑保险覆盖 C32 

社区的应急社会心理建设 B12 
组建社区应急管理心理服务队伍情况 C33 

社区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C34 

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B13 

志愿者队伍分组 C35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培训 C36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演练 C37 

应急预案建设 B14 

预案系统的完整性 C38 

预案内容的完备性 C39 

预案的科学性 C40 

预案的启动和修订 C41 

社区应急准备经济能力 A4 社区应急保障 B15 

应急科技保障能力 C42 

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C43 

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C44 

应急经费保障能力 C45 
 

根据合理性、简明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等原则，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45 个三级指标，形成最终的

指标体系见表 1。 

3. 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3.1. 突变级数法及其改进 

1) 突变级数法的特点 
突变级数法作为一个评价方法，特点是评价指标权重的不确定性，但考虑了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计

算简单准确，应用广泛。突变级数法是对总体目标的多层次矛盾分解，从低层次目标逐步合成到高层次

目标，然后逐步将每个层次的控制变量带入相应的突变模型，再利用归一化公式进行综合定量运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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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其归类为参数，然后计算总隶属度函数。 
2) 突变级数法的分类 
突变级数法的分类有 5 种，分别是折叠突变、尖点突变、燕尾突变、蝴蝶突变和棚屋突变。其控制

变量为 1、2、3、4 和 5，状态变量是 1 (如下表 2)。 
以燕尾突变模型为例，根据突变理论，可以求出势函数 ( )f x 的一阶导数，得到临界点的平衡面，使

其为 0 

( ) 4 2 0f x x ax bx d′ = + + + =                                 (3.1) 

再进行一阶求导，令其为 0，可以得到势函数的奇点集 

( ) 34 2 0f x x ax x′′ = + + =                                   (3.2) 

然后，同时建立势函数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为 0 的两组方程，得到势函数的分崎点集方程： 
2 3 46 , 8 , 3a x b x c x= − = = −                                   (3.3) 

可导出相应的归一化公式： 
3 4, ,a b cx a x b x c= = =                                   (3.4) 

 
Table 2. Potential function and normalization formula of catastrophe progression method 
表 2. 突变级数法势函数及归一公式 

突变模型 势函数 归一化公式 

折叠突变 ( ) 3F x x ax= +  
ax a=  

尖点突变 ( ) 4 2F x x ax bx= + +  3,a bx a x b= =  

燕尾突变 ( ) 5 3 2F x x ax bx cx= + + +  3 4, ,a b cx a x b x c= = =  

蝴蝶突变 ( ) 6 4 3 2F x x ax bx cx dx= + + + +  3 54, , ,a b c dx a x b x c x d= = = =  

棚屋突变 ( ) 7 5 4 3 2F x x ax bx cx dx ex= + + + + +  3 5 64, , , ,a b c d ex a x b x c x d x e= = = = =  
 

其中，a、b、c、d、e 是系统控制变量；xa、xb、xc、xd 为突变级数值。 
3) 突变级数法的改进 
突变级数法是一种操作性强、简单易行的方法，其是在分析各个指标在对系统影响的重要性的基础

上来对指标进行排序，而不需要确定权重而进行排序[10]。使用突变级数法对指标进行排序是带有主观思

想的，存在着不合理性，而熵权法则是一种客观性较强的方法，本文决定采用熵权法来对评价指标进行

排序，确定指标的重要程度，利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来对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进行评价[11]。 
熵权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建立评价指标矩阵。评价指标的矩阵为 

( ) ( ), 1, 2, , ; 1, 2, ,ki m n
R X k m i n

×
= = =� �  

其中，有 m 个应急准备能力评价指标，n 个评价者，它表示第 i 个评估者对第 k 个评估指标的评分。为了

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 

( )

( )

min
max min

max
max min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ki

x x
x

x x
r

x x
x

x x

−
 −=  −
 −

，

，

越大 指 越优

越小

当 为 标

当 为 指 越标 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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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定义评价指标的熵求同一个指标对于不同评价者的指标权重，第 i 个评价者对第 k 个指标比重的

计算公式。数据标准化将其缩小到一个小的、特定的间隔，设 kif 标准化后评价指标的第 k 行和第 i 列的

元素，如下所示： 

( )
( )

1

1
1,2, , ; 1, 2, ,

1

ki
ki n

ki
i

r
f k m i n

r
=

+
= = =

+∑
� �                         (3.6) 

那么评价指标的熵为 

1

1 n

i ki ki
i

H f Inf
Inn =

= − ∑ ， 0 1iH≤ ≤                                  (3.7) 

式中：常数表示信息熵系数。当 0kif = 时，那么 0ki kif Inf = 。 
最后，确定各评价指标的熵权重 

1

1 k
k m

k
i

H
w

m H
=

−
=

−∑
且 1

m

k
i k

w
=

=∑                            (3.8) 

3.2. 评价模型的构建 

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后，评价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判断指标的重要性。在属性和级别相同的

指标中，重要性相对较高的指标放在前面，重要性相对较低的指标则放在后面，如表 1 所示。 
2) 指标排序检验 
一开始指标的排序是带有主观性，因此引入熵权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根据权重大小来对指标进

行排序。 
3) 指标原始数据处理 
指标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的来源和数据类型，因此需要进行无量纲处理，以使每个指标处于[0, 1]，

以便下一步操作。 
4) 指标归一化计算 
每组指标对应的个数对应相应的归一化公式，是由下至上逐级推导出每个目标的隶属度值，直到得

到顶层目标的隶属度值。体系中各指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和非互补关系，因此在从下层向上层导出的过

程中，应考虑体系中各指标之间的关系。如果指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那么系统的控制变量值就是指标

的平均数。如果不互补，系统控制变量值则是指标归一化计算结果中的最小值。 
5) 计划最终突变数值 
根据熵权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在各指标已经排序的情况下，根据控制变量数量选取不同

突变模型，表中的归一化公式用于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获得相应的隶属度。对于每一层的指标，

逐层计算隶属函数值，直到得到目标层的隶属函数值。这是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值。 

4. 实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 

以哈尔滨市 A 社区为例，社区 A 是一个普通社区，向社区相关负责人以及专家发送评价指标的评分

问卷，收集整理社区各指标的得分，然后通过算术平均分计算得出评价指标体系中三级指标的算数平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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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指标权重计算 

根据公式(3.5)~公式(3.8)来计算各评价对象的熵值 w，并根据公式计算指标对象的组合权重。表 3 列

出了三级指标权重的计算结果，表 4 列出了一、二级指标的权重的计算结果。 
 
Table 3. Three-level indicators weight and actual score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3. 三级指标应急准备评价指标权重和实际分值 

三级指标 分值 标准化处理 权重 排名 

监测能力 C1 3.0500 0.5000 0.0264 3 

预警能力 C2 3.5667 0.4583 0.0205 4 

监测预警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3 3.0167 0.5741 0.0421 1 

监测预警设备覆盖率 C4 2.7667 0.4444 0.0302 2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 C5 3.3333 0.7407 0.0147 3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案的制定 C6 3.4167 0.5333 0.0207 2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完成度 C7 3.4333 0.4445 0.0224 1 

上级应急指挥平台是否覆盖社区 C8 3.4167 0.3889 0.0218 2 

社区是否有独立的应急指挥平台 C9 3.1500 0.4500 0.0224 1 

应急管理部门的建立 C10 3.2167 0.5208 0.0176 1 

应急管理工作制度的建立 C11 3.1333 0.5417 0.0167 2 

应急救援与抢修队伍 C12 2.8167 0.4689 0.0184 2 

应急医疗队伍 C13 2.4333 0.3704 0.0247 1 

应急舆情队伍 C14 2.4000 0.4286 0.0173 3 

社区的脆弱性清单 C15 2.8500 0.5667 0.0223 2 

相关的隐患排查 C16 2.8500 0.4375 0.0224 1 

外来的务工人员清单 C17 3.1000 0.5000 0.0179 3 

社区医务人员的数量 C18 3.1167 0.5000 0.0214 1 

社区医务人员的质量 C19 3.0667 0.6111 0.0164 3 

社区医疗物资储备 C20 3.1000 0.6000 0.0150 4 

社区卫生医疗保障机制 C21 2.9167 0.5417 0.0167 2 

灾害风险隐患清单 C22 3.0000 0.5000 0.0199 1 

社区地图 C23 2.9833 0.4583 0.0149 2 

风险排查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24 3.0833 0.4583 0.0149 3 

应急演练规划 C25 3.1667 0.5238 0.0167 2 

演练组织实施 C26 3.0330 0.5833 0.0139 3 

演练评估与矫正 C27 3.1333 0.5833 0.0195 1 

应急培训 C28 3.0333 0.5833 0.0195 2 

宣传教育活动 C29 3.0000 0.6667 0.0147 3 

居民应急意识与技能 C30 3.0000 0.5000 0.1372 1 

社区全灾种保险的构建和完善 C31 1.9667 0.4445 0.01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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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保障社区公共设施和建筑保险覆盖 C32 2.0167 0.5278 0.0185 1 

组建社区应急管理心理服务队伍情况 C33 1.9833 0.5278 0.0156 2 

社区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C34 2.0167 0.5417 0.0167 1 

志愿者队伍分组 C35 3.2167 0.5417 0.1670 1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培训 C36 3.0667 0.5556 0.0194 2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演练 C37 3.2000 0.5000 0.0128 3 

预案系统的完整性 C38 3.4833 0.4583 0.0178 1 

预案内容的完备性 C39 3.5500 0.5000 0.0178 2 

预案的科学性 C40 3.0167 0.2407 0.0176 4 

预案的启动和修订 C41 3.3500 0.5000 0.0178 3 

应急科技保障能力 C42 2.2333 0.4889 0.0145 4 

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C43 3.6667 0.3333 0.0212 2 

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C44 3.5500 0.5000 0.0178 3 

应急经费保障能力 C45 2.8500 0.5357 0.0240 1 
 
Table 4. First-level and second-level indicators weight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s 
表 4. 一、二级指标应急准备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排序 二级指标 权重 排序 

社区社会能力构建 A1 0.0220 2 

监测预警建设 B1 0.0298 1 

领导决策支持能力建设 B2 0.0221 2 

社区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 B3 0.0209 3 

应急组织体系建设 B4 0.0172 5 

应急队伍建设能力 B5 0.0201 4 

社区韧性能力构建 A2 0.0179 4 

社区脆弱性分析 B6 0.0209 1 

社区医疗保障 B7 0.0174 2 

风险评估建设 B8 0.0166 4 

社区应急演练 B9 0.0167 3 

社区应急准备文化构建 A3 0.0351 1 

社区宣传教育 B10 0.0571 2 

社区应急保险建设 B11 0.0180 3 

社区的应急社会心理建设 B12 0.0162 5 

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B13 0.0664 1 

应急预案建设 B14 0.0178 4 

社区经济能力 A4 0.0194 3 社区应急保障 B15 0.0194 1 
 

4.3. 利用突变级数法进行评价 

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评价过程中涉及到 2 个、3 个、4 个和 5 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对应

的尖点突变、燕尾突变、蝴蝶突变和棚屋突变。指标根据权重排序。指标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因此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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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遵循互补规则，即状态变量是对应下层所有变量的平均值[12]。 
将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结合表中的指标突变类型和指标权重排序，然后结合表 2 的归一化公式，

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归一化计算。社区应急准备能力的分类见表 5。归一化计算的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5. Evaluation levels of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apability 
表 5. 应急准备能力评价等级 

分数 (0, 2] (2, 3.5] (3.5, 4.5] [5, 4.5) 

隶属度值 >0.9200 0.8900~0.9200 0.8600~0.8900 <0.8600 

评价结果 I 级(优) II 级(良) III 级(一般) IV 级(差) 
 
Table 6. Normalized 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dicators 
表 6. 指标归一化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 社区 二级指标 社区 三级指标 社区 

社区应急准备社会能力A1 0.9274 

监测预警建设 B1 0.8039 

监测能力 C1 0.8409 

预警能力 C2 0.8555 

监测预警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3 0.7559 

监测预警设备覆盖率 C4 0.7631 

领导决策支持能力建设B2 0.8018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C5 0.9277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案的制定 C6 0.8109 

发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完成度 C7 0.6667 

社区应急疏散指挥 
协调能力建设 B3 

0.7003 
上级应急指挥平台是否覆盖社区 C8 0.7299 

社区是否有独立的应急指挥平台 C9 0.6708 

应急组织体系建设 B4 0.7685 
应急管理部门的建立 C10 0.7217 

应急管理工作制度的建立 C11 0.8152 

应急队伍建设能力 B5 0.7315 

应急救援与抢修队伍 C12 0.7768 

应急医疗队伍 C13 0.6086 

应急舆情队伍 C14 0.8091 

社区应急准备韧性能力A2 0.9296 

社区脆弱性分析 B6 0.7766 

社区的脆弱性清单 C15 0.8275 

相关的隐患排查 C16 0.6614 

外来的务工人员清单 C17 0.8409 

社区医疗保障 B7 0.8274 

社区医务人员的数量 C18 0.7071 

社区医务人员的质量 C19 0.8842 

社区医疗物资储备 C20 0.9029 

社区卫生医疗保障机制 C21 0.8152 

风险评估建设 B8 0.7670 

灾害风险隐患清单 C22 0.7071 

社区地图 C23 0.7710 

风险排查机制制度化与规范化 C24 0.8228 

社区应急演练 B9 0.8146 

应急演练规划 C25 0.8061 

演练组织实施 C26 0.8739 

演练评估与矫正 C27 0.7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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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社区应急准备文化构建A3 0.9327 

社区宣传教育 B10 0.8154 

应急培训 C28 0.8355 

宣传教育活动 C29 0.9036 

居民应急意识与技能 C30 0.7071 

社区应急保险建设 B11 0.7449 
社区全灾种保险的构建和完善 C31 0.7632 

保障社区公共设施和建筑保险覆盖 C32 0.7265 

社区的应急社会 
心理建设 B12 

0.7721 
组建社区应急管理心理服务队伍情况 C33 0.8081 

社区应急心理服务体系 C44 0.7360 

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B13 0.7997 

志愿者队伍分组 C35 0.7360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培训 C36 0.8221 

志愿者队伍的应急演练 C37 0.8409 

应急预案建设 B14 0.7659 

预案系统的完整性 C38 0.6770 

预案内容的完备性 C39 0.7937 

预案的科学性 C40 0.7521 

预案的启动和修订 C41 0.8409 

社区应急准备经济能力A4 0.8850 社区应急保障 B15 0.7832 

应急科技保障能力 C42 0.8667 

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C43 0.6933 

基础设施保障能力 C44 0.8409 

应急经费保障能力 C45 0.7319 

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 0.8850 
 

该社区的归一化计算值为 0.8850，城市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评价水平分为四个等级，等级越高，城市

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越高，具体分类见表 6。 
结合表 5 的计算结果和表 6 的评价标准，该社区的归一化计算值为 0.8850，该社区的应急准备能力

为一般。一级指标中，该社区应急准备社会能力评价值为 0.9274；韧性能力评价值为 0.9296；应急准备

文化评价值为 0.9327；社区应急准备经济能力 0.8850，从一级指标的评价值来看，该社区的应急准备文

化能力相比较高一点。 
二级指标中该社区的社区医疗保障建设、社区宣传教育建设和社区应急演练不错，发生突发事件应

急工作小组的建设情况达到了优，但是该社区的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能为差，社区应急保险建设

能力和社区的应急社会心理建设能力为差，该社区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建设、社区应急保险建设能力

和社区应急社会心理建设能力有待提高。 

5. 启示 

通过对实例中的社区应急准备进行评价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吻合，说明了该评价模型的可

靠性和实用性。同时得到的结论如下，对实例中的社区应急准备能力进行评价得出该社区的应急准备能

力为一般，属于 III 级水平，其与 I 级水平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该社区的监测预警建设能力不错，其中

的监测能力和预警能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发生突发事件工作领导小组的建立达到了优，值得学习；

但社区应急疏散指挥协调能力、社区应急保险建设能力和社区的应急社会心理建设能力都属于 IV 级，应

急队伍建设能力和应急预案建设能力较 I 级存在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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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加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社区内配备 24 小时巡逻机器人和企业内部云平台大数据计算系

统，通过云平台，对数据库进行云计算与可视化分析，建立应急模型，进行人员和物资分配。 
用于社区应急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支持机械应用的人工智

能。图像识别技术可用于社区安全监测和预警，通过对监测图像的处理和识别，可以对大量的视频图像

进行处理，整个过程可以得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案例推论技术可以有效、快

速地预测和处理社区突发事件并进行分析，从而建立一个精准的应急辅助决策处理系统[13]。 

5.2. 建立突发事件工作领导小组 

规范和加强社区应急管理，有效提高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理能力，提高社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水

平，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事件及其损失，需要成立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一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负责执行领导小组的决定和部署，协调

应急工作并向领导小组报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以身作则，坚决执行值班领导小组制度，确保值班期

间每天 24 小时在职在岗，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密切配合，积极发挥作用，确保

应急工作落实到位。 

5.3. 建立上级部门应急指挥平台 

在社区设立应急指挥中心，争取实现应急管理值班值守系统全覆盖，应急指挥中心制定相关的值班

制度，为了进一步做好突发事件的处理，应急指挥中心通过短临预警系统和短信的方式及时通知到各社

区，属地社区接收到信息之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以把一手的信息通过值班值守的电脑回传到应急

指挥中心，从而实现快速、精准处理好突发事件。 
社区的办事员接到上级的反映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就会安排值班人员立马赶到现场去了解和处置现

场，然后可以再把现场的一些情况反馈到上级的应急指挥中心，上级部门就能很快速的了解到一些突发

情况。 

5.4. 重视社区应急保险建设 

社区应急保险建设包括社区全灾种保险的构建和完善，保障社区公共设施和建筑保险覆盖。对一些

可能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和重大伤亡的风险，实行巨灾保险覆盖。 
实行社区的住宅和公共设施、街道实行社区固定资产综合保险试点，保险以火灾责任综合保险为主，

涵盖四大类，包括住宅及公共设施火灾责任综合险、公共设施场所公众责任险、街道财产固定财产险、

公共人员团队意外险。 

5.5. 重视社区的应急社会心理建设 

梳理突发事件后弱势群体和突发事件有心理障碍的人群，应将扭曲的价值观、心理安全感丧失、家

庭患病史、家庭功能障碍、精神病史、以往突发事件经历史等重要观察指标纳入预警体系之中。根据紧

急情况的性质和暴露程度，确定导致应急性心理障碍的高风险因素。 
把握心理应急反应的全过程，分阶段梳理诱发心理危机的重要因素，在心理冲击阶段，准确分析

突发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恐惧、焦虑、不安、恐慌、恐惧等不良情绪的变化，评估个体多元情绪的缓解

途径和调适能力，引导居民树立解决问题的思维导向，树立居民解决问题的意愿和主动解决问题的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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