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急应变之三大原则 

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在正常工作计划或预期中突然发生、且需要马上处理的事件，是应

急应变题目的典型特征。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是对考生执行力的考察，要求考生面对紧急突

发事件时，能临危不乱， 快速应对。 

第一，处理原则。头脑清醒，科学分析。只有保持头脑清醒，才能科学地对突然发生的

情况进行客观分析。快速寻找代替性方案。一项工作的展开，总是会涉及到人、财、物、地、

信息等各种资源的调配和使用。当工作中出现跟这些要素相关的突发情况发生时，比如与会

的专家到不了、忘记打印会议材料等情况，我们要能够因地制宜，灵活快速地寻找代替方案

来解决突发的状况，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及时应对，消除影响。日常工作中突发的事情往

往事件的紧迫程度比较高，需要快速反应、及时应对。在事情发生后处理的过程中，如果对

其他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一定要诚恳道歉。在事情处理完毕后，还要对自己工作中出现的

疏漏及时进行反思，避免今后出现同样的状况。 

第二，底线原则。程序正当。行政执法单位和人员实施某种执法行为时，要自觉遵守相

应的法定程序。效益为先。它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尊重科学，考虑客观规律，做必要的可

行性分析和一定的成本——效益分析，使执法行为具有最大的合理性，尽可能给国家、社会、

人民带来益处。依法接受监督。尤其是在执法现场，对不会干扰执法行为的在场群众和媒体

的监督要持欢迎的态度。 

第三，以人为本原则。把保障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突发

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快速反应，协同应

对。加强区域合作和部门合作，快速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功能齐

全、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快速应对机制。社会动员，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

作用，动员企业及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依靠公众力量，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合力。

信息公开，引导舆论。在应急管理中，要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做到信息透明，公开。还

要积极地对社会公众的舆情进行监控，了解社会公众的所思、所想、所愿，对舆情进行正确、

有效引导。 

应急应变题型做为考试常见题型，需要考生多去关注答题原则，保证思路以及要点符合

政府工作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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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回复“时政”可获取最新时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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