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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应急救援力量主要包括消防、

医疗、警察等专业队伍，以及社会救援组

织和志愿者等，这些力量之间缺乏有效的

整合和协同。

救援力量分散

不同救援队伍在装备、技能、经验等方面

存在差异，导致整体救援能力参差不齐，

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城市灾害事故。

救援能力参差不齐

城市应急救援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缺乏

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数据共享机制，制约了

应急救援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信息化水平不高

城市应急救援现状分析



灾害事故频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面

临的地震、洪涝、火灾、交通事

故等灾害事故风险不断增加，给

应急救援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救援资源不足

部分城市在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装备配备、物资储备等方面投入

不足，导致救援资源紧缺，难以

满足实际救援需求。

社会参与度不高

目前，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城市

应急救援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

高，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

培训演练。

面临的主要挑战与问题



共建共享理念提出背景

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应急救援工作，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指导意见，提出了共建共享城市应急救

援队伍体系的目标和要求。
实践经验

近年来，一些城市在应急救援领域积极探索共建共享模式，

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加强协同合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

经验。
技术支持

随着信息技术、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

为城市应急救援共建共享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政策推动



共建共享城市应急救援队
伍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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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框架设计与原则

以城市为单位，整合现有应急救援资源，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

动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设计思路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利用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和效率；

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根据城市规模、人口分布和灾害特点等因素，科学规划应急

救援队伍的数量、种类和布局；坚持平战结合、军民融合，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日常训

练和演练，提高实战能力，同时积极探索军民融合式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模式。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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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制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规

划、政策和标准，提供经费保

障，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的指导和监督。

政府职责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

监督管理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工

作；消防、医疗、交通、公安

等部门负责各自领域内专业应

急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

部门职责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应急

救援队伍建设，提供资金、物

资、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同时

加强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组织

和管理工作。

社会力量职责

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协同、社

会参与、军地联动的应急救援

协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资

源互通、优势互补、协同应对

。

协作机制

各方职责划分与协作机制



资源整合

对应急救援队伍进行摸底调查，了解现有队伍的数量、种类、分布和装备等情况，建立应

急救援队伍资源库；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应急救援资源，形成合力。

优化配置

根据城市灾害风险和应急救援需求，科学配置应急救援队伍的种类、数量和布局，确保能

够满足实战需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装备建设，提高队伍现代化水平；加强应急救援队伍

培训和演练，提高队伍实战能力。

资源共享

建立应急救援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资源的共享和互通有无；加

强区域合作和联动，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应急救援资源共享和协同应对。

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策略



队伍建设与培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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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伍组建及选拔标准

通过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选拔机制，广泛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加入应急救援队伍，提

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建立选拔机制

根据城市应急救援需求，明确队伍建设的目标、定位、规模和职责，确保队伍能够满足

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明确队伍组建目标和规模

针对应急救援工作的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选拔标准，包括身体素质、专业技能、心

理素质等方面，确保选拔出的人员能够胜任应急救援工作。

制定选拔标准



    

培训内容及方式创新

完善培训内容
针对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完善培训

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实操技能、应

急演练等方面，确保培训内容的全面

性和实用性。

创新培训方式

采用多种培训方式相结合，如集中培

训、在线学习、案例分析、模拟演练

等，提高培训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加强培训评估
建立培训评估机制，对培训效果进行

科学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培训中存

在的问题，确保培训质量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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