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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韧性雄安新区中的卫生应急风险与对策研究^

陈 涛 ，王 玉井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北 京 100084)

摘 要 ：安全韧性城市的理念和相关理论是当前研究热点，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千年大计，如何构建韧性雄安新区是新时代国家战 

略发展和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从雄安新区“规划一建设一运行”过程中公共卫生应急风险出发，研究其城市化进程 

中重大传染病输入性风险以及人口大规模迁移和聚集、重大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带来的风险和需求；在充分分析新区现有薄 

弱的卫生应急基础条件以及未来发展要求的基础上，提出在安全韧性雄安新区构建中纳入卫生应急的全风险应对模式，创新雄 

安新区卫生应急平台，基于新技术搭建卫生应急预警系统和优化区域卫生应急协同等对策，为雄安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卫 

生风险管理提供解决思路，最终实现雄安新区公共卫生应急风险的防范化解以及整体公共安全保障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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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isli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ublic healtli emergency in safety resilient
Xiongan New Area

CHEN Tao, WANG Yujing
( Institute for Public Safety Research，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 The concept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safety resilient city are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3〇ts. As the national millen
nium p lan，how to construct a resilient Xiongan New Area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s of tlie 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
ment in new age and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rting from the risk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 the process of 
planning-construction-operation of Xiongan New A rea， the risk and demand brought by the imported risk of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large-scale mi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of population，and emergency medical rescue of major emergency in the ur
banization process of Xiongan New Area were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fully analyzing the existing weak fundamental condi
tions of public healtli emergency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Xiongan New A rea， the corresj3〇nding counter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such as the all-risk resj3〇nding mode of integrating the public healtli emergency into the construc
tion of safety resilient Xiongan New A rea，innovat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latform，establishing the public health e
mergency early warning system based on new technologies， optimizing the regional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ollaboration，
etc. It can provide the solution ideas for the risk management of public health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Xiongan NewAr-
e a，and finally realize th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isk and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o
verall public safety guarantee level of Xiongan New Area.
Key words： Xiongan New A re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ilient city ； risk management

〇 引言

2017年 4 月 1 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 

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而“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将是贯穿整个雄安新区“规

划一建设一运行”过程的指导理念。目前，从雄安新区 

建设发展的需求与实际情况来看，公共卫生风险的防控 

与应急是韧性雄安新区构建中的重要环节之一。

当前，全球范围内各类突发事件日益呈现出频次 

高、规模大、影响广泛、损失严重等特点，已成为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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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面临的问题。而随着航空旅行（每年 3 0亿旅行者） 

的发展，任何新病原体几小时内便可在全球传播[1 ]$ L  
外 ，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如“5 • 1 2汶川地震”、“8 • 1 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 

事故”、“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等，对卫生应急能力提 

出挑战[2 ]。我国也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发的国家，公 

共卫生安全和经济发展不但受到威胁，而且面临国家政 

治稳定及国际形象受到损害的风险。因此，从国家的整 

体发展战略角度，我国的卫生应急不但肩负着突发公共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和落实国家公共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

目前，随着雄安新区规划落地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 ，新区面临的突发卫生事件风险以及所带来的卫生应 

急能力需求均发生实质性变化，相关卫生应急能力的建 

设必然需要从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人手。然而，从目前的 

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 3 县及周边 

区域的卫生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过去一直未被特 

别关注，现有基础相对薄弱，与国家对雄安新区的发展 

目标和定位尚存在较大差距。

1 韧性城市理念及其在卫生应急领域的应用

当前，韧性城市[3]是国际上新的发展理念，已应用 

到多个领域。许多国家政府，如美国和加拿大，其政策 

已经采纳了韧性的概念[#]。在联合国层面，国家和全球 

韧性发展被确定为全球安全政策的优先事项，联合国减 

灾组织关于韧性的定义是:一个暴露于危害之下的系统 

社区或者社会，通过保护和恢复重要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等方法，及时有效地抗御、吸收、适应灾害影响和灾后恢 

复的能力。韧性城市即是指，具有吸收未来对其社会经 

济、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造成冲击和压力的能力，同时 

仍能基本维持相同功能结构、系统和身份的城市。

在公共卫生领域，韧性还没有被广泛探讨，提高对 

自然灾害的防范，并对这些灾害可能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韧性能 

力 ，目前，大多学者都认同相关重点应在于改善和维持 

社区环境（人的长期健康环境）以及预防和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其目标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是一致的。当 

前国际趋势是把卫生应急作为城市安全韧性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5]。

国际上，伦敦、纽约、新加坡等都在实践韧性城市 

! Resilient City )的新理念，卫生应急逐渐被认为是其中 

重要内容。当前，国际卫生应急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先 

进的风险管理理念、统一高效的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技 

术先进的应急平台系统、触角遍布基层的公共卫生监控 

预警网络[>]。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构建了全风险、全过

程的卫生应急模式，公共卫生应急已扩展到包括传染 

病、自然灾害、生化/核辐射恐怖袭击或事故等全风险 

因素。

2 雄安新区城市化过程面临的公共卫生风险

城市化、流动人口、交通等人类活动因素都是传染 

病发生与传播的社会环境驱动力[7]。城市高人口密度 

增加了共享空间，加大了暴露风险。在雄安新区的城市 

化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人口急剧增加、人员流动 

加快、快速城市化等情况。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以及国际化、普遍化的旅行 

所造成的人口流动，将会是影响新兴城市公共卫生事件 

大规模爆发的根本原因。随着雄安新区城市化进程的 

推进，人口快速增长，新区面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和卫生应急能力需求均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防范各类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加强各类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 

援 ，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是摆在面前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和任务。

1) 雄安新区面临全球公共卫生的输人性风险增加。 

目前，突发急性传染病在全球不断出现，而雄安新区未 

来发展建设必然是一个全球化参与的过程，因此境外输 

人传染病风险不断增大。最 近 5 0 年间，国际旅行者数 

量增长了 1 300% [8]，快速激增的旅游、公务旅行、移民 

数量放大了各种病原体的扩散能力。由埃及伊蚊、白蚊 

传播的登革热，原是热带地区的地域性传染病，但随着 

旅游者受染后在途中或回本国后发病，成为新的传染 

源 ，使得登革热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9]$利什曼 

病在 2 0世纪最后2 0年中快速传播，包括发达国家和非 

传统疫区国家，其 中 1 个重要因素便是激增的国际旅 

游[10]。200 5年全球性的人禽流感疫情、20 1 0年甲型 

H1N1 流感的全球肆虐事件、2013年登革热疫情、2014 

年埃博拉疫情、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征肆虐、2016年寨 

卡病毒肆虐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均凸显了公共卫生领 

域的输人性风险。与此同时，由于雄安新区现有公共卫 

生应急的基础依然薄弱，使得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难度进 

一步增大。

2) 雄安新区的快速规划建设、人口聚集等因素使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风险增大。人口迁移是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普遍化的旅行 

以及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所造成的人口流动是传染 

病大规模传播的根本原因[11 ]。雄安新区在建设、运行、 

发展阶段都将面临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转变，面临常住 

人口、流动人口、人畜接触、自然与居住环境的动态变化 

和各类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原有 

自然环境、生活习惯、水系湖泊和候鸟迁徙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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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建设过程中人口的迁徙、流动和短暂性的聚集过 

程 ，都给传染病等区域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空聚集 

特征、人际传播和“动物一人际”传播等造成新的影响， 

加大了风险。比如，城市中心比农村地区结核病感染通 

常有更高的比例[12]。再如，2014年的埃博拉在 3 个总 

人口近 300万 ，过度拥挤、随意开发和混乱的非洲国家 

首都（几内亚科纳克里、塞拉利昂弗里敦、利比里亚蒙罗 

维亚）爆发[13]。同样，美国热带地区城市化加速了 2016 

年 Zik, 病毒在美洲的蔓延。便捷的民航、高铁、公路交 

通网络，意味着任何地方一旦发生疾病暴发或流行，仅 

仅几小时后，疫病就可能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 [14]。新 

区的交通建设已经不再是1 个孤立的个体，而是 1 个综 

合、联动的交通系统。这种复合的交通系统极大地丰富 

了人们的出行选择，减少了人们的换乘时间，但也为传 

染病的传播扩散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防疫的难度随着交 

通网络的复杂性而提高。

3)雄安新区城市发展中，高效进行突发事件紧急医 

学救援的要求。以“$ • 1 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为 

例 ，该事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应急过程中， 

事故现场多种危化品为应急救援工作带来困难，爆炸事 

故现场伤员的救援、转院、医疗保障等卫生应急任务繁 

重。然而，当前各地方卫生应急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 

与其他部门共享报警和预警信息，存在事故性质不明 

确 ，第一梯队救援装备不全，缺乏多部门救援联动等问 

题 ，很难及时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合理投人到医学救援中 

去 ，同时，院前院内信息互通和无缝链接机制仍有待建 

立和完善，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3 韧性雄安新区的卫生应急能力差距分析

在当前雄安新区的起步发展阶段，与快速的城市发 

展和风险变化相比，雄安新区卫生应急存在较明显的

差距。

首先，县级卫生应急能力建设基础薄弱。现阶段， 

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层应急管理体系还不健 

全 ，虽然经历“非典”等重大突发事件后，经过了十多年 

的改善和发展，但还是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性[15]。省 

市级及以上层面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和 

应急管理体系得到快速发展，但基层卫生应急仍然存在 

着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物资储 

备不合理、紧急医学救援管理模式不明确、专业技术人 

才培养不重视、应急能力建设经费不充足等问题。尤其 

是河北省雄县、容城、安 新 3 县及周边区域的应急救援 

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情况一直以来都未被特别关注。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2017年容城县报告发 

病率为 827.57/10万！高于全国同期 506.59/10万），报

告死亡率为 1. 13/10万 ！约和全国同期 1. 33/10万持 

平）。因此，卫生应急能力的提升对原本只是普通区县 

的雄安新区来说，是不得不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

其次，雄安新区发展定位高，需要建设与之匹配的 

卫生应急体系，但目前卫生应急能力与发展目标差距很 

大。受人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变化和生产生 

活方式改变等诸多因素影响，突发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呈 

现出形式复杂、影响范围大、破坏性强、救援困难等趋 

势 ，对关键城市和地区的卫生应急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正好形成1 个等边三角 

形 ，地位和重要性比肩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与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背景密切相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 

性 选 。 雄安新区 生应 要 合国

际卫生应急发展趋势，又要符合国家卫生应急能力发展 

要求，同时还要保障新区快速建设以及安全运行，这就 

决定了雄安新区对卫生应急能力建设的高要求、高 

标准。

4 韧性雄安新区构建中的卫生应急风险对策

从雄安新区发展的国家战略地位出发，基于当前的 

风险和应对能力差距，在构建韧性雄安新区的过程中， 

必须考虑卫生应急风险的相应对策，主要体现在以下4 

方 。

4 . 1 构建卫生应急的全风险应对模式

将 生应 风险纳人构 性雄安新区 要内 

容 ，在韧性城市建设中采取卫生应急的全风险应对  

式。

雄安新区面临着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增 

多 ，卫生应急能力建设日益紧迫的趋势，而雄安新区的 

发展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卫生应急能力必然有更 

高的要求和标准。在 2016年 3 月发布的《世卫组织突 

发卫生事件规划制定工作的进展报告》指出，突发卫生 

事件规划将在准备、防范、风险评估、事件定级和事件管 

理方面建立统一的应急程序和系统。这就需要借鉴国 

际公共卫生应急的发展理念，抓住历史机遇，根据雄安 

新区总体规划和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发展的路线，在雄安 

新区的卫生应急领域创新“中国卫生应急模式”，对标 

国际先进理念，按照“卫生应 急 + 韧性城市”的模式进 

行规划建设，进一步推进卫生应急与防灾减灾的统筹结 

合 ，拓展卫生应急的信息渠道，增强与应急管理部门的 

互联互通，并通过城市一体化应急指挥中心提升全灾种 

应对 同 。

4.2 建立新型卫生应急平台

在雄安新区，按照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规划，建立新 

型卫生应急平台，示范引领国家卫生应急平台体系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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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以来，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应对中，世 

界卫生组织逐步提高了对各国卫生应急能力的要求和 

期待。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加强了对成员国的卫生应 

急中心的指导，发布了《卫生应急中心框架》！ Framework 
for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re)，推进各 

国卫生应急的能力建设。之后，又通过卫生应急中心的 

建设手册以及开展国家、区域、全球的一体化演练，推进 

国际卫生应急中心的建设升级和合作。依托国家卫生 

应急平台体系建设的相关基地，设计、研建雄安新区卫 

生应急平台，建设集风险防控、态势研判、应急响应、资 

源协调等功能于一体的，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 

性标准的 E O C示范工程，是雄安新区对标国际水平的 

重要步骤。随着应急管理部的成立，应急救援的体制机 

制得到大大的整合统一，面向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等突 

发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将涉及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卫生 

健康委之间的协调联动和应急协同。加强卫生应急平 

台与应急指挥救援平台的互联互通和协同一体化应对， 

将是国家应急管理发展的趋势之一。

4 . 3 开发基于新技术的卫生应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随着新技术、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创新建设基于大 

数据等新技术的卫生应急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将是卫生 

应急的重要对策手段。

随着技术进步，以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基 

础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研究正逐步具备应用条件，国际发 

达国家均在积极研究探索[16]。以往传染病的风险监测 

主要以病例的发现、报送和跟踪为主，而当前最先进的 

技术是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发现症状的聚集和相似性关 

联 ，从而促进早期不明原因或者某种传染病的快速预  

警。同时，基于紧急医学救援中收治情况的快速信息采 

集和分析，也是提高救援效率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因 

此 ，紧扣雄安新区创新理念，开展先行先试，建立基于网 

络、社会和自然因素、医疗、病原监测等不同大数据来源 

的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是构建卫生应急新能力、取得 

国际制高点的关键机遇。

4 = 加强雄安新区的卫生应急区域联动

加强雄安新区公共卫生应急区域联动能力，融人京 

津冀协同应急。

灾害的复杂性、跨区域特性，越来越体现在物理世 

界、人类社会、信息世界中的跨域、跨界传播和影响，危 

害程度大、影响面广、次生衍生、错综复杂，超出单一城 

市行政区域边界。卫生应急中，病原体随着人员的社会 

流动、动物的迁徙而运动，相关的风险防控和应急工作 

将愈加复杂化和跨区域化，单一城市的应对能力也会显 

著不足。相应的，紧急医学救援、重大疫情防控，都需要 

借助周边、区域或者国家的力量，例如：区域合作监测预

警体系的建立，需要联合建立风险管理体系，实现传染 

病疫情的监测预警、重大灾害的联合信息互通；加强区 

域卫生应急实验室检测和疾控合作，尤其在雄安新区发 

展阶段，需要充分与周边区域建立实验室合作利用和疾 

病控制人员培训交流等机制；应急资源保障合作机制的 

建立，需要在发生跨区域突发事件后，按照属地为主的 

原则，由事件发生所在地成立现场联合指挥部，统筹协 

调应急力量和应急资源开展处置工作。

5 结论

安全 性城市 理念 基 理 是当 前应

管理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点，如何构建韧性雄安新区是 

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和相关理论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 

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及发展中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应 

急风险来看，城市化，尤其是大范围改变区域社会面貌 

的城市化，其导致的人口大规模聚集、流动和新社区形 

成 ，都会带来公共卫生应急风险的增加。在安全韧性雄 

安新区的规划建设中，不能忽视公共卫生应急可能面临 

的重大风险。雄安新区从卫生应急能力相对薄弱的 3 

个区县形成1 个国家级战略新区和国际化标杆城市，必 

然面临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补足的需求。在此背景下， 

本文在安全韧性城市构建理论基础上，提出采取卫生应 

急的全风险应对模式；在雄安新区建立新型卫生应急平 

台；基于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发卫生应急风险监测预警系 

统 ；加强雄安新区的卫生应急区域联动，融人京津冀协 

同应 ， 对 可为雄安新区城市化进程中

的公共卫生风险管理提供解决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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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都市区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风险 

综合防范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

2018年 7 月 1 5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大都 

市区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综合防范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启动会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北京召开。应急管 

理部和科技部中国2 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代表，项目实施方案论证专家组以及项目组成员等5 0余人参加了会议。

该项目围绕大都市区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与应急救助开展研究，将揭示大都市区巨灾灾害链风险 

形成机制，构建多灾种、灾害链过程模拟与综合风险实时预警系统，形成大都市区重大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动态评估 

与保险技术、人员转移安置与救灾物资协同调配技术和信息集成与辅助决策服务技术，并在雄安新区、浦东新区和 

深圳经济特区分别建立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示范基地，构建大都市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防范技术示范平台，提升大都 

市区巨灾应急保障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