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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为提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能力袁 在分析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

构建工作以及现行标准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袁 提出构建巩固我国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

的基本原则袁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的二级结构袁以国家相关的安全事件的预案与

文件为依据袁尝试性地选择了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的相应指标袁并拟定了指标的基本

标准和推荐标准袁完善了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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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for Chi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a basic principle for establish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tandard system of

China's sports servic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tandard for Chi-

na's public sports service. It suggests that a two-level structure of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tandard should be es-

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security plans and documents of the state, the article tries to choose the cor-

responding indicators for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tandard for the public sports service and work out the basic

standard and recommended standard of the indicators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standard sys-

tem for public spor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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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高 跃

随着经济发展节奏的加快袁 城市化效应逐渐显著袁重
大突发事件对群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袁进入 21 世纪袁一场

野非典冶 让我国在公共领域的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和技术积

累了一定得的成功经验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袁野政府

要加强发展战略尧规划尧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冶袁对不断

健全公共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提出新的挑战遥全民健身运动

与公共体育在我国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袁公众参与体育服

务的意识增强袁方式增多袁相应的危险性提高遥在公共体育

服务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袁在以往一般是按照叶侵权责任法曳
等列为民事诉讼案件袁而非国家赔偿责任袁在一些高危运

动项目上则有相关的条例出台袁例如 2013 年 2 月袁国家体

育总局公布的叶经营高危险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曳袁但公

共体育行业相关的法规与条例并不完善袁由此可见袁建立

健全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是满足公众参与公共体

育运动需求尧保障公众人身权益的需要袁也是扶持发展公

共体育服务业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袁更是依法行政尧
建设法治社会的需求遥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隶属于公共安全应急标准体

系的范畴袁根据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曳袁公共

体育服务的安全应急管理机制的基本原则一般是分类管

理尧分级管理尧条块结合尧属地管理袁在统一部署的前提

下袁通过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协同合作袁以培训尧宣传的服务

形式袁来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提供者和参与者的自救互救能

力遥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一般包括基础标准尧
技术标准尧管理标准袁通过标准体系为公共体育服务的安

全应急提供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技术支持遥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化工作应当从建立基础标准

做起遥 基础标准包括术语尧符号尧代号代码尧标志标识等 [1]袁
为建立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完整规

范的应急管理语言尧代号尧标识等袁这就需要统一部署袁协
同合作袁基础标准的建立才能为实现上述目标打下基础遥

公共安全标准建设工作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者发展

中国家都得到了高度重视袁 国际上知名的标准化组织

ISO尧IEC尧ITU 在公共安全标准化工作中展开积极合作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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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统筹协调制修订公共安全标准的工作袁 三大国际标

准化组织成离了公共安全战略顾问组渊SAG-s冤袁以及 ISO

单独组织的负责公共安全应急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机

构要要要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渊ISO/TC223冤遥 在公共

体育服务领域袁具体到安全应急的技术标准上袁澳大利亚

于 2009 年成立 Safe Club 组织袁该组织根据参与公共体育

的儿童少年以及运动员发生事故的比例袁 结合相应的医

疗机构袁发布了可以实际应用的运动指导方针 [2]袁而针对

社区体育安全应急方面袁 国外对安全应急的基础标准打

造了有效的干预机制遥 美国 Radelet M A 在 2002 年对一

批未成年人的社区健身活动损伤事故进行分析袁 并制定

以下方法来保护社区未成年人健身安全袁主要包括院首先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袁 第二对社区体育指导人员进行基本

的安全应急培训袁第三袁实施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袁健全

干预体制 [3]遥

全国公共安全基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渊SAC/TC351冤
主要承担我国的公共安全标准建设工作袁其主要任务是建

立健全公共安全基础标准体系袁制定继续的公共安全应急

管理的基础性尧通用性和综合性标准袁推进公共安全标准

的宣传贯彻实施等 [4]袁分布于多个技术领域袁包括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遥我国公共体育领域针对社会体

育的安全应急标准也有相应研究遥 在技术标准上袁有学者

根据调查研究得知袁 普通居民运动损伤后的自救能力很

弱袁对于急救常识的了解也相当匮乏袁在一些严重运动损

伤中往往因为社区的院前急救措施不够准确及时袁导致错

过黄金抢救时间袁 而社区医务人员的抢救能力亟需强化袁
有接近一半的医务工作者没有受过专业抢救课程袁众多学

者一致提出尽快建立完备的抢救机制遥
大众参与体育健身最直接的方式在于享受公共体育

服务袁因此制定安全应急标准应以大众对公共体育服务的

需求为导向遥 根据搜集文献资料袁得知在近些年大众对公

共体育中安全服务需求的百分比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公众对公共体育活动安全服务的需求渊%冤

根据资料中的调查结果可见大众对于公共体育服务

中的安全指导需求迫切袁在现阶段袁相关的健身指导尧安
全教育讲座尧体质监测等安全指导服务袁多数是通过政府

行政机关和高校来购买和提供袁 而高校其针对范围相对

来说较小袁容易对公众造成信息不对称曰根据资料结果及

现阶段情况袁 可以得知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中提供的安

全内容时效性很强袁 但是能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还需进

一步调查遥

根据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安全应急工作的实际情

况袁结合学者提出的构建标准的要求 [5]袁构建公共体育安

全应急标准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遥

制定安全应急标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公共体

育服务应急管理能力袁因此明确的目的性是构建安全应急

标准的首要原则袁首先要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制定公共体育领域安全应急标准的总体目标袁其次再根据

不同层次制定相应的具体目标遥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的基本要求是结构全面袁
既包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内与安全应急标准平行的其他

标准袁也包括安全应急标准内部的子标准袁同一层面的标

准不能交叉袁但具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参考遥 内部的子体系

非常完整袁实现了全面尧整体的分工遥

安全应急标准隶属于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袁与其他

标准的主要逻辑关系一般表达为树状的层次结构袁他们之

间的层级关系以及安全应急内子标准之间的层级关系应

条理清晰袁一目了然遥

公共体育领域安全应急标准的管理体制应当符合现

实公共体育中安全应急的管理袁不能脱离实际遥 我国现行

的安全应急管理模式大多以政府为主导袁其他社会力量加

以协助袁所以在公共体育领域袁安全应急标准也应以此模

式为参考遥

标准的制定是对较大范围内进行推广实施袁因此要结

合标准实施对象的实际需求袁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始终围

绕着实施对象的需求这一主线遥在主线中未能提及的一些

基础性内容以辅助性标准的形式加以补充袁提高标准的普

遍适用性遥

安全应急标准在更新过程中要注意对原有标准的兼

容袁保留仍然适用的内容袁在安全应急标准制定过程中既

要保持原则性袁又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保持一定的灵

活性遥

公共体育服务的复杂性要求安全应急标准应根据实

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应对袁 各种新问题的出现要及时反馈袁
并进行更新遥 同时根据国内外安全应急标准的发展整体袁
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袁对相关的标准及时修订遥

安全应急标准化建设属于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系

相关安全项目 
很有 

必要 

有 

必要 

无 

所谓 

没 

必要 

完全 

没必要 

健身指导 37.9 47.2 11.3 2.8 0.8 

安全教育讲座 33.2 49.4 13.4 2.8 1.1 

体质监测 35.3 47.9 11.9 3.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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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构建的一部分遥 根据安全应急标准的属性袁一般从标

准的层级尧标准的对象尧标准的性质 3 个角度进行属性分

类袁如表 2 所示遥
表 2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属性分类

根据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化建设的工作机制袁一般

有标准制订尧标准执行尧保障实施 3 个标准化维度袁如表 3遥

公共体育服务中安全应急标准体系的构建应该以公

共为蓝本袁 以标准化系统工程中标准体系构建方法为基

础袁依据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面临的安全应急问题特点进

行有目的性的工作袁建立一个综合性强的公共体育安全应

急标准体系遥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是为了满足在实际健身运

动中突发事件的需求而制定袁具有野阶段性冶特点袁也就

是根据突发事件不同的发展阶段执行对应的应急手段遥
表 3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化纬度分类

由于公共体育综合性较强袁 运动过程中充满不确定

性袁发生突发安全事故启动安全应急工作之前袁应对术语尧
代码等基础要素进行统一的规范化遥 另外前文提到的野阶
段性冶特点不能适用于综合保障方面袁由于综合保障的特

殊性袁其须自始至终地贯穿于安全应急过程遥
在安全应急实际执行业务方面袁相关学者指出业务维

度主要指应急管理的流程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曳袁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尧监测与预警尧应急处置

与救援尧恢复与重建 4 个主要阶段袁作为应急流程的一级

机制 [6]遥 根据张超等提出的安全应急标准结构袁对公共体

育服务领域的安全应急结构进行总结袁如图 1遥

 纬度分类 内  容 
标准制订 标准制定过程的主要环节，如事件分析、技

术指标设置、分析优化、技术指标全面决策、

技术标准执行计划等。 
标准执行 执行与标准相关的产品的过程，主要包括产

品的规划、开发、制定实施方案、执行生产、

运行与维护等。 

标准化性质 

保障实施 标准化工作顺利实施的保障手段，如人力保

障、资金保障、资料保障、装备物资保障等。 
 

 角 度 内  容 
层级角度 制定标准的主体和标准适用范围，在公共体育领

域安全应急标准一般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对象角度 公共体育中安全应急标准规范的对象，如作用标

准、工作标准、程序标准。 
标准属性 

性质角度 安全应急标准的性质，如技术标准、基础标准、

装备标准、管理标准等。 
 

图 1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二级结构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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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袁野公共体育服务渊体系冤冶在政府部门体育工作

报告中频繁出现 [7]袁同时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野十
二五冶规划和标准化事业发展五年规划为公共体育服务安

全应急标准化建设提供政策依据袁根据政策文件对公共安

全应急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袁本文对公共体育服务领

域的安全应急标准总结出以下几个侧重点遥
第一袁构建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结构框架的研究曰
第二袁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的研

究曰
第三袁综合性突发事件及常见安全事故的监测防范与

处置标准的研究曰
第四袁高危公共体育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尧分析技术标

准的研究曰
第五袁公共体育安全应急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标准的

研究曰
第六袁公共体育安全应急装备设施的生产尧实验尧监测

标准的研究曰
第七袁公共体育安全应急工作人员培训及公众安全教

育标准的研究遥
上述标准的研究比较复杂袁涉及不同行业部门的协同

合作袁应给予重点研究遥

渊1冤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的成立

指标介绍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是负责

公共体育服务中突发安全事件应急准备和展开救助工作

的主要管理机构袁该机构负责本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中应

急预案的制定袁同时监督检查落实情况袁与相关职能部门

组织协调开展辖区内公共体育服务突发安全事件的应急

与救助袁一般以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职能部门中的应急管

理办公室为主袁该指标以野有冶和野无冶来表示遥
渊2冤 安全应急救援机构

指标介绍院本指标指的是大型群众公共体育服务活动

中安全事件应急救援部门的数目袁以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曳 中社会安全事件所需的部门进行整理袁总
结出公安尧民政尧物资尧财政尧卫生尧媒体等 7 个部门为理

想值袁 考虑到公共体育服务突发安全事件的实际情况袁以
公安尧物资尧卫生等 3 个部门为最低限值遥

公共体育服务中所发生安全事件的应急与救援往往

依赖于社会多部门的联动袁安全应急的准备机构一般是各

级政府与行政机关作为展开救助工作的主要管理机构袁根
据国务院发布的叶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曳的相

关规定袁将应急管理办公室设为公共突发安全事件的办事

机构袁其他相关的部门作为工作机构袁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是各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

机构袁以此为据袁公共体育服务中的突发安全事件总体上

由地方政府和国务院进行管理袁同时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

直接职能部门可设立相关的应急管理办公室来管理公共

体育活动的安全应急工作渊表 4冤遥
表 4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组织机构标准

4.2.1.1 安全应急预案的完备性

指标名称院安全应急预案的数量

指标介绍院主要是指已经制定的安全应急预案的数目

以及应该制定预案的数目遥政府应制定的公共体育服务安

全应急预案应包括如下院公共体育活动突发事件安全应急

预案曰公共体育活动保障资金应急预案遥
4.2.1.2 应急预案涵盖内容

指标名称院渊1冤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应急组织领导应承

担的责任曰渊2冤是否规定公共体育设施维护曰渊2冤是否规定

公共体育安全事件救援队伍的构成曰渊3冤 是否规定应急装

备的准备曰渊4冤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安全事件评估准备曰渊5冤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安全应急行动方案遥

指标介绍院预案制定内容必须要有标准规定袁避免出

现满足预案的数量却无实施效果遥
4.2.1.3 应急预案启动时间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启动时间

指标介绍院 参照其他行业关于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启

动时间的规定袁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叶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曳尧叶梅州市防震减灾十一五规

划曳等袁对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的启动时间不超过 30 min袁
考虑到公共体育服务中安全事件的具体情况袁 可根据安

全事件的级别袁分别制定 30 min 的理想值和 60 min 的最

低值遥
4.2.1.4 应急预案演练次数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方案演练次数

指标介绍院参照制造行业尧消防及防震减灾行业对应

急方案的规定袁如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曳叶机
关尧团体尧企业尧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曳等对应急方

案演练次数的要求袁将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方案演练次

数的理想值定为每年 1 次袁最低值为每两年 1 次遥
4.2.1.5 应急预案修订周期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修订周期

指标介绍院根据学校尧企事业单位对安全事件应急预

案修订周期袁与公共体育服务实际情况相结合袁制定公共

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的修订周期袁参照文件如叶揭西县

第二华侨中学学生体育活动的安全应急预案曳叶阳光体育

活动安全工作预案曳等遥基本修订年限一般为 5 年袁理想修

订年限为 3 年遥

指标 基本标准 推荐标准 

安全应急管理办公室 无 有 

安全应急救援机构 公安、物资、卫生 3 个 公安、民政、物资、财

政、卫生、媒体6 个 

 

15



Sport Science Research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是公共体育服务活动中

安全事件发生前制定的应急救助工作的程序性文件袁是公

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准备的重要工作遥在现有的社会发展

条件下袁人们还不能完全避免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安全事件

带来的危害袁所以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做好预防袁把有可能

出现的伤害降到最低袁因此应急预案在公共体育服务安全

应急中占重要地位遥公共体育服务中的安全应急预案的首

要制定方是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袁继而再细分到体育职能

部门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袁另外袁相对应的资金保证预

案也要落实到位遥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曳袁将应急预案的内容所涵盖的内容细分袁以避免应急预

案流于表面尧起不到实际作用渊表 5冤遥
表 5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体系标准

4.3.1.1 安全事件上报速度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信息上报时间

指标介绍院 我国多数企事业单位内发生安全事件后袁
一般会根据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曳的规定袁
各单位负责人一般在 1 h 内上报安全监察部门袁通报事件

的初步情况袁 而每级上报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2 h袁 因此本

指标取 2 h 为基本标准袁1 h 为推荐标准

4.3.1.2 上报内容标准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上报内容

指标介绍院伤亡人数曰经济损失袁包括设备设施的损毁

及误工程度的影响遥 以这 2 项内容为基本标准袁以前 2 项

加社会影响这 3 项为推荐标准遥

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发生安全事件后造成的影响袁是
各级政府尧相关部门及公众最关注的问题遥对于公众而言袁
能否对公共体育服务保持信心袁能否保证对提供公共体育

服务的部门持续的信任袁 是安全应急监测体系功能所在遥
对于政府而言袁准确尧及时的事件信息袁如受伤与死亡人

数尧社会影响程度袁能否及时把握这些信息袁也是安全应急

监测体系的重要性之所在遥 叶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曳对上报的内容条款和具体内容有明确规定渊表 6冤袁
在公共体育服务中发生的安全事件往往属于级别较低的

事故袁影响范围和损失程度也比生产安全事故要低遥

表 6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信息监测体系标准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动态信息公布时间

指标介绍院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应及时发布在公共体

育服务领域发生安全事件的信息袁及时尧公开尧透明地披露

事故情况袁避免引起公众的质疑与担忧遥 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 叶掖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业 实施细

则曳袁 对涉及到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最迟要在 5 h 内发布

权威信息袁并在 24 h 内举行新闻发布会袁根据公共体育服

务活动的实际情况袁可将基本标准定为 24 h袁推荐标准定

为 5 h渊表 7冤遥
表 7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信息公布标准

指标名称院公共体育服务场所专业应急急救人员数量

指标介绍院专业应急急救人员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场

所发生安全事件后的主要救援队伍袁数量值参考叶工业企

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 代替 GBZ1-2002曳袁 基本标准

为每个临近的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场所配备 1 名专业急

救人员袁推荐标准为每个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场所配备 2

名专业急救人员遥

指标名称院应急急救志愿者比例

指标介绍院对地震尧火灾等重大安全事故袁我国地震局

地震灾害应急救援司尧以及公安消防等部门对应急救援志

愿者的规定为常住总人口的 1%左右袁 而公共体育服务当

中所发生的安全事件相对地震火灾等重大灾害带来的危

害要小袁通常列为一般安全事件袁那么将基础标准制定为

常住人口的 1‰袁推荐标准定位常住人口的 5‰渊表 8冤遥
表 8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资源保障标准

渊下转第 22 页冤

指标 基本标准 推荐标准 

公共体育安全应急预案数量 1 2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应急组织领导应承担的责任 是 -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设施维护 是 -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安全事件救援队伍的构成 是 - 
是否规定应急装备的准备 是 -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安全事件 评估准备 是 - 

是否规定公共体育安全应急行动方案 是 -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启动时间 60 min 30 min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方案演练次数 2 年 1 次 每年 1 次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预案修订周期 3 年 1 次 3 年 1 次 

 

指标 基本标准 推荐标准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信息上

报时间 

2 h 1 h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上报内

容 

伤亡人数、 

经济损失2项 

伤亡人数、经济损失、

社会影响 3 项 

 

指标 基本标准 推荐标准 

公共体育服务场所专业应急急救

人员数量 

每个场所 1 名 每个场所 2 名 

应急急救志愿者比例 常住人口的 1‰ 常住人口的 5‰ 

 

指标 基本标准 推荐标准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事件动态信息公布

时间 

24 h 5 h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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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国内外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概况袁结合国

内公共安全应急标准体系构建的相关研究袁尝试着对公共

体育安全应急标准属性和标准化性质进行分类袁同时构建

了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的二级结构框架袁通过对公共体

育和公共安全应急相关的政策文件的分析袁在浅层次范围

内提出我国公共体育安全服务领域安全应急标准化工作

的侧重点袁以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曳为基础袁
以多个行业安全应急的规章制度为参考袁制订了公共体育

服务安全应急领域的具体标准遥
公共体育服务安全应急标准建设过程的主体是政府袁

同时应争取社会各方的共同支持袁并且可以参照公共安全

应急标准体系框架和相关部门的规划袁与野十三五冶规划中

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内容进一步结合袁密切配合体育行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袁多部门联动袁不断完善公共体育安全

应急标准结构框架遥
安全应急标准化构建是公共体育服务中保障公众切

身利益的重要环节袁在公共体育服务标准体系构建的基础

上袁密切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袁不断更新与改进现

行标准遥与此同时袁还要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标准保持联系袁

始终保持我国公共体育安全应急标准的先进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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