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第3598号（科学技术类137号）提案答复的函

应急提函〔2021〕117 号

刘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的提

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同有序、运转高

效的应急管理体系。一是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应急管理部制

定健全地方防汛抗旱工作机制和健全完善地方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机制两个指导意见，进一步理顺应急管理机制。二

是推动提升灾害防治能力。大力推进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重点工程建设，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加

快推进自然灾害监测信息化工程，建成了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一期）会商研判展示系统、防汛抗旱防台风会商系统、地

质灾害应急响应与救援指挥决策系统等自然灾害应急处置

系统，提升了灾害应急处置能力。三是健全应急管理法制机

制。推进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工作，修订安全生产法，推动

在刑法修改中增加了危险作业罪等法定刑，印发实施国家森

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和防灭火指挥部运行机制，集中发布一

批应急管理标准。四是提升应急资源保障能力。会同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利用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建设

了应急资源管理平台，平台整合了应急物资信息资源，统一



接入相关政府部门、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数据，对接了

大型企业物流运输管理系统、仓储体系，实现了应急物资全

程监管、溯源和一物一码精细化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应急物

资保障体系。五是创新应急管理教育培训工作。在干部教育

培训组织实施中，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网络培训制

度，推动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为期 3 年的全国应急管理干部大培

训，把网络培训作为主要方式，2020 年以来依托应急管理干

部学院已举办多期各类专题培训，培训各级应急管理干部几

十万人次。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认真考虑您的意见，从管

理体制、运行机制、法律体系、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快推进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二、关于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应急领域的应用，

实现应急管理转型升级。一是利用物联网技术，初步建成了

危险化学品、煤矿、尾矿库等高危行业企业安全风险感知网

络，接入了重点企业物联监测和视频监控数据，实现了企业

风险实时分析和值班室无人值守等违章行为视频智能识别，

形成了线上监管和线下执法相结合的安全监管新模式。二是

利用卫星遥感智能识别技术智能分析洪水淹没面积、淹没房

屋数量、淹没农田面积，形成了“遥感核灾”新模式，灾害

损失统计工作由几天缩短至几小时，提升了工作效率。三是

利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形成了系列智能应用。例如，

“网罗天下”情报系统全天候实时抓取互联网信息，灾害事

故 e 键通、智能外呼等系统畅通了社会公众和灾害信息员的



报送渠道，国家防灾预警“一张图”实现了 22 类灾情预警

信息深度融合，初步形成了综合风险分析模型，构建了“互

联网+”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新模式。四是为鼓励企业和科研

院所参与应急管理技术研究，应急管理部组织完成了应急管

理部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三百余家企业和科研院积极踊跃

参与实验室申报工作。同时，应急管理部正在会同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部，创新开展防汛抢险急需技术装备揭榜攻关

工作，积极探索利用社会力量提升核心技术装备保障能力的

新路子。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紧密结合应急管理实战需要，

加快推动先进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助力应急管理转型升

级。

三、关于启动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情景构建工作，提高应

急预案建设的层次性、协调性和应急演练的针对性。一是建

设了应对特别重大灾害指挥部现场协调保障系统，更新完善

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灾害事故专家、关键适用装备等重点应

急资源数据信息，灾害发生时能够自动化生成力量使用建议

等方案。二是研究编制了应急预案管理和应急演练系统设计

方案，组织开展预案数字化建设、应急演练仿真实训平台建

设等相关课题研究，着力构建全流程应急预案管理平台和基

于情景事件模型驱动的决策型应急演练仿真实训平台，推动

提高应急预案建设的层次性、协调性和应急演练的针对性。

三是积极推动社会应急力量管理系统建设，研究开发道路通

行、队伍管理、心理疏导、灾情速报等功能模块，进一步做

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灾害事故救援免费通行、基层社区应急



能力建设的服务保障等工作。下一步，应急管理部将积极推

动应急预案管理和应急演练系统建设，定期更新完善应对特

别重大灾害指挥部现场协调保障系统有关数据，开展社会应

急力量管理系统“道路通行”功能模块使用培训。同时，组

织开展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工

作中的应用问题研究，提出信息化条件下加强应急预案管

理、应急救援演练及专业应急救援力量、社会应急力量建设

的思路举措，创新重特大灾害事故现场指挥协调、智能化辅

助决策等对策措施。

四、关于加快数据智能+应急管理，打通数据壁垒快速

响应应急需求。一是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数据汇聚共享工

作，建设了应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具备了数据接入、数据

处理、数据管控和数据服务的能力。利用两年多的时间，完

成了已建数据系统融合，接入了政法委、公安部、自然资源

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相关部门共享的视

频监控、监测预警和公共基础等数据，初步形成了涵盖“事

前、事发、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数据资源库，为开展数据

智能应用奠定了基础。二是为更好支撑趋势预测预判、事故

模拟推演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应急管理部建设了模型工

场，研发了尾矿库溃坝模拟、危险化学品泄漏、高危行业企

业安全生产行为、突发事件受灾人群转移、化学品储罐集中

区遥感识别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边界遥感识别等一系列

分析模型，正在通过实战应用评价和案例复盘分析持续修改

完善，为“应急大脑”建设提供基础支撑。三是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在煤矿、危险化学品、工贸等重点行

业开展试点建设，推动打破数据壁垒，实现产业链数据互联

互通，加快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能力。下一步，应急

管理部将认真考虑您的建议，从数据汇聚、模型研发等方面

加快提高数据智能应用水平。

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应急管理部

2021 年 8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