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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

水平的显著提升,动物防疫事业已成为政府重视、公
众关注的一项重要公益事业。但由于我国畜牧业正

处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型阶段,动物防

疫组织管理也正由宏观管理型向科学精准型发展,
加之环境污染、气候恶化呈上升之势,防范危机、处
理危机、减轻危害显得尤为重要,建立、完善危机管

理机制已成为巩固动物防疫成效、保障畜牧业稳定

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分析动物

防疫危机的特征特性,并结合工作实践,引入危机管

理理念,积极探讨科学防范、应对动物防疫危机,以
保证动物防疫扎实有效开展。

1 危机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1.1 概 念

危机管理是一新兴的专门管理科学,是为了应

对突发的危机事件、抗拒突发的灾难事变、尽量使损

害降至最低而事先建立的防范、处理和应对措施。
危机管理最早应用于企业管理,是企业为应对各种

危机情境所进行的规划决策、动态调整、化解处理等

活动过程,其目的在于降低或消除危机所带来的威

胁和损失。
1.2 危机的特征

广义的危机是指“干扰事务自然流程的任何事

件”,危机一般具有6大特征,即突发性、破坏性、不
确定性、紧迫性、信息资源紧缺性和舆论关注性。
1.3 危机的类型

企业组织危机主要有信誉、决策、经营管理、灾
难、法律、财务、人才和媒介危机。
1.4 危机管理的内涵

危机管理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危机预警、危机

决策和危机处理。

1.5 危机管理的原则

危机管理有3大原则,一是公共利益原则,即将

公共利益置于首位;二是全局利益原则,即局部利益

要服从于全局利益;三是主动原则,即当危机发生

时,应成为第一信息来源,并掌握信息发布主动权。

1.6 危机管理的程序

危机管理的程序一般为预防、确认、控制和善

后。

2 动物防疫危机的特征特性

2.1 动物防疫危机的概念

从广义角度而言,动物防疫危机应是“影响或制

约动物防疫流程、效果、质量的突发性事件”。而动

物防疫危机管理则是为防范、应对突发性危机而采

取的预防、处理措施。

2.2 动物防疫危机的特点

鉴于动物防疫的特殊性,使得动物防疫危机不

但具有上述6大特征,而且具有其独特性,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公共性。由于动物防疫是防控重大动物

疫情和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重

要措施,一旦发生重大危机事件,涉及面宽、影响面

广。如一旦发生禽流感等重大人畜共患疫情,不仅

会直接对养殖业和畜牧业经济造成重大打击,而且

会引发出口贸易、税收、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环境保

护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2)易发、多发性。目前,世界上已证实的动物传

染病约有250多种,其中200多种是人畜共患病。
我国已发现的人畜共患病有150多种,其中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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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WHO)确定的较为重要的人畜共患病有

89种。由于动物疫病及人畜共患疫病病种多、危害

重且不易防控,从而使动物防疫危机呈现易发、多发

性。

3)破坏巨大性。动物防疫危机的发生,尤其是

重大动物疫情的暴发,不仅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
至会引发公共卫生危机、民生危机、经济危机等一系

列危机。据报道,全球农民每年因口蹄疫而蒙受的

损失高达10亿美元以上,其危害之大可窥一斑,令
业者莫不闻之而色变。

4)影响持久性。一是动物疫情处置持续时间一

般较长,而疫病净化更是一个漫长过程。二是危机

后的恢复较慢,危机的影响会持续存在。我国颁施

的《口蹄疫防治技术规范》,规定了疫情解除的标准,
即疫点内最后1头病畜死亡或扑杀后连续观察至少

14d没有新发病例;疫区、受威胁区紧急免疫接种

完成;疫点经终末消毒;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易感动

物进行疫情监测,结果为阴性,此时方可解除疫情。
同时还规定了对疫区和受威胁区解除封锁后的临床

监测仍需持续1a。

5)复杂多样性。动物防疫危机不仅包括疫情暴

发、防疫失败、疫苗失效、医疗事故、决策失误等危

机,还涵盖地理灾害、气候灾害等引发的危机。因

此,相对而言,动物防疫危机更具多样性、复杂性。

6)控制困难性。因动物疫病防控涉及面广、事
先预测困难、处置程序复杂、技术标准严格、善后工

作繁多,故而动物防疫危机具有控制难、处理难的特

点。

3 动物防疫危机管理的探讨

3.1 抓好四大环节,科学开展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是通过危机监测、危机预警、危机决策

和危机处理以减少、减轻或避免危机产生的危害,总
结危机发生、发展的规律,将危机处理科学化、系统

化的一种新型管理体系。因此,在动物防疫危机管

理中,一要不断完善疫情、灾害、突发事件等危机的

监测体系,科学监测,收集信息,摸索规律;二要及时

根据监测数据,科学分析、甄别,研判危机的种类、级
别,并发出预警预报,做好防范准备;三要依据危机

监测信息,制定正确的危机决策,选择最优方案,迅
速采取措施开展危机处理;四要做好危机确认、危机

控制和危机处理,及时有效地处理、化解危机。

3.2 强化危机意识,提升快速应变能力

一是加强队伍培训教育,增强危机意识,牢固树

立“科学防范、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的危机管理理

念;二是开展危机管理演练,大力提升防疫队伍的快

速反应能力,提高危机处理应变水平。

3.3 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长效应对机制

“预则立,不预则废”。危机管理首先需建立长

效机制。一是重点抓好危机管理组织机构、指挥机

构的建立与健全;二是打造危机管理系统工程,该系

统应包括组织机构、决策支持、案例信息和预案系统

等,并设立专家库、案例库、预案库等信息系统,以便

在危机发生时,能够及时、正确、快速加以控制与处

理。

3.4 强化信息管理,引导舆论支持

动物防疫事关经济发展、食品安全、公共卫生、
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因此,在动物防疫危机发生

时,加强信息管理,对正确应对和处理危机具有极为

重要的作用。一要及时收集信息,争取主动权。如

今已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更加快速、便捷,因此,及
时全面掌握信息,及时主动发布相关信息,消除公众

恐慌心理和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二是正确运用

信息,引导舆论支持。客观真实公布危机真相、起
因、危害等,提高公共防范意识,赢得社会理解与支

持,防止以讹传讹、扩大影响。三是充分发挥各种媒

介作用,搭建各种信息平台,保证危机管理信息渠道

畅通、方便快捷。在危机发生后,可通过电子网络、
广播电视、专家热线、举办新闻发布会、印发宣传材

料、记者专访、邀请专家参观考察等方式,迅速将相

关危机信息公布于众,疏导、减轻舆论压力和负面影

响,为正确处理、化解危机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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