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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物资保障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
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本刊开辟物资储备专栏,连续刊载应急物资
储备相关理论探索和地方实践经验。栏目通过介绍应急物资储备的政策制度、资源投
入、地方实践、技术支撑等工作,以期为各地应急物资储备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弹性能力建设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应急物资保障更加高效安全可控的重要手段。
基于此,本文提出立足“评估目标 - 评估要素 - 评估维度 - 评估指标”进行弹性能力
的全方位刻画,并绘制弹性能力画像进行可视化展示,助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
力建设高质量发展。

应急物资保障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下实现了体制机制法制的初步建立和物资储

备基础的不断夯实。当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压

力越来越大，推动应急物资保障更加高效安全可

控成为新时代下的新要求。弹性能力建设是确保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风险暴发时有效抵御、风险

以指标促评估  以评估助提升  以提升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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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中敏捷响应、风险消散后适应重塑的关键，

也是相关责任部门适应新形势、落实新要求的重

要手段。“以指标促评估、以评估助提升、以提

升稳保障”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建设的

指导方针，其既凸显了弹性能力建设的渐进式过

程，也涵盖了弹性能力建设的阶段性任务。作为

阶段性任务之一，弹性评估旨在对弹性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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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31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林店街道民兵进行物资整理和清点，方便在汛期和灾害发生时及时取用  澎湃影像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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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进行“评估目标 - 评估要素 - 评估维度 - 评

估指标”全方位刻画，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

能力建设开创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提供必要的决

策依据。

弹性评估目标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全局性牵引

全面构建高弹性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精准

施策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

能力建设的核心要务。围绕该核心要务，储备与

调运相关业务部门联合生产与保障企业、社会组

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应急物资的“生

产、采购、储备、装卸、运输、回收、报废和补充”

全链条保障。弹性评估目标旨在明确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中各个参与主体的弹性能力表现，引导其

高质量支撑应急物资保障全链条的高效安全运行。

以分级导向为评估目标，强调按照设定的弹

性能力等级划分标准，对具有相同或相近保障功

能的参与主体进行评级归类，同一等级内不区分

弹性能力优劣，不同等级之间弹性能力差异显著。

例如，可根据国家标准《通用仓库等级》（GB/T 

21072-2021）中五个星级的划分标准，对各地区

的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进行分级。

以排序导向为评估目标，强调按照弹性能力

的优劣表现，对具有相同或相近保障功能的多个

参与主体进行排名，明确其弹性表现在所处领域

内的水平及其相对优势与短板。例如，按照弹性

能力优劣表现对某类应急物资的多个生产企业进

行排序，作为产能储备供应商的遴选依据。

以自审导向为评估目标，强调对应急物资保

障体系中的某个参与主体进行周期性的弹性能力

评判，分析其弹性能力的整体发展态势，并揭示

其在细分层面的演化规律。例如，对某个业务部

门进行弹性能力的年度考核，研判其整体发展

态势以及在响应及时性、管理效能等具体方面

的演化。

以优化导向为评估目标，强调明确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中单个或者多个参与主体的弹性能力最

优状态，并给出促使弹性能力达到最优状态的资

源配置条件、提升路径等。例如，通过购买先进

装卸设备、搭建信息化平台等举措来优化提升某

地区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的弹性能力。

弹性评估要素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基础性载体

弹性评估要素是对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

力构成的剖解，具有实物、条件、制度等多元化

表现形式，并贯穿于应急物资保障全链条的各个

环节。

物理要素是落实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实物载体，涉及物资生产企业、储备仓库、

物流配送中心等保障全链条的参与主体，侧重衡

量这些主体满足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物质需求的表

现。物理要素的弹性能力不足可能表现为：应急

物资质量不达标、储备数量不足、物资配送延误

等，这将导致应急物资难以满足受灾民众的需求，

从而影响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风险暴发时有效抵

御、风险扩散中敏捷响应、风险消散后适应重塑

的效果。

信息要素是支撑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条件载体，涉及指令传达时效性、人员响

应时间等保障全链条的重要事项，侧重衡量这些

事项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发挥的支撑作用。

信息要素的弹性能力不足可能表现为：调配指令

传达滞后、人员到位不足等，从而影响应急物资

保障体系在风险暴发时有效抵御、风险扩散中敏

捷响应、风险消散后适应重塑的效率。

管理要素是健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制度载体，涉及部门协同、流程控制、预

案演练等保障全链条的支撑活动，侧重衡量这些

活动对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提供的保障质量。管理

要素的弹性能力不足可能表现为：多部门沟通协

调不畅、物资库存控制不合理、预案实用性不足等，

从而影响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风险暴发时有效抵

御、风险扩散中敏捷响应、风险消散后适应重塑

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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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评估维度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全过程设定

弹性评估维度是对应急物资保障弹性能力要

求的细化，面向重大风险暴发、扩散和消散的全

过程，设定事前预防、事中应对、事后治理的差

异化要求。

抵御维度以物理要素、信息要素和管理要素

保障事前预防的准备要求为立足点，侧重衡量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重大风险暴发时最大程度降低

风险损失的能力。例如，汶川地震的发生暴露出

了我国当时在应急物资储备中存在的物资储备代

储点少、容量小、物资品种单一等问题。这反映

出此前相关部门在某些重大风险的事前预防方面

存在抵御能力低的短板。

响应能力以物理要素、信息要素和管理要素

保障事中应对的处置要求为立足点，侧重衡量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重大风险扩散过程中确保受灾

区域迅速从风险损失中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能力。

例如，2024 年 1 月 23 日 2 时 9 分，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 7.1 级地震。截至

1 月 23 日 6 时，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向乌什

县紧急调拨棉帐篷、棉大衣（防寒服）、棉被、

棉褥、折叠床、取暖炉等共计 2.2 万件中央救灾

物资，首批约 1 万件物资已于 1 月 23 日中午运抵

灾区。这反映出相关部门应对此次灾害风险的应

急响应能力表现良好。

适应能力以物理要素、信息要素和管理要素

保障事后治理的重塑要求为立足点，侧重衡量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在重大风险消散后进行复盘反思，

并通过多种多元化形式和先进技术手段增强受灾

区域风险抵御潜力、提高响应时效的能力。例如，

四川省委、省政府吸取汶川地震的经验和教训，

强化了对重大风险的应急物资保障。2017 年九寨

沟地震发生后，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紧急调运

帐篷、棉被发往灾区，并根据灾情，及时向民政

部请求救灾物资支持，同时增调省级救灾物资抗

震救灾。在地震结束后，还制定和实施了应急物

资保障的恢复和改进计划，加强了应急物资保障

的信息化建设。这反映出相关部门在某些重大自

然灾害风险的事后治理方面适应能力的显著提升。

弹性评估指标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可度量抓手

弹性评估指标是对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

力表征的刻画，也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量化的基本单元。可以结合刻画的对象和内容，

将各个弹性评估指标归属到相应的评估要素和评

估维度。例如，“安全防护类应急物资储备数量”

侧重衡量被评估仓库为满足重大风险防范化解需

求而对安全防护类应急物资储备的保有量，能够

体现出该机构所在区域抵御风险的潜力，应将其

归属于物理要素和抵御维度；“应急物资运输工

具响应时间”侧重衡量被评估物流机构自接收应

急物资调拨指令到各种运输工具准备完毕的最短

时间，能够体现出该机构在风险扩散中确保运输

工具开启和调试以准备服务于应急物流的响应速

度，应归属于信息要素和响应维度。

结合对已有文献研究的梳理、政策文件的解

读和专家意见的征询，构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

性评估指标库，并随附关于指标编号、要素归属、

维度归属、指标名称、指标定义、遴选理由、测

算依据、数据来源等指标特征的文档。需要说明

的是，可根据风险应对情景的特点或弹性评估的

现实需求从所构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评估指

标库中提取适用的弹性评估指标。未来还可以结

合风险应对新情景（新风险类型、新政策导向、

新评估对象等）的特点，对指标库内的弹性评估

指标进行新增和扩展，实现指标库版本的升级。

弹性能力画像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建设的可视化呈现

弹性能力画像是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评估

指标量化集成结果在弹性评估维度、弹性评估要

素、弹性评估目标等层面的直观展示，有助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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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责任部门全方位明晰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的重大

风险防范化解成效、厘清薄弱环节和短板。遵循

“以指标促评估、以评估助提升、以提升稳保障”

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建设指导方针，着

力绘制应急物资保障的“1+N”弹性能力画像。

总览全局图对应弹性能力画像中的“1”，以

最新版中国行政区划高清地图为底图，以分级统

计图形式，展示省域尺度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

性能力的综合表现。通过将弹性评估结果以不同

颜色映射到底图，突显出各省域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弹性能力所处的水平和省域差异，从而为相关

责任部门优化应急物资保障的资源配置区域布局

提供依据和参考。

精细定位图对应弹性能力画像中的“N”，以

最新版中国行政区划高清地图和各省域的行政区

划高清地图为底图，分别定位于评估要素、评估

维度、评估指标等层面以及时序演化的态势研判，

精细化展示多尺度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

在多层面、多时域的表现。具体地，弹性能力要

素画像以弹性评估要素的测算结果为基础，以饼

图、柱状图、雷达图等形式，展示多尺度下弹性能

力在物理、信息、管理等要素的表现，以此反映应

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的要素水平与要素间差异

以及区域尺度下的要素水平与区域间差异。弹性能

力维度画像以弹性评估维度的测算结果为基础，以

散点图、箱线图、折线图等形式，展示多尺度下各

个要素层面应急物资保障弹性能力的抵御、响应、

适应等维度表现，以此反映应急物资保障弹性能力

各要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

事后治理阶段特征与差异以及区域尺度的阶段特征

与区域间差异。弹性能力指标画像是以弹性评估指

标（如应急物资储备数量、应急物资储备种类等）

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以矩阵图、气泡图、漏斗图等

形式，展示各区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的指

标表现，以此反映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同一

指标的区域间差异。弹性能力时序演化画像以多

尺度下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在不同时间节点或时间

段内的弹性评估结果、评估要素和评估维度等层

面的测算结果以及评估指标的量化结果为基础，

以面积图、堆叠图、趋势图等形式，展示各个区

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弹性能力的动态演变以及评

估要素、评估维度、评估指标等层面的动态演变。

（本文系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课题“应急

物资物流仓储调配保障体系应对风险的弹性评估

技术”〔2021ZD0114201〕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

索玮岚、徐文杰、孙晓蕾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作者张晶单位为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储备安全和应急物资保障中心）

2022 年 6 月 26 日，汛期来临，天津储备防汛用沙、防汛沙袋、编织袋等各类防汛物资应对强降雨  IC photo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