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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事件应急联动机制作为应急机制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以突发事件处置为目标，各组织、各部门之间

进行资源交互、综合协调、信息沟通、统一行动的方式和过程。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突发

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是对政府治理的又一次考

验。本文以四川省“8·21”启动电力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为例，对四川省在此次电力供应保障作战中

协调联动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经研究显示，各级党委和政府采取的应急措施，

有效协同，成功将能源供应中断对居民生活和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确保了电力供应的基本稳定。然而，

这一过程也揭示了四川省政府在电力能源危机应对中，不同单位间协调联动机制存在局限性。基于此，

本文从利用大数据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共享、建立健全突发性事件中管理主体的责任划分、加强区域

间联防联控的联合方案建设以及通过有效沟通构建政府和社会的协调联动机制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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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as a core element of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construc-
tion, is a way and process of resource interaction,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information commu-
nication and unified action among various organizations and departments with the goal of emer-
gency respons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all kinds of emergencies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especially natural disasters, which have caused great losses to both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other tes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This paper takes 
Sichuan Province “8∙21” to start the power supply security level one emergency response as an ex-
ample, study Sichuan Province in the power supply security operations in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
age of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The study shows that all levels of 
party committees and governments to take emergency measures, effective synergy, and success-
fully interruptions in the energy supply to the residents’ lives and production were minimized, and 
the basic stability of power supply was ensured. However, this process also reveal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ordination and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different units of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
ernment in the response to the power energy crisi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sharing of data using big data, establishing a sound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mong management entities in sudden events, strengthe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joint programs for inter-region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onstructing a coordina-
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through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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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我国的应急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十大报告对完善国家应

急管理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保障能力作出了明确部署，要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在确保国家安全生产基础保障中，电力

系统作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一旦供应端出现故障，会给社会造成极大

的经济损失，给基础民生带来威胁，甚至造成社会混乱、群众恐慌等危及到人民生民财产安全的后果。

自然灾害、电力安全事故以及外力破坏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区域性的电力供应不足引发大面积停电。《“十

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明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特征表现为种类多、

分布广、频率高、造成的损失严重[1]。本次 2022 年夏季四川省发生的能源保障危机就是因为自然灾害引

起的电力供应不足导致的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发生，这危及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本次危机发生的过

程中，政府为了全力保障居民用电，形成统一指挥，上下联动、多元协同的治理结构，多措并举缓解电

力供需矛盾，企业积极响应政府“让电于民”通知，及时调整生产计划，保障负荷用电。随着气温下降，

四川省才得以顺利渡过此次危机。本文提出了四川省 2022 年夏季能源保障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中的问

题，分析其中的原因，为四川省以及其他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参考意见，以全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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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突发事件的处置保障能力，实现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的目标。 

2. 电力能源保障问题源头 

2.1. 雨情、水情 

2022 年，7 月以来，四川省持续高温晴热，降雨偏少，盆地大部分降雨较常年均值偏少 5 成以上，

出现旱情。根据当前农作物受旱面积和因旱饮水困难人数，根据《四川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要求，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 7 月 15 日 18 时启动四级抗旱应急响应，各成员单位和相关市(州)的防汛抗

旱指挥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抗旱工作。旱情持续发展，为近 10 年最重伏旱。根据目前干旱的

发展趋势，结合抗旱救灾情况，8 月 11 日 18 时将 7 月 15 日启动的四级抗旱应急响应升级为三级抗旱应

急响应。而 8 月 21 日，由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四川省将正式启动了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

应。这是继《四川省突发时间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试行)》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颁布以来，首次启动最

高级别(一级、红色)应急响应。 
根据《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水利)发布 2022 年水情快报》(第 26 期)要闻显示，自入汛以来

(5 月 1 日~8 月 11 日)，省内降雨量均偏少，其中绵阳、广元、乐山、资阳、遂宁、南充、巴中、达州、

广安、阿坝、甘孜偏少 3~5 成，其余偏少 1~3 成。主要江河来水量与多年同期相比：安宁河中下游偏多

1~3 成，嘉陵江、青衣江的正常值偏低，岷江、沱江、涪江、大渡河、雅砻江偏少 1~2 成，渠江偏少 4~6
成。省内主要控制性大型水库蓄水情况总体偏差。 

全省各大江流在 8 月 15~21 日的水势相对稳定，但全省各主要的江河的出水量都相对较少，其中岷

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大渡河、雅砻江偏少 5~8 成，青衣江、安宁河偏少 2~4 成。其降雨量

严重偏少，南充、广安、内江、资阳、遂宁、自贡、泸州偏少 9 成~1 倍，阿坝正常略偏少，其余市(州)偏
少 4~8 成。 

2.2. 导致电力供应保障危机原因及影响 

根据公开报道显示，自 2022 年 7 月以来，四川省出现近十年最重旱情，持续长时间的高温干旱使得

电力需求急剧增加，水库和水电站的蓄水能力严重不足，水资源和水资源的供应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抗

旱和防灾的形势非常严峻。据统计，大约有 15 个地区受到了严重影响，其中有些重要的水电厂甚至出现

了枯竭，致使电力供需矛盾极为突出。其次，四川省的水电是受全国统一调配的，其生产的电力并不是

任由四川省消耗，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的送往省外，其中 40%的水电都要向外输送。截止到 2022 年 6 月，

四川电力系统已经将电力输送到华东，西北，华北，华中，重庆，西藏等地区，每年总发电量达 13 个三

峡电厂。最后，电网输送问题，电力调度一直是我国电力市场改革的重点问题，四川省现有的输电线路

各有不同，基本上都是满载或超负荷运行，这也导致了电力充足的时候向外输送不够及时，在自己缺电

的时候又不能获得及时救济。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四川遭遇了历史同期温度最高、降水量最少、电力负荷最高、时间最长的“四最”

叠加电力能源大考。其中四川省的五大支柱产业，也受到“四最”的影响，其中包括产业发展以及产业链

的运行。同时也导致了产业的经济效益降低，以及产业的产能降低。例如，泸天化公司因限电停产，此

次停产预计导致产量减少约 35,000 吨、甲醇产量减少约 10,000 吨，对公司的净利润将减少约 3000 万元。 

3. 电力能源供应协调联动情况 

3.1. 纵向联动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供电”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李克强总理和韩正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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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关于“保供电”的各项要求，我们要坚持把保供的重任扛在肩膀上，用一系列的非常规手段，全力以

赴，保安全、保供电、保稳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共同完成了“迎峰度夏”的保供攻坚战[2]。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今年夏天我国各地的温度持续走高，防暑降温迫在眉睫，致使能源保供与气象服务的需

求越来越强烈。中国气象局便成立了“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气象服务小组，加强对“高耗能”时段的预报

与预警，为广大人民提供“凉爽”的“避暑”服务。国家能源局在 2022 年 8 月 22 日 7 时要求加强省际

间的电力互联互通，确保重点地区民生、公共服务等。同时，还召开了华中地区等其他重要地区的供电

保障会议，要求地方、企业、电网的供电保障责任；督促各煤矿、煤矿生产单位按时完成生产、保供、保

障重点区域、重点电厂的电煤供给；加强对机组不按计划停电和电力中断的监控，确保稳定供电；充分

利用大电网的优势，加强跨省际、跨地区的供电服务；优化完善需求侧的管理和有序的用电计划，确保

重点行业如民生、公共服务等。举例来说，陕西为四川空出了一条传输线路，将电力输送到四川，每日

发电量达 1.32 亿度；甘肃 220 千伏后备线路由陇南枣阳至四川广元供电。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公司工会

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各单位工会要加强政治责任意识，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做

好迎峰度夏工作，从促进企业发展，促进企业和谐稳定，服务广大职工，抓细抓实。各级工会要制订工

作计划，精心组织，针对员工的实际需求，充分运用各类资源，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疫情与夏季的

炎热天气相互交织，从而在纵向联动方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图 1 所示[3]。随四川政府在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同时，也作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安排。 
 

 
Figure 1. Vertical linkage diagram 
图 1. 纵向联动图 

3.2. 横向联动 

3.2.1. 政府的安排部署 
2022 年 8 月 20 日，省能源局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党组安排部署，迅即而动，根据《四川省能源局应急

管理体系》的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启动了应对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响应机制。与此同时，按照

《四川省突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应急预案(试行)》规定，经批准，决定于 8 月 21 日 00:00 启动四川省突

发事件能源供应保障一级应急响应。随后，在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响应领导小组，并且组建工作专班。按

照职责分工加强与电力、新能源、油气、煤炭等企业沟通，及时掌握火电、气电、新能源发电，电网建设

和油气生产等情况，实现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横向联动，如图 2 所示。其中在电力调度方面，电力工作组

启动了预案，启动应急发电车，首先满足城乡居民、重要用户和区域的用电需求；组织未受影响电力生

产企业按最大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做好应急调用准备以及协调解决电力能源供应保障的相关问题，完成

委党组和省能源供应保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交办的保供任务[4]。以及四川省气象局自 8 月 8 日起，就派

遣气象预报专家入驻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开展现场联合办公，共战高温，保供民生。与此同时，各位预

报专家及时收集整理最新气象实况及预报资料上传至委党组和省能源供应保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以便

做出正确的决策部署[5]。 
四川省水利厅每个星期都要对本周的雨情水情进行实况说明、下周的江河洪水预测以及给出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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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建议，以便给到委党组和省能源供应保障应急指挥领导小组充足有用的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部

署。与此同时，四川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在线”保用电，护安全。精准排查安全隐患服务企业安全

发展，扎实开展夏季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及宣传工作。其中，遂宁市政府对电网重点保供电线路进行了全

面的梳理，制定了运行保障“一线一案”，并排除了 176 个主要的严重缺陷。并且组织 16 个宣传小组到

现场宣讲错避峰政策，同时也指导 138 家公司签订错避峰负荷响应协议，实现错峰 20.91 万千瓦时。遂宁

500 千伏安电网加固项目和灵泉 220 千伏安输变电项目投入 7.4 亿元[6]。而自贡市政府在面对此次电力

保供攻坚战时，首先，强化用电调度。组建“迎峰度夏”工作专班，与国网自贡供电公司建立“日会商”

机制，科学研判电力供应形势，做到统筹兼顾、让电于民。目前，已督促 363 户工业企业按要求停产限

电，每日约让电于民 21 万千瓦。其次，自贡市政府倡导节约用电。发布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倡议书，引

导居民、商户节约用电，印发《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节约用电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加强公共机构

节约用电工作的紧急通知》，督促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做好空调、电梯等节电管理措施，严控市政亮化工

程用电，暂停灯光秀，并强化核查，推动落实。最后，坚持保安全、保民生、保重点，加强电力设备运行

检修，安全隐患排查，24 小时值班，加强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坚决维护电网安全运行的底线[6]。 
 

 
Figure 2. Horizontal linkage diagram 
图 2. 横向联动图 

3.2.2. 企业的积极应对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为了保障电网安全运行以及电能的使用效率。2022 年 8 月 14 日，首次实行主

动避峰用电响应，并拨出 1.7 亿元用于鼓励企业用电，每度 4 毛钱，鼓励企业让电于民。到目前为止，四

川省共有 4493 个企业与各供电公司签署了“主动错避峰”的调峰响应，平均每天压减 211.6 万千瓦。2022
年 8 月 14 日到 20 日，为了缓解电力紧张，对一些用电量高载的企业进行了紧急调整，为居民提供了 700
万千瓦的电力。同时，要求各大公司及时调整生产，确保人民群众用电。2022 年 8 月 20 日，陕西电网腾

出输电通道，将电力全力输送到四川。日前，陕西宝鸡至四川德阳的直流输电线路日前已满负荷运转，

省内电网每日供电 1 亿 3 千 2 百万千瓦时，甘肃供电陇南枣阳供电四川广元供电 220 千伏备用供电线路

全部用于四川。为了充分满足四川的用电需求，国家电网在 2022 年 8 月 21 日开通了 8 条进川线路，为

四川提供了每天 1.32 亿度的电能。并且由北京，江苏，浙江等 13 个省份调来 50 辆紧急发电车，不日将

陆续抵达成都。与此同时，国网四川省供电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增加了燃煤，并再次请求其他省份输

送电力。2022 年 8 月 29 日，电力供应紧张有所缓解，工业用电得到恢复。 
四川发生电力危机后，大唐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华电集团等发电央企，亦纷纷行动起来，全力以

赴保障川渝电力供应。其中 2022 年 8 月 15 日，四川浩物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全线临时停产。 

3.2.3. 群众的自发响应 
人民群众也自发的开启省电模式。如在成都天府二街某写字楼上班的成都白领说，他们所在的单位

于 17 日开始实行“轮岗制”，办公室不开空调且灯光设备打开数量不超过三分之一。同样回到家后也只

开一个空调，开 28 度以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用的电，都是企业单位想尽一切办法省给大家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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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物业管理人员在了解到这个夏天四川电力的来之不易后，从小区群里发出倡议“白天不开灯，节约

用电”，群里的业主纷纷响应。 

4. 关键问题分析：“8·21”电力能源供应协调联动过程的短板与不足 

4.1. 各单位协调联动的信息共享机制待健全 

信息是突发事件应对的重要基础与核心要素。如果协调联动应急系统与外部环境缺乏沟通，那么会

对整体应对的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7]。在日常信息不能有效共享是其常见问题之一。为了实现电力能源

供应的信息交流互换，目前国内已经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信息互联系统，但在监测和发布的信息方面，

情况比较特殊，一般采取日报、月报、季度报告等形式进行信息的整理与通报。但是这样的报告也并不

能很好的满足突发性事件的风险监测要求。如气象、水利的监测，由于气象与水利的变化是无常的，所

以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由于信息发特殊性、不准确性、不完全性以及不及时性，会导致突发事件处理

时的延误和处理机制的混乱。同时，应急管理厅、水利厅、气象管理局、能源供应局在应急物资、人员数

量、结构等应急资源信息属于不同的管理主体，而各类信息又分别归属于不同的单位、部门，从而构成

了一片相互孤立的“岛群”。但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类型的应急资源之间存在着不能相互沟通、不能

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信息共享等问题。 

4.2. 协调联动系统内部分工协调制度不畅通 

《四川省能源局应急管理体系》要求，在紧急情况下，由国家能源局行政机关负责对其进行风险评

估，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8]。但是，由于受到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的应急管理体制与各单位、

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不明确。例如气象厅、水利厅除了本质责任，汇报气象指标、江河涨幅指标，并

没有其他具体的责任划定。在这次紧急能源供应保障工作中，如果职责不清晰、职责不清晰，将会对四

川省政府、应急管理局、能源局的应急决策与处置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 

4.3. 跨部门应急协调工作在同一区域内的职责划分不明确 

根据《应急法》，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自治组织、

公民个人为主体的一个有机整体。本次夏季电力能源供应保障大考中的突发事件管理工作，必须要有多

个部门共同努力。同时，政府作为整个大考的核心主导，要将各有关部门协调好，并纳入到整个突发事

件体系中。虽然自 2004 年以来，我国就已建立了应急联防联控机制，但由于不断的面临新的问题、新的

挑战，同时应急管理、联防机制还不健全，所以许多需要协同协作的工作无法在实践中实现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应急处置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所以对于此次电力能源供应保障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很多

工作职责都需要制定预案来弥补，但由于参与突发性事件的应急计划制定和演练参与人数有限，致使各

个参与突发事件处理的单位部门对各其职能和职责都不甚了解，从而造成了各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在

突发事件发生初期，一切的协调联动工作都处于一种混乱地、无序地观望状态；到了事态发生的中期，

大量的人员和资源涌入，使得各参与方很难协同工作；而后期的恢复、重建工作中，正规化和非常规化

之间的有机结合是有些许不够的。例如，企业停产停电、社会面也影响较大，需要 交警部门的配合，采

取交通管制等强制措施。但在实践中，有关的协调机制还不完善，往往要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推进。 

4.4. 政府与社会在协调联动中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 

在此次夏季协调联动应急工作中，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群众动员是非常有必要的。应急救援工作

要求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参与、配合政府应急管理。电力能源危机协调联动的突发事件对社会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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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影响方式等与民众对突发事件的认知水平相关。然而，目前政府和社会的协调联动机制还不完善，

主要采取了单向的沟通形式，即由政府、专家等作为重要信息的发布中心，单向传递给信息。单向沟通

虽然实施起来较为便利，信息传递速度比较快,能够保持信息传递的权威性，但是在单向的交流中，政府

难以了解民众的需要，无法准确、全面地了解突发事件所需要的信息，造成相应的应对对策缺乏针对性，

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政府与政府，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群众之间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使得应急资源不能高

效快速、井然有序地投入到突发性事件中。在应急管理中，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作用体现在思想动员、行

为动员、物质动员等方面。但是，目前的社会动员大多是动态的，大多侧重于对紧急情况的应对，难以

做到事前持续有效的预防。在突发性事件中，由于社会力量中，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流入，使得政府

在整体上的有限的管理能力上可能发生冲突，造成社会应急资源的浪费。 

5. “8·21”电力能源供应保障协调联动中应对之策的优化建议 

5.1. 利用大数据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与共享 

由于目前的社会人口是动态的，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协调工作是必要的，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就

是其中的基础。在我国的其它方面，也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及时、准确、全面”的信息共享作出了

明确的规定。为了解决传统的应急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需要把监测手段和现代技

术结合起来，及时掌握其风险、隐患，依托新科技手段实现气象、江河、电量的使用量以及社会面的舆

论监测数据互通与信息共享[9]。同时，要按照法律法规，将应急资源的数量、结构、分布等信息进行整

合，建立应急信息整合平台，从而将应急资源整合在一起，以促进各个部门单位对于突发性事件的协调

联动。 

5.2. 建立健全突发性事件中管理主体的责任划分 

在突发性事件下，仅凭一种单一的行政手段，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在这种紧急情

况下，如果不及时、大规模、及时地处理，就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为了有效地处理

突发公共事件，保障社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必须科学规范地组织和构建应急管理体系。在这样的大环境

下，如何把突发性事件协调联动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就变得刻不容缓。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应急管

理还处在摸索和发展的阶段，各行政机关习惯于行使各自的管理职能，在研究建立有效的应急管理协调

联动机制时，要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其管理功能，以防止各部门之间发生冲突、相互推诿、相互抵触等问

题，从而有效地解决突发事件[10]。 
由于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除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立法之外，还应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

订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同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当下的问题，从而

更好的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我国应继续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规范化、

科学化的轨道。 

5.3. 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的联合方案建设 

总体而言，区域突发事件的协调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突发事件。在这次夏季的应急协作中，仅有一些

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缺少一些应急管理的可操作性。因此，要建立健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就要求多

方签署合作协议，并且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将各方在危机中需要做什么怎么做责任归属都要写清楚。在

应急预案中，要明确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参与联防联控的地区要尽量联合成立常驻机构，并指

定专人负责实施方案的内容。在制定应急预案之前，要对有关区域进行隐患排查、风险评价，并做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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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级别的防范工作。应急预案中应包括应急管理流程、应急管理标准、应急要素和应急资源的收集和配

置。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由第三方进行评估，并由各应急机构参加。 

5.4. 通过有效沟通构建政府和社会的协调联动机制 

沟通是突发性事件发生前后，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此次就电力供应保障的相关

问题进行研究。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联动，需要加强对危机风险的沟通。随着互联网建设基本完

成，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普及，构建多元主体、多层次、多方式的沟通方式，当下已经成为

一种新型的信息沟通方式[11]。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在多元交流中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在风险

交流方面，应包括应急知识和技能，政府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相应对策。多方沟通，不仅可以保证公众

的知情权，还可以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同时也可以帮助社会团体、群众及时有效地与政府进行快速应

对。 
对突发性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联防联控机制的探索，为我国目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的构建以及实

现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现实基础。目前，对建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就近救援、

平等协商”的应急合作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建立健全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6. 结束语 

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应对是一个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方力量的复杂性公共危机

治理工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往往伴随着很多矛盾以及利益冲突，这需要作为危机治理主导者的政府做

好协调工作。此次四川省在能源供应保障危机应对的过程中，构建起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框架，形成

了多元网络的综合应对模式，辅以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合作，有效减小了危机给公民带来的生命以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挑战，取得了明显的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应对成效[12]。当然，在以后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

当中，仍然存在许多难题，但本次四川省这种多元治理的模式以及探索也为今后的突发事件的应对提供

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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