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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疫情信息治理、

防控能力和安全复工的

专家建议
目前，正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为了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建言献

策的社会服务作用，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省应急管理研究院、西北大学民政部政

策理论研究基地合作单位、陕西（高校）哲

社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省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

研究中心、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健康养老

与民生治理研究团队组织专家学者围绕积极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进行了建言献

策，相关建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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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构建抗击疫情治理机制与合作体系的建议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抗疫。党的统一领导是协同治理的核心。非常态下尤其

需要发挥好党的统一领导作用，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调动一切可以应对疫

情的资源，并且把资源的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因此，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促进各项战“疫”工作的开展。同时，要严格遵守《传染病防治法》等法

律规定，充分发挥“依法治国”的抗疫理念。第二，构建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首

先，政府主导的纵向协同与横向协同治理。纵向上，构建非常态的从中央到基层信息和

数据的传递系统。横向上，部门之间、跨区域间出台政策组合拳，促进重要物质资源存

量跨部门跨区域无障碍快速集中、调配和使用；其次，政府、社会和个体协同治理。加

强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协同，形成全民参与的战“疫”，并对极少数扰乱市场、恶

意传播疾病的行为加大惩处；最后，抗击疫情与稳定生活、生产协同治理。要进一步加

大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个体户减税、减负、减租、减压。同

时加大投放市场的基本生活物资储备、降低人民生活成本。第三，建构疫情决策的科学

协商合作体系。首先，重点强化疫情决策的政府性参与渠道建设。积极落实政府调研渠

道，畅通重大决策公示渠道，常态化推进专家咨询渠道；其次，以知识引导疫情网络舆

论。督促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精英群体实现严格自律和他律，发挥科学专家、知识型新媒

体（如知乎）等在重要信息的披露、关键性评论阐发等方面的信息高地和传播主导角色；

最后，推动疫情治理多层次协商合作，包括普通公众间的协商合作、普通大众与知识精

英之间的协商合作及知识精英间的协商合作。

（专家信息：睢党臣教授；黄国武副教授；孙峰副教授；吴涛博士）

二、关于疫情信息治理的建议

第一，注重疫情危机中的信息管控。首先，危机信息的采集与整理是决策的前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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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要做到真实、准确、及时；其次，危机信息的分析和评估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

因素，要做到客观、公开、透明；再次，危机信息的传播与利用是危机管控的重要资源，

要做到及时、权威、高效；最后，危机信息的储存与归档也十分重要，要做到及时、真

实、详尽。第二，构建多源信息汇融平台。首先，在政务组织管理中需要重视公共部门

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通过信息管理平台提升民政服务和医疗救灾水平；其次，政务信息

管理建设需要重视基础数据采集和接口维护，有利于降低疫情状况下信息采集的风险

性；再次，公共部门信息治理需要政府推进信息协同，发挥联动效应；最后，公共部门

大数据治理需要提升领导力，需要政府构建高度协同和服务透明的现代公共服务治理体

系。第三，构建全面响应舆情治理机制。首先，构建全内容舆情治理机制，包括搭建整

合式疫情识别信息平台、权威发布治疗方案与药物信息、专业发布公共卫生与肺炎预防

知识、及时公开责任追究信息、同步发布灾后重建信息；其次，构建全媒体舆情治理机

制，即以官方权威媒体平台为轴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通自媒体、

商业媒体以及政务媒体间的信息共享渠道，并动态监控自媒体舆论走向，做好全媒体融

合与舆论引导；再次，构建全员舆情治理机制，即保证疫情防控时期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与舆论权，同时打通个体、社会、企业与政府的信息网络互联，以政府为信息接收与发

布的元主体；最后，构建全时效与全类别舆情治理机制。各地各级政府应全时段监控舆

情发展走向，对于突发舆情危机权威机构应第一时间回应。同时，依据社会公众文化认

知分层，可综合利用专业知识教育、通俗宣传、艺术传播等多种手段发布疫情信息，如

小说《鼠疫》、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传染病》、电视连续剧《浴火危城》等，都能够

为大家更进一步了解传染病提供一个比较简单艺术化的手段。第四，提升防疫信息质量，

增强信息防疫效果，实现“智慧防疫”。一方面，发挥信息“疫苗”的作用。建立由政

府防疫专职组织机构主导、多主体参与的防疫信息集成分发平台，完善上报、汇总渠道，

并依据对信息接收对象的准确数据刻画，进行靶向投放；另一方面，防止信息“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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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要发挥网络智能技术在舆情、民情、社情、病情上的监测、捕捉、感知、描摹、

预测功能，并根据智能分析结果预测社会信息需求特别是潜在需求，提前进行信息组织

与推送，发挥信息传播技术的优势。

（专家信息：陈安教授；李宝怀教授；陶俊副教授；马子博博士；王铮博士）

三、关于提升基层应急能力与防疫水平的建议

第一，完善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标准、规范与测评体系。按照“关口前置、重心下移、

源头治理、夯实基础”总体思路，以“自救互救为主、公救为辅、全民参与”的基层综

合应急能力建设为目标，形成《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标准》；对基层应急组织体系、应急

管理制度、应急响应队伍和志愿者队伍建设、突发事件预案编制与演练体系、应急救援

装备设施配备设置及物资保障体系、应急宣传培训机制、居民自救互救能力、应急管理

平台、应急避难场所和应急标识辨别系统等内容进行规范和考核测评。第二，着重应急

第一响应队伍的培养，全面提升基层应急能力。在最基层的社区，应建立起由具备专业

应急技能和基本救援装备保障的志愿者组成的架构清晰、分工明确、敏捷高效的社区应

急第一响应队伍。第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家庭备灾直接影响社区的应

急能力。社区是城市管理的末梢组织，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应

急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单元。城市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过程中社区功能的发挥，直接延

伸和扩展着政府的应急能力。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

救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和减少灾害损失，直接影响社区、城市的应急能力乃至社会稳定。

第四，提升农村社区疫情防控水平。首先，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村干部主体责任。

村党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其他村干部是主要责任人。同时，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动员农村党员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极投入抗击疫情的

战斗中；其次，加大疫情防控宣传力度，发挥青年人引导作用。用好农村大喇叭、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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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栏等阵地，创建农村公共卫生微信群、QQ群等农村社区信息平台，广泛宣传疫情防

控知识，引导村民自觉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等卫生习惯，倡导疫情防控期间不参与各类

群体性活动，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宣传家喻户晓；再次，加强农村环境整治，

暂停人员聚集型场所服务活动。严格对农村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洁、消毒和通风，

加强对农村综合服务设施的日常消毒，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

处置医疗废物；最后，规范农村社区封村方式，做好流动人口健康检测。各地应规范农

村社区封村方式，依法依程引导村庄在必要位置采取设置关卡、限制出行的措施，因地

制宜进行隔离防护；另外，要筹措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经费，保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切

实保障农村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权益。

（专家信息：谢瑷泽会长；聂建亮副教授）

四、关于充分发挥保险行业抗击疫情能力的建议

第一，积极投身抗疫公益活动。一方面，积极向防疫机构、医院、红十字会等机构

捐助防疫物资；另一方面，及时向一线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工作人员、记者、

建筑工人赠送包含身故险、医疗险和意外险在内的保险。第二，优化疫情理赔服务。迅

速启动快速理赔响应机制，开通绿色理赔通道，实现 24小时受理理赔报案；简化手续，

实现快速赔付，确诊后优先赔付，减轻投保人压力；拓宽理赔范围，取消药品、诊疗项

目、医院、等待期、免赔额等限制。第三，规范保险从业行为。保险公司主动配合银保

监会理赔服务要求，规范从业人员销售行为。切实按照《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人身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财产保险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保险理赔服务和保险产品开发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严格遵循保险行业从业

规范。第四，发展线上保险业务。疫情迫使公众居家隔离，培养了公众线上消费的习惯，

基于互联网的线上销售成为保险销售的主要渠道。各保险公司可强化线上业务开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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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优化线上营销服务流程，大力发展线上保险业务。

（专家信息：吴玉锋副教授）

五、关于疫情期安全复工的建议

第一，建立复工企业数据库。统计需要复工复产的企业名单，筛查各项复工指标满

足情况，根据物资储备情况确定复工时间。确定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统计到岗员工人

数，开展员工疫情防控教育。第二，保障复工企业防疫所需。复工企业按两周需求动态

计算防疫物资缺口，通过各种渠道积极采购。政府通过信息化渠道统计无采购能力单位

的防疫物资所需，由政府相关部门按出厂价格采购，降低企业成本负担，物资采购费用

由申报单位承担。同时由省级政府派出检查督导小组，重点巡查机场、货栈、高速路服

务区、物流园区确保防疫物资不遗失、不灭失，能顺利到达企事业单位手中。第三，扶

持中小企业与产业链重点企业。通过在线调研确定企业单位名单，通过财税减免、政策

补贴支持、失业救济、公共网络平台使用等方式，鼓励产业链重点企业联动省内中小企

业恢复生产服务，鼓励企业参与公共防疫，稳定服务业企业与就业人员。第四，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创新金融服务，降低信贷条件与成

本，加大授信力度增强企业流动性，为陕西经济复苏做好准备。第五，扩大财政支出刺

激经济复苏。梳理本年度市计划财政购买、财政投资与公私合作项目，疫情末期开展线

上线下招标、采购，疫情结束后集中开工建设。鼓励在陕央企、国企优先与陕西本地企

业合作，提振市场信心。第六，持续提升城市公共治理水平。增加公共卫生领域财政投

入，建立政府医疗物资储备机制，构建十五分钟应急响应防疫圈。持续优化政府在线服

务模式，提高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优化营商环境。

（专家信息：单英骥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