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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困境 

与应对策略 
 

摘要：南京审计大学唐玉青研究认为，应急管理数字化转

型是构建数字江苏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

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数字建设项目总体落成、应急管理平台初

步形成、数字应用系统基本建成。但也存在数字化进程不平衡、

数字应用不够深入、数字人才支撑不足等困境。对此，建议加

快基础建设，强化技术保障，注重人才培育，深化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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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大力推进“智慧应急”建设，加快全要素科

技支撑，加强全过程数字运维，有力提升全省安全风险预警防

范和灾害事故处置应对的能力水平，为新时代江苏应急管理高

效运转作出重要贡献。南京审计大学唐玉青承担的江苏省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政府间应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数字技术

赋能研究”，通过分析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现状和

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推进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建议。 

一、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现状 

1.数字建设项目总体落成。一是立足“全灾种、大应急”，

推动市县两级配备布控球 224 个、应急指挥箱 116 个、便携卫

星站 13 个，接入公安、交通、海事、文旅等 12 个部门的视频

监控达 17 万余路，形成“省-市-县-乡”与灾害事故现场五级的

可视化指挥调度体系。二是启动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和

应急通信工程技术平台项目，推动宽带集群通信试点建设，初

步形成空天地一体化的应急通信网。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江

苏移动电话基站达 73.6 万个，其中 4G 基站 40.3 万个、5G 基站

18.7 万个；全省固定互联网光纤接入（FTTH/O）端口达 7211.1

万个，10G PON（万兆光网）端口 125.1 万个，互联网专线、语

音专线、数据专线合计 117.6 万条。 

2.应急管理平台初步形成。一是初步形成数据汇聚全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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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广泛、分析挖掘深入的省级应急管理数据平台。通过利

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上下联动、平战结合”的应急管理体制。省应急厅、

省政务办、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大数

据管理中心及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的应用系统初步实现云上部

署。二是完成全省应急管理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建设，打通并汇

聚交通、医疗、金融、教育、水电气等行业数据和互联网数据，

开展全生命周期数据治理体系。截止 2022 年末，全省开设政府

用户 2400 多个、企业账号 11 万多个。目前平台主要功能已上

线运行，向全省提供各类综合智能应用服务，为全省应急管理

业务协同、辅助决策分析等提供保障和支撑。 

3.数字应用系统基本建成。一是搭建应急管理数字化框架，

形成“一网一池一平台”信息数字化应用系统。目前，江苏已

建成覆盖 13 个设区市的省级物资储备网络，归集共享十多个

目录、1.7 亿多条数据，构建起风险智能评估模型。另外，还

在指挥信息网部署具有安全风险“画像”功能，具备多渠道灾

情信息获取、多席位应急态势标绘、多视角综合管理研判等功

能的“一张图”应用系统。二是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入系统、数

据处理系统、数据管控系统和数据服务系统，使数据资源池实

现分级分类存储，进而实现数据标准化、处理可视化、管控流

程化、服务多样化、应用深入化，为全省应急管理提供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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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支撑。 

二、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存在的主要困境 

1.数字化进程不平衡。一些地区的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推进

较快，例如常州市实现突发情况全天候可视化指挥调度、苏州

太仓市实现应急管理信息化、南京市通过“一网统管、智能化

联动处置”实现安全数字治理。但是，也有部分地区和偏远乡

镇（街道）的数字化应用程度较低，譬如苏北某些地区，指挥

调度仍采用单一电话和文书报告等传统方式。由于这些地区无

法实现应急数据的有效采集和交换共享，导致全省应急管理的

协同效应难以发挥。 

2.数字应用有待深入。从全省信息化水平来看，5G、人工

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而数字技术与

应急业务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也仍是实验性的，其应用效果

还需要通过数据积累与场景实践进一步检验。例如，宿迁市沭

阳县建设粉尘涉爆企业，期望运用“5G 互联网+智能在线监测”

系统实现隐患排查整改、远程监控、自动报警和及时处置等监

管实效，但其应用效果还有待观察。 

3.数字人才支撑不足。由于应急管理属于一项业务性很强的

工作，其对应急数字管理人才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应急管理数

字人才不仅需要掌握现代应急管理的理念和知识，而且还要精

通业务和技术。从全省机构和人员的现实情况来看，这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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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仍然较少，有关人员的思维理念、专业技能难以满足应急

管理数字化建设的实际需求。 

三、推进江苏应急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1.加快基础建设。一是数字系统建设。贯彻落实《江苏省应

急管理数字化工作方案》，建立标准统一的汇集平台，聚力强化

江苏应急管理“一张网”建设，不断细化规范总体标准、感知

网络标准、通信网络标准、数据资源标准、业务应用标准、应

用支撑标准以及信息化管理标准等，为构建扁平化、智能化、

人性化的应急管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关键技术研发。通

过攻关灾害事故应急管理工作中的隐患识别、风险调查、监测

预警、态势研判、救援处置、综合保障等核心技术，加大装备

配备、指挥调度、应急救援、远程空运、网络通信、全球定位、

模拟仿真、安全保障等关键技术研发力度，提高灾害事故响应

和处置能力，建成基于江苏“一张图”的应急指挥平台。 

2.强化技术保障。一是构建更加广域的数字化技术末端，为

顶层业务提供广泛的信息来源和基础支撑。加快区块链、北斗

通信卫星、互联互通等信息技术与应急管理业务深度融合，提

高部分地区灾害信息获取、预警预测、卫星遥感、风险评估、

应急通信等保障能力，提升应急指挥系统智能化水平。二是构

建全域覆盖、立体多维、智能协同的突发事件监测体系。加快

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数字技术与应急业务内生融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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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警系统全覆盖、智能化，实现精准治理、精准监管、精

准救援。全面汇聚跨地区、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数据资源，加快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监管执法“一网统管”和指挥调度

“一网通调”，加快形成一个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门户、三个

综合应用系统和一个应急通信网络的“1+3+1”应急管理数字化

工作体系。 

3.注重人才培育。一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大力引育专业人

才，培养一批既精通应急业务又能有效运用大数据手段开展工

作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促进专业人才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

国有企业之间的流动交换，实现数字人才资源共享和政产学研

深度合作，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

化、系统化和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强各部门信息化队伍

建设，提升专业化水平。将政府信息化建设列入各级政府机关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习培训内容，建立完善与应急信息化

发展相适应的教育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应急数字化管理能力和

“数商”水平。 

4.深化理论研究。一是推动应急管理理论的交叉研究。立足

于新要求，加强多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尤其是应急管

理相关学科建设与共性基础的科学问题研究，探究重大灾害事

故和灾害链的孕育、发生、演变、时空分布等客观规律和致灾

机理，推动系列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研究，为应急管理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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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二是加强应急管理数字化的科学研究。加

强数字化支撑应急管理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推动构建适

合江苏的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应急装备和标准体系、应急

资源配置和准备体系，优化灾害事故调查追溯、评估以及灾后

恢复重建理论，推进应急管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唐玉青，系南京审计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 8 — 

 

 

 

 

 

 

 

 

 

 

 

 

 

 
 

 

  本期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 

  中宣部、全国社科工作办公室、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省社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有关厅局及高校、各市 

  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省直宣传文化 

  系统各单位负责同志 

  本部各部领导、各处室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编  共印 150 份  苏简字 100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