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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安全研究进展及趋势探讨

郭 汝 唐 红 ( 河南城建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河南 平顶山，467036)

【摘要】城市安全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古今中外城市发展规划、建设中需要考虑的战略性问

题，在分析国内外城市安全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我国城市安全研究现状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我

国城市安全研究发展的趋势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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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字源学的角度出发，对城市的概念进行研

究，在《礼记·礼运》中记载，“城，廓也，都邑之地，筑

此以资保障也。”“城”，是城市防御的意思，也表明

了城市的出现最早即是带有城市防御功能出现的，

即考虑到了城市的安全性，如我国河南省开封市、
湖北省襄阳市至今留存的城墙和护城河，都反映了

这一特点。根据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人类的基本需求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在此基础

上才有更高层次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因

而，城市安全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中的基础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于城市安全一直开展着长

期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出现

一些影响城市安全的事件，如 2001 年美国的“9·
11”恐怖袭击、2003 年 SAＲS 病情蔓延、2004 年印度

洋海啸、2011 年日本海啸引发核辐射、2012 年夏季

北京暴雨及我国北方部分城市雾霾天气频繁出现、
2013 年 H7N9 病毒传播、四川芦山地震等。基于

此，城市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1 城市安全释义

整体而言，影响城市安全的事件有如下七方面:

( 1) 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指自然界中所发生的

异常现象造成的人员伤亡、资源损失等现象或事件，包

括旱灾、洪涝、台风、海啸、地震、火山、滑坡等灾害，均

会给所影响的城市及周边地区带来巨大损害。

( 2) 城市火灾。由于城市中人口集中、建筑密

集的特点，一旦发生火灾，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将

面临被火苗吞噬的威胁，因而，消防安全一直是城

市安全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全社会对火灾普遍关

注的基础上，由于家用电器的普及、民众防火意识

不强、设备老化等原因，火灾隐患仍然长期存在。
( 3) 地下事故。地下事故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造

成，第一是地下管线开挖不当或破裂，第二是地下

资源挖掘过量，后果是均会对建筑地基及周边环境

造成破坏，造成地表塌陷及引起连带事故，影响城

市日常交通和居民生活。
( 4) 交通事故。城市交通事故是一种常见的因

交通原因影响城市安全的现象，直接影响着城市人

民的生命安全，据有关部门统计，城市交通事故占

总交通事故的比例占到 40% 以上①。当今，我国大

城市机动车数量剧增，交通出行量日益增加，避免

和减少城市交通事故的发生成为保障城市安全的

重要举措。
( 5) 刑事案件。随着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我国

总体社会治安趋好，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但

诸如打架斗殴所造成的流血事件，偷盗抢劫造成的

谋财害命事件，以及对在校园内发生的弱势群体伤

害事件等，还在严重危害着社会治安。
( 6) 战争。战争是人为带来的灾难，也是流血

的政治表象。战争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同样会给城市带来安全威胁。如二战后英国考文

垂、德国柏林等部分城市、日本广岛和长崎等城市，

几乎都变成了废墟。
( 7) 其他灾害。首先是城市公共场所人流聚集



郭 汝等: 我国城市安全研究进展及趋势探讨 城市安全

城市发展研究 20 卷 2013 年 1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0 No． 11 2013 101

造成的恶性事件，如人流拥挤踩踏事件、社会聚众

斗殴事件等，均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员伤亡。其次

是疾病传播。如近年来发生的 SＲAS、H7N9 疫情，

最初发源于城市，城市还是最主要的疫情发生地，

对市民心理、社会稳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消极作用。
综上所述，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众多，从近年

来我国发生的部分影响城市安全的事件可以看出，

我国城市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表 1) 。

表 1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部分影响城市安全事件一览表

序号 城市安全问题 具体事件

1 自然灾害
2008 年 1 月南方九省的大暴风雪、2008 年 5 月四川省汶川地震、2010 年 8 月甘肃省舟曲县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
2012 年北京地区暴雨灾害、2012 年我国部分城市雾霾天气、2013 年 4 月四川省芦山地震等

2 城市火灾
2005 年 12 月洛阳市东都商厦火灾、2005 年 12 月吉林省辽源市中心医院火灾、2008 年 1 月乌鲁木齐批发市场火
灾、2008 年 9 月深圳市龙岗区舞王俱乐部火灾、2010 年 11 月上海静安区胶州路高层住宅火灾等

3 地下事故
2003 年 7 月上海市地铁 4 号线浦西联络通道特大涌水事故、2006 年 1 月北京市东三环路京广桥东南角辅路污水
管线漏水断裂事、2007 年 2 月江苏省南京市牌楼巷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北侧南京地铁 2 号线施工造成天然气管道
断裂爆炸事故、2010 年 8 月山西省太原市双塔寺街地下管线破裂事故等

4 交通事故
2005 年 6 月长春满载乘客轻轨列车脱轨事故、2009 年 5 月浙江杭州富二代飙车撞人事故、2011 年 6 月江苏省常
熟市市区特大交通事故、2011 年 9 月上海市豫园路站两辆地铁相撞事故、2011 年 10 月河南省汝南县汽车站附近
特大交通事故等

5 刑事案件
张君系列抢劫杀人案、2008 年 3 月西藏拉萨市打砸抢烧暴力事件、2008 年 7 月上海市杨佳袭警案、2009 年 7 月新
疆乌鲁木齐市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周克华系列抢劫杀人案等

6 战争 /

7 其他灾害
2003 年 SAＲS 病毒传播事件、2009 年 5 月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聚众斗殴事件、2010 年 11 月新疆阿克苏市某
学校的学生踩踏事件、2013 年 H7N9 疫情等

2 国外城市安全研究现状

以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为例，分别对其城市安

全研究现状进行分析。
2. 1 日本城市安全研究现状

( 1) 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和研究机构齐备。日本

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海啸、台风等自

然灾害在国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在这种自然条

件中，日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健全的灾害应对体系，

截止目前，日本共制定了城市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

227 部以上②，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1995 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1996 年在神户大学

成立了“都市安全研究中心”，这标志着日本关于城

市安全问题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其它研究机构

如 1951 年成立的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和 2003 年成

立的立命馆大学历史都市防灾研究所等，整体而

言，日本国内的相关研究机构数量众多。
( 2) 重视相关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日本防

灾规划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层面的“防灾基本规划”，

在此规划指导下，政府各有关部门各自制定本部门

的“防灾业务规划”。同时，日本的区域防灾规划是

指灾害可能涉及的范围制定的区域性质的防灾规

划，在区域防灾规划指导下，各下属地区再编制本

地的地区防灾规划。

( 3) 民间防灾机构数量众多。日本目前有日本

防灾士会、日本防灾士机构、中部地震灾害复兴基

金会等非政府组织( NGO) ，随时准备在灾害发生时

投入救灾服务。主要致力于灾后重建、灾民生活救

助、心理康复、恢复生产等工作，此类机构在日本的

活动十分活跃。
( 4) 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在地震、海啸、台风等

自然灾 害 防 治 方 面，日 本 均 采 用 了 预 警 技 术，如

2008 年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宫城等地发生里氏 7. 2
级地震前 10 秒，日本气象厅通过地震横波与纵波时

间到达差的间隙，利用地震探测仪首先探测到了纵

波，在主震到达受害地域前发布了地震预报，虽然

留出的时间很短，但在灾害发生的关键时刻，仍然

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逃生机会。
2. 2 美国城市安全研究现状

( 1) 建立了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美国于 1976
年通过了《全国紧急状态法》，在该法下建立了有效

的危机应急处理机制，并成立了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时的 最 高 领 导 机 构———联 邦 应 急 事 务 管 理 署

( FEMA) 。除此之外，还出台了若干专项防灾法案，

如《洪水灾害防御法》、《地震减灾法案》等，构成了

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 2) 专项规划已形成体系。美国的城市安全规

划包括“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和“应急行动规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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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要出于安全防御的考虑，后者则强调紧急情况

的处理。同时，在美国的减灾法案中要求地方政府

组织编制下属地区的防灾专项规划，在规划编制过

程中，有关部门将组织进行灾害调查，对灾害风险

进行合理评判，以进一步增强规划编制的合理性。
( 3) 机构分级明确，联动机制好。FEMA 设置

在国土安全部下，直接受总统领导，在紧急情况发

生时，FEMA 根据事件特点，具体协调各单位间的关

系，帮助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集

中处理突发事件 ( 图 1 ) 。FEMA 于 1996 年颁布了

《综合应急行动规划导则》，导则明确了在紧急情况

发生时应急行动规划中应包含的必要性内容。

图 1 FEMA 作用示意图

( 4) 公众参与程度高。美国的灾害教育在国民

成长过程中开展的时间早，普及面广，公众整体安

全意识强，参与热情高。如在 2008 年美国密西西比

河洪灾中中，沿岸的许多居民自发投入抢险。同

时，美国的社会组织作用显著，如志愿者协会、社区

救灾反应队、美国红十字会、教会等紧急救援组织，

在灾害发生时，将参与到救援及重建工作中，在维

护当地安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国际社会对城市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城

市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7 年开始举办，该会议

于 2007 年在我国南京和 2010 年在日本神户举办

两届后，第三届会议再次在南京举行，于 2012 年由

东南大学城市工程科学技术研究院主办。另外，世

界城市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设立举办，每两年举办

一届，是全球人居问题研究第一大会，于 2006 年在

温哥华举 行 的 第 三 届 世 界 城 市 论 坛 提 出 了“The
Secure City”，即安全城市的提议，进一步在全球专

业领域内提升了城市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城市安全已在全球成为热点问题，

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安全研究起步较早，以取得了一

些成绩: 城市安全立法及规划编制体系相对完善;

普遍建立了安全与减灾科技体系，遥感技术、信息

技术等高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安全中的的全

过程; 除此之外，政府与民间的城市安全意识强烈，

在城市危机情况发生时，公众及社会组织的参与度

和积极性高。

3 我国城市安全理论及实践研究现状

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内许多高校开设了

防灾减灾工程及其防护工程、安全工程等专业，为

国家输送了大批的专业人才。同时，许多城市安全

研究机构已在我国成立，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城

市公共安全战略研究所、防灾科技学院、清华大学

防灾减灾工程研究所、浙江大学防灾工程研究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与土木工程防灾减灾研究中

心、上海交通大学安全与防灾工程研究所、中南大

学防灾科学与安全技术研究所、上海防灾救灾研究

所、兰州理工大学防震减灾研究所、1997 年在北京

成立的非营利组织 ( NPO) ———中国城市公共安全

研究中心等。尤其是 2005 年 9 月，在西安召开的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安

全与防灾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落户北京工业大

学北京城市与工程安全减灾中心，这标志着我国城

市安全研究在学术界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3. 1 理论研究

以科研论文为例，借助中国知网，对 1999 年 ～
2011 年发表的篇名含有“城市安全”关键词的核心

期刊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与城市安全问题相关

的论文 175 篇，笔者从论文数量、研究方法、研究视

点、研究内容几个方面对以往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

( 表 2) 。
( 1) 论文数量方面。除了 1999 年、2001 年和

2008 年未有相关论文发表外，其余年份均有相关论

文出现，且从总体趋势来看，关于“城市安全”问题

的研究成果数量基本呈稳定上升趋势，说明相关研

究已成为热点( 图 2) 。
其次，研究方法方面。定性研究在相关研究中

占主导地位，175 篇论文中，定性研究方法被使用

167 次，定量研究方法被使用 63 次，定性研究方法

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 图 3) 。其中，在定量研究方

法中，结合生态安全的 PSＲ( 压力—状态—影响) 研



郭 汝等: 我国城市安全研究进展及趋势探讨 城市安全

城市发展研究 20 卷 2013 年 11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0 No． 11 2013 103

图 2 篇名含有“城市安全”关键词的

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图( 1999 ～ 2011)

究模型使用数量较多，其余定量研究方法有层次分

析法、因子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物元分析法、故障

树分析法等。

图 3 检索论文研究方法分类图( 1999 ～ 2011)

再次，研究视点方面。分为生态、管理、社会、
技术视点，生态视点侧重于生态安全性的评价，管

理视点侧重于安全管理问题的研究，社会视点侧重

于城市安全带来社会问题的思考，技术视点则主要

关注增强城市安全性的技术方法。在 175 篇论文

中，生态视点被使用 61 次，管理视点被使用 141 次，

社会视点被使用 39 次，技术视点被使用 57 次 ( 图

4) ，从综合视点切入的相关研究数量不多。

图 4 检索论文研究视点分类图( 1999 ～ 2011)

最后，研究内容方面。分为城市整体安全、基

础设施安全、犯罪问题、灾害安全、能源安全、生态

安全和安全政策研究等，在 175 篇论文中，城市整体

安全问题被涉及 27 次，基础设施安全被涉及 50 次，

犯罪研究被涉及 11 次，灾害安全被涉及 30 次，能源

安全被涉及 21 次，生态安全被涉及 53 次，安全政策

研究被涉及 145 次( 图 5) 。可以看出，出于定性分

析角度关于城市安全政策的研究内容较多，其次为

城市生态安全和灾害安全，其它内容的相关研究数

量相对较少。

图 5 检索论文研究内容分类图( 1999 ～ 2011)

3. 2 实践研究

( 1) 近年来在我国抗震、防洪、消防等专项规划

中，通过建立分级的指标体系，赋予不同因子不同

的权重，对不同城市的专项安全性进行量化评价，

为城市中防灾规划的编制奠定了科学基础。
( 2) 厦门、合肥、淮南等城市首先开展了城市综

合防灾规划编制工作，为其它城市的实践研究起到

了带头作用。
( 3)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得到了政府和民众

的高度重视，城市防灾设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 4) 城市摄像头和高新技术手段在犯罪案件侦

破中的应用日益普及，大大提高了破案的科学性。
( 5) 建筑耐火性能、火灾探测报警、灭火救援技

术等消防科学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为火灾预防、
救援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性。
3. 3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理论和实践研究两方面的基本情况可以看

出，城市安全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研究数量

基本呈每年逐渐增加的态势，研究成果数量和水平

都得到了提高。虽然国内相关研究日益成为热点，

且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

不足:

( 1) 研究成果整体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对

国内外相关论文的整理中可以看出，研究方法方

面，目前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数量不多，

同时，在相关定量研究中，往往停留在某个点上，即

以某城市为例的研究，覆盖某种类型城市的研究非

常有限; 研究视点方面，从某一个或几个视点切入

进行的研究论文数量较多，从综合视点出发进行研

究的论文数量较少; 研究内容方面，对城市安全政

策的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对城市的整体安全进行

评价的研究成果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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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内重大相关研究课题数量偏少。虽然城

市安全性一直是古今中外城市关注的重要课题，但

近年来，在国家级层面的重大研究课题上，相关研

究数量有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

究所承担的国家自然基金研究课题“长三角城市密

集区气候变化适应性及管理对策研究”、中国地震

局承担的国家自然基金研究课题“近断层地震动对

城市埋地管道影响的研究”、“城市与工程减灾基础

研究”、清华大学防灾减灾工程研究所承担的国家

自然基金研究课题“基于 GIS 的城市综合减灾评估

与对策研究”等课题。总体而言，国家级别的相关

研究课题数量偏少。
( 3) 城市安全专项规划编制数量不足。对于

具体城市而言，目前只有少数城市开始着手编制

城市专项防灾规划，如攀枝花市城市抗震防灾规

划、长春 市 城 市 防 洪 规 划、鄂 州 市 全 域 消 防 规 划

等。同时，目前我国主要城市的防灾规划大部分

是上是单一灾种的专项规划，以整个城市或地区

为系统，统筹兼顾城市整体安全性的综合防灾规

划数量有限。
( 4) 高新技术应用水平较低。高新技术虽然近

年来在我国城市安全规划中强调应用到动态分析、
预测、决策及管理全过程，规划编制技术上强调使

用 GIS、ＲS、GPS、航空摄影等高新技术，为我国城市

防灾工作向高新技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方向发展

提供了技术支撑，但高新技术在城市灾害预防、救

援等方面的应用与部分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着较大差距。
( 5) 公众参与程度不高。我国公众的防灾意识

普遍较弱，灾害发生时人们“等、靠、要”的意识较

强，2012 年北京暴雨期间，如果公众防范灾害的意

识充分，相关知识和能力在灾害发生前得到提高，

那么，造成的生命安全损失将被降低。同时，防灾

民间社会组织数量很少，灾害发生时，基本都是政

府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救险，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在

灾害发生时发挥的力量羸弱。

4 我国城市安全研究发展趋势探讨

综上所述，在我国城市安全研究领域虽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按照科学发展的

理念，未来应有其必然的发展趋势:

( 1) 注重对城市安全研究的定量化、系统化和

整体化。目前我国城市安全的研究方法上侧重于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同时，多数研究切入的视

点不全面，对城市整体安全进行研究的成果数量较

少，目前的研究现状给城市的安全性进行综合评

价、城市安全性的比较和城市管理者评价某类型城

市的安全性带来了难度，为具体政策的出台和城市

建设的实施制造了障碍。因而，应进一步使城市安

全研究定量化、系统化和整体化，以进一步增强研

究结论的科学性，使得相关更好地与城市安全建设

接轨，更好地指导城市安全管理。
( 2) 强化城市防灾专项规划在城乡规划编制体

系中的法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十七条明确提出防灾减灾等内容，应当作为城市

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但目前城市

防灾专项规划未为纳入到法定城乡规划的编制体

系范畴，且部分城市的防灾专项规划仅仅局限于防

灾减灾等内容，城市安全的研究内容并不全面，且

规划编制依据不足、与当地政策衔接不紧等现象屡

见不鲜。因而，很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强化城市安

全规划在城乡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将城市安全规划

贯穿于城乡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中，同时，强调城

市安全规划的层层指导，由区域城市安全规划指导

地方城市安全规划编制工作。
( 3) 建立城市安全管理的专门机构。目前，在

城市安全受到威胁时，往往有政府牵头组织救助活

动，但政府部门设置中并无关于城市安全的专门机

构，为了城市安全管理的需要，有必要借鉴国外的

部分经验，成立城市安全管理的专门机构，负责所

在城市的日常安全分析、监测评价和评估预测等工

作，危机发生时，积极做好预警和救援组织工作，协

调各部门协同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安全管理服务。
( 4) 完善城市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法律法规体

系建设。针对城市安全面临的严峻局面，部分城市

编制了城市应急体系建设规划，如《郑州市突发事

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 ( 2011 ～ 2015 年) 》、《宝鸡市

“十二五”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等，这些规

划从城市安全预警、检测、评估，救援、重建等方面

对所在城市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还未上升到法律

层面。我国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等单一灾

种法规，但还没有综合性的、包括各灾种在内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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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全国城市安全领域的主干法，相应地，围绕主干

法形成的一套法律法规体系缺失，可以说，在城市

安全受到威胁的同时，缺少综合性的城市安全法规

体系作为法律保障。
( 5) 加强高新科学技术在城市安全领域内的应

用。虽然我国正在城市安全领域积极应用高新技

术，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新技术应用

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应进一步采取更为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努力实现城市危险检测—评估—
预测—预警—救助整个过程的智能化、自动化和网

络化，切实增强城市安全面临危险时的快速反应

能力。
( 6) 重视乡村安全研究。2008 年 1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开始实施，意味着城市

规划与乡村规划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我国目

前的城镇化水平，还有接近 50%的人居住在农村③。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程，空心村、文化趋同、房屋建

设标准达不到国家相关规范要求等现象和问题普

遍存在，乡村安全性同样受到威胁，因而，必须注重

乡村安全研究，这也是推动我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的重要举措。目前，湖北省鄂州市正在组织编制行

政辖区内全域消防规划，这也是我国由“城市安全”
走向“城乡安全”的重要举措④。

( 7) 倡导公众参与，鼓励市民及社会组织在城

市安全 建 设 中 发 挥 积 极 作 用。市 民 是 城 市 的 主

体，作为城市的主人翁，理应在城市建设中起到主

导作用，因而，应加强城市安全的日常宣传教育工

作，强化市民的主动参与意识。同时，应鼓励非政

府组织 ( NGO) 的 成 立 和 参 与。在 城 市 危 机 出 现

时，NGO 可以迅速行动，减少了政府联系各个机构

联动造成的效率降低的情形。另外，NGO 作为扮

演沟通政府与市民的桥梁，可以更好地在民众和

政府之间起到协调作用，NGO 资金来源比较灵活，

还可提高城市安全管理效率，是城市安全领域的

重要组成部分⑤。

5 结语

近年来，一些波及面广、影响恶劣的城市安全

问题频繁出现，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得到不断

提高，这些都在不断强化着人们的健康安全意识，

包括近期发生的 H7N9 病毒传播、四川芦山地震等

问题的接连出现，表明我国城市正在并继续面临着

安全威胁。今后，我国城市安全问题依然严峻，安

全城市建设任务艰巨。因而，应动员一切有利因

素，积极提升我国城市安全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

打造宜居城市，全面推动我国城市可持续化、健康

化科学发展。△

【注释】

① 2010 年12 月21 日我国《交通安全周刊》报道: 公路与城市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比为 1. 4: 1，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占所有交通事故比例

约为 41. 7%。

② 至 2008 年底，日本共制定了防灾救灾以及紧急状态等有关危机

管理的法律法规约 227 部。

③ 201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社会蓝皮书: 2012 年中国社

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 49. 68%。以目前的人口

城镇化速度，在 2011 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会超过 50%。

④ 2013 年 4 月，鄂州市人民政府投资 35 万，在全市推行消防全域覆

盖，在全域规划理念的指导下，《鄂州市全域消防规划》确定了全

市城乡未来 20 年的消防设施的布点建设规模和总体布局。

⑤ 非政府组织是英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意译，英文缩

写 NGO。因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是为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作为出发

点的，作为非政府组织，主要就是关心弱势及边缘性群体利益，以

促进社会公平。因而，非政府组织既可以帮助政府处理社会事

务，又能帮助社会民众与政府沟通，达成合意，因而受到政府和民

众的双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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