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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发展现状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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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芦山地震救援见证了民间救援力量的成长，但同时也反应了我国应急志愿者队伍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以北京市应急志愿者为研究对象，从应急志愿者队伍发展的现状、应急志愿者的能力和培

训，以及北京市专业应急志愿者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北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管理与发展中的特

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能够为北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健康发展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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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年4月20日8时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北纬30.3,东经103.0)发生了7.0级强震。在芦山地震

的后续救援中，关于志愿者参与救援的新闻不断被

报道，出人意料的是，不少新闻媒体对志愿者救援

给出了负面报道，炮轰志愿者给地震救援“加堵添

乱”。地震救援是一项专业并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工

作，业余人士仅凭一腔热血，盲目冲锋陷阵，很难

对救援工作起到正面作用，诸如雅安地震救援中有

志愿者被坠石砸伤身亡的事件，是令人痛心和值得

深刻反思的。 
志愿者如何有序地参与到地震救援工作中，志

愿者在地震救援中的定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培养和

使用应急志愿者队伍等一系列问题在四川雅安地震

救援中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贾群林、郑荔

等在对德国、瑞士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模型进行了

调研考察，详细介绍了应急志愿者分类、能力培训

及在应急救援中定位等方面内容，这对我国正在探

索的以城市社区为单元组建志愿者队伍的做法和构

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1]；韩芸对我国应急救援行动

中志愿者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和总结[2]；

杨桂英从招募、认定、培训、监督与评价、处理自

发志愿者、管理志愿者压力等方面讨论了应急志愿

者队伍的建设思路[3]；宋劲松、王宏伟等对美国应

急志愿者及欧洲应急支援者管理制度及参与模式进

行了总结和分析，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实

际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应急志愿者管理制度

的建议[4～5]。 
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中心，拥有丰富的社会

资源动员潜力，在应急管理上，政府也高度重视应

急志愿者队伍的培养和建设。2013年2月，北京市突

发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正式颁布了《北京市应急

志愿者管理暂行办法》，倡导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成

立应急志愿者组织，鼓励公众尤其是具有应对突发

事件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员加入应急志愿者组织。

本文选取北京市应急志愿者为研究对象，从应急志

愿者队伍发展现状、应急志愿者管理培训及专业应

急志愿者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北

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管理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关建议对策。 

一、自救互救的作用分析——以地震灾害

为例 

地震救援力量可细分为专业地震救援力量和民

众自救互救力量。在专业救援力量建设方面，我国

近年已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31支省级地

震救援队（大多依托公安消防部队组建），33支武警

工化救援队（承担抗震救援任务）；但在民众自救互

救力量的建设方面，我国基本还处于空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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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灾大难来临时，由于民众自身自救互救意识和

能力的缺失，在应急救援方面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

但实际救援中，由于专业力量抵达地震现场需要相

当一段时间，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 
强烈地震的突然发生，带来的是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人的生命是第一重要的，

因此，地震应急救援的第一目标就是挽救生命。震

灾发生后，只要能及时进行自救和互救，就能明显

减少地震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救回无数人的宝贵

生命。 
据统计，在破坏性地震发生时，由于建筑物的

倒塌、高空重物的坠落而导致对人员的砸击、挤压

等机械性损伤，是造成人员身体各部位的骨折、脏

器损伤和出血休克的主要原因，这类伤害约占地震

中人员伤亡的58%。此外，由地震造成的次生灾害

引起的如溺水、烧伤、触电、粉尘、中毒等多种伤

害，也都会造成一定量尚在灾困中挣扎人员的意外

伤亡。 
严重创伤者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受伤后的1小时

内。对猝死病人，只要在心跳呼吸停止的4分钟内进

行有效的心肺复苏初级救生术，并将急救接力棒及

时传递给医务人员，则存活率就可以达到50%。地

震后20分钟内受埋压人员的救活率可达98%以上，

但震后一小时，救活率就急速下降至64%。统计数

字表明，在震后两小时还未能获救的人员中，因窒

息而死亡的人数将猛增到总死亡人数的58%以上。 

 
图1  震后压埋人员随时间的存活率 

（蓝色为国际统计数据，红色为汶川统计数据） 

可见，在地震灾难发生后，能否及时地施行自

救和互救，是决定受灾伤员有无生存可能的关键。

时间就是生命，在突发地震灾难的时候，只有尽一

切可能在现场就地实施简易的自救和互救，才能将

受灾人员的伤亡率降至到最低限度，从而为专业救

援人员的进一步救治赢得时间，使濒临死亡的灾民

获得第二次生命。 
因此，在抵御地震灾害时，一定要加强基层自

救互救队伍和能力的建设[6]。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

本组织单元，社区安全是人们生产和生活安全的基

石。2006年1月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提出，要加强以城乡镇和社区为单位的公众

应急能力建设，发挥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

作用。2006年7月6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以社区、

乡村、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为重点，全面加强应

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

用。加强社区地震应急队伍建设，只有拥有了众多

掌握基本应急知识和技能的基层救援人员，构建安

全、和谐的公共社会才会有保障，也才有可能去应

对各种突发性灾难[7]。 

 
图2  汶川地震救援力量到达灾区时序图 

 
图3  不同类型救援力量与救援对象的情况 

二、北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的现状与特点 

（一）北京市应急志愿者队伍时空分布特征 
近年随着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全国各地纷纷组

建成立各类应急志愿者队伍，北京市自2007年以来，

应急志愿者队伍发展速度和规模是惊人的。从北京

志愿者协会志愿北京网站可以获取自2007年以来各

类应急志愿者组织的注册信息。数据显示，北京市

应急志愿者数量从2007年2485人迅速达到2012年的

442183人。 
虽然应急志愿者总人数和队伍注册数量都在增

加，但是每年注册成立的应急志愿者队伍规模存在

较大差异。2007～2008年每年新成立四支队伍，人

数分别为2485和84711，队伍规模分别达到了621人
和21177人，2009～2010年队伍平均规模分别为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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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559人；到2011～2012年队伍平均规模分别为

541人和503人。主要原因是，刚开始注册成立应急

志愿者队伍的多为区县志愿者联合会，其规模群体

较大，如2008年密云县志愿者联合会建制规模达到

72395人。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体单位和组

织加入到应急志愿者队伍中来，注册的队伍数量很

多，但是很多队伍的规模并不大。 

表1  北京市应急志愿者规模发展趋势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当年新成立 
队伍（支） 

4 4 9 8 195 454 

当年新添 
队员（人） 

2485 84711 8038 12478 105678 228793

队伍总 
量（支） 

4 8 17 25 220 674 

人数总 
量（人） 

2485 87196 95234 107712 213390 442183

数据来源：北京志愿者协会志愿北京网站http://www. 
bv2008.cn/ 

 
可见，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各类民间组织，

都在积极的组建队伍加入应急志愿者行列。例如有

官办背景的区县志愿者联合会，各类企事业单位成

立的应急志愿者队伍，高校、医院成立的专业性应

急志愿者队伍，街道社区成立的志愿者队伍以及由

个人发起的应急志愿者队伍等[8～9]。 
从北京市应急志愿者的空间区县分布来看，密

云海淀和朝阳人数最多。但是经过调研发现，密云

县志愿者联合会注册规模达到72395人，几乎把所有

类型志愿者都算了进来，而实际上与应急活动相关

的约八千多人，实际规模和注册显示信息有较大差

异，故需对统计结果进行调整。若剔除密云，海淀、

朝阳和西城三区的应急志愿者人数最多，这应该是

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而怀柔、门头沟、通州、石景山和平谷等区县

应急志愿者规模较少；房山在2012年“7·21“洪水

后，应急志愿者数量显著增加。从全国范围来说，

应急志愿者规模与当地经济水平有密切关系，而应

急志愿者的专业水平也应该会和当地经济水平密切

相关。 
截止到2012年的数据，仅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注

册规模达到了四十万人，而我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

队数量约为两百多万。可想而知，全国如此众多的

志愿者凭借一腔热情涌入到灾区，如果他们没有良

好的专业技能并且缺乏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难免

会给专业救援的实施“加堵添乱”[10～11]。拥有巨大

的社会救援潜力是件好事，但是如何科学有效地动

员和使用应急志愿者力量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

题。四川雅安地震应急志愿者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也反映了我国政府一贯重视政府应急体系建设，忽

略了非政府应急体系的建设和管理[12～14]。 

 
图4  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总量发展趋势 

 
图5  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每年的增量 

 
图6  北京市区县应急志愿者数量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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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北京市区县应急志愿者数量比例 

（二）北京市专业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模式 
总体来讲，我国应急志愿服务在向着规模化、

全民化、专业化和法制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专业

化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在应急救援过程中能够发挥

重要作用[15]。北京作为我国首都，在应急志愿者队

伍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一些旅游爱好者组织、登山爱好者组织、无线

电爱好者组织等自发组成的团体，因为所从事活动

的特点，本身都会具有一定的应急能力和水平。当

灾难来临时，这些自发团体和组织也积极志愿投入

到应急行动中，并且明显呈现出较其他应急志愿者

队伍更强的专业水平。近年来，他们也逐步得到了

社会和政府的关注，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下面

以北京市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两支典型专业应急志愿

者队伍：北京市综合应急志愿服务总队和北京市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为例，分析北京市专业应急志愿者

队伍体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模式。 
1．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北京市应急

办-红星救援队”模式 
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最初是由民间的红

星救援队演变过来的。而红星救援队原为北京业余

无线电应急通信保障救援队，是北京操作者俱乐部

为应对突发事件，针对赛事、集会等大型活动志愿

服务需要，在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指导和支持下组

建的一支民间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北京市政府在

2009年将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工作纳入市政府“折

子工程”，由市应急办协助在本市“建立应急志愿者

队伍，与防汛抗旱、抗震救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重大动物疫情等全市14个应急指挥部及29个应急避

难场所对接，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在红星救援队等

民间应急救援团队基础上所组建的全国第一支综合

应急志愿服务队伍，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志愿者联

合会综合应急志愿服务总队。 

从2006年组建北京红星志愿救援队，到以此为

主要力量成立的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综合应急志愿

服务总队，其应急志愿者总数已达到1200余人，其

中，骨干志愿者总数约300人，包括特勤队、预备队、

应急通信分队、城市救援分队、山地救援分队、地

震救援分队、医疗救援分队、大型活动保障分队、

心理救援分队、普及宣传分队、水上救援分队、空

中救援分队、消防防化分队、机动（车）分队等分

队。近年来，北京市应急志愿者服务总队共参与了

两百多次大小救援活动，其中也包括汶川、玉树及

最近的芦山地震大型救援行动。 
2．北京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北京市红十字会

——蓝天救援队”模式 
北京蓝天志愿救援队最初为绿野救援队，成立

于2003年，是由一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

爱好者志愿发起组成的一个从事户外遇险救援的民

间公益性团体。2008年11月，与北京红十字基金会

合作，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第一支由民间专业人士组

成的紧急救援民间公益机构“北京蓝天志愿救援

队”。2009年4月，北京红十字会授予蓝天救援队“北

京红十字应急辅助队”队旗，将救援队纳入北京应

急反应体系。2010年9月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

册为北京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由北京市红十字会

主管。目前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已有3000多人，

其经过考核的正式队员有300多人，而分布在全国各

地的中国紧急救援联盟蓝天救援队队员达四五千人

之多。 
北京红十字蓝天救援队不仅参与了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盈江地震及最近的芦山地

震等大型救援活动，在日常还担负着北京周边地区

志愿救援工作，先后组织参与山野救援行动百余次。

蓝天救援队成员由当初单一的户外爱好者，逐渐发

展成为包括各类户外志愿者、专业搜救人员、医护

人员等相关人士的多元组织，并且不断朝着正规化、

专业化发展。 
北京市依托“志愿北京”网站、“北京应急网”

应急志愿者注册系统，搭建了北京市应急志愿者网

络信息平台，并逐步建立健全了志愿者招募的组织

体系，完善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志愿者的组织

建设和立法建设也在不断加强[16]。由北京市应急办、

北京市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已经培育出

了几支成效明显、社会认可、影响较为广泛的专业

应急志愿者队伍，这也对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朝着

专业化、正规化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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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急志愿者能力建设中的问题分析 

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是一所国家级专业

应急救援培训单位，兼顾专业救援队伍和志愿者队

伍的培训工作。通过对2008～2012年度基地培训各

类救援队伍训练的人数统计分析[12]，可以看出志愿

者队伍人数占到了总体学员的60%，具有明显的人

数规模优势，并且志愿者学员的数量也是逐年递增

的，参与培训的志愿者队伍类型多种多样。 
以2011～2012年北京市到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

练基地培训的数据为例，大致包括北京市红十字会

志愿者、北京市某科技公司、防灾学院大学生、清

华大学学生、蓝天救援队、北京市海淀马连洼地街

道办事处、玄奘之路志愿者、北京大学登山队和北

京市西城民防志愿者队伍等。通过归纳，若按照人

员构成对应急志愿者组织进行分类，可大致分为：

高校青年应急志愿者组织、社区街道应急志愿者组

织、企业志愿者组织、专业协会志愿者组织、慈善

应急志愿者组织、宗教应急志愿者组织（寺庙、基

督教教会）、民间草根应急志愿者组织和国际应急志

愿组织。 
虽然应急志愿者人数较其他专业队伍人数多，

但是培训时间却比较短。一般来讲，在国家地震救

援训练基地的专业救援队伍一次训练至少要持续

2～5周左右，每年要训练两次；而这些志愿者队伍

的训练大多在1～3天左右，每年一次。由于时间较

短，专业救援队和志愿者队伍在培训课程体系上也

相差很大。专业救援队培训分为初、中、高三个级

别和综合演练等科目，志愿者队伍培训多为急救包

扎、烟感逃生等地震自救互救科普课程，尤其在大

规模地震救援组织协作方面缺少训练。志愿者一般

都是兼职从事培训，所以很难单独抽出更多的时间

进行应急训练。 

 
图8  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近年来应急培训人员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地震救援训练基地2008-2012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

业应急救援志愿者。在他们的培训和演练中发现，

他们兼具志愿者组织的人员类型特征，但却表现出

较为专业的救援技能水平，组织协作能力也很强。

比如北京红十字会蓝天救援队、北京红星救援队等。

结合北京市应急志愿者统计数据及国家地震救援训

练基地历年对志愿者培训的经验来看：（1）不仅是

北京，乃至全国应急志愿者动员潜力和数量巨大；

（2）目前各类应急志愿者专业水平普遍较低；（3）
不仅是北京，包括其它省份地区，针对应急志愿者

能力的培养和组织管理还存在较大不足；（4）一些

专业应急志愿者队伍开始出现并值得信赖。 

四、对策与建议 

汶川、玉树及芦山地震救援行动实践表明，大

型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已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能够

独立承担的工作，而应是全社会应急救援力量的总

和。另一方面，随着首都志愿事业不断发展，投身

参与应急志愿服务的专业志愿者如潮涌现，社会对

此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在这次芦山地震救

援行动中，关于志愿者“加堵添乱”，甚至有志愿者

在救援行动中因缺乏专业技能而丧命的现象，也揭

示出这些社会救援力量对应急处置很不熟悉，救援

理念、方法、技术、设备都与实际要求有相当的差

距，使社会救援力量还较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建议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政

府部门重点从以下方面加强应急志愿者力量的建

设：（1）要对社会上的应急救援资源存量信息有较

为准确的掌握，对其素质、能力等要素有充分的了

解和评估；（2）建设应急志愿者网络信息平台和应

急志愿者队伍信息数据库，并按照专业、特长分为

不同类别完善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3）要根据

潜在灾害风险分布及灾害救援的不同阶段来，针对

性的布局、建设与调度使用应急志愿者力量；（4）
从专业应急救援需求出发，对一些社会自发救援协

会或团体给予适度支持，培养出几支成效明显、社

会认可、影响广泛的专业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并

对社会专业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起引领和示范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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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rescue activities of Lushan Earthquake, we can see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NGO in 

emergency rescue, but quite a few problems are still in existence. In recent years,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volunteers. In this paper, we make a survey and analysis on the 
emergency volunteers in Beijing from the respects of development situation, abilities, training and the professional 
emergency volunteer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emergency volunteers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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