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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概念研究 

□李仕明  张志英  刘  樑  李  璞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  要]  非常规突发事件频发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极度的不确定性及其情景依赖

则是非常规突发事件最重要特征，对于情景的科学认识是有效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前提。首先对中英

文情景的本义进行了讨论梳理；接着对国内外情景的一般性概念进行了分析提炼，总结了情景的概念的

基本内涵；然后，把对情景概念的认识与非常规突发事件相联结，对国内代表性的情景概念的定义进行

了总结、提炼和分类；最后，根据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现实需求，将情景分为“聚类型”情景与

“决策型”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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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与资源能源、环境

生态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不同国家、区域、民族、

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区域性、全球性

的非常规突发事件喷发。非常规突发事件具有信息

高度缺失、前兆极不充分，高紧迫性、高突发性，

高不确定性、高危害性，潜在次生衍生灾害严重等

特点。非常规突发事件爆发，“情景”纷呈，瞬息万

变，预测难度极大甚至不可预测，导致传统的“预测

-应对”型风险管理模式“失灵”。因此，对于情景的

科学认识，成为有效开展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

和应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情景的概念，在教学方法、医疗救护、法庭审

理、计算机用户需求分析、战略规划等领域已得到

广泛的应用，但被引入风险管理，尤其是非常规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则还相当短暂。因此，对于

有效开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应急实践

而言，尤其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情景

的概念进行更深的挖掘。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多个

角度对情景的概念和内涵进行辨析。 

一、情景概念的一般性辨析  

（一）情景概念的本义 
1．国外的解释 
综合牛津大辞典等英文词典，关于情景的定义

可以归纳如下：1）戏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场所、

情节等；2）教学、实验等中的环境、环节等； 
3）想象或预测的事件；4）情景是对未来情况的一

种描述；5）表现一个事件从初始到未来的事态发展。

从国外的情景概念看，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一是指

特定的场所、环节、环境、情节与人物；二是情景

与事件、事件的发展和未来相关联。 
2．国内的解释 
“情景”的含义，综合辞海和百科全书，“情景”

被定义为：1）感情与景色，这显然是将情景作为“情”

和“景”的组合之后的直接表述，比如情景交融、

寓情于景、借景抒情，等等；2）景象、情形、情况

等；3）环境。 
比较国内外的情景概念，除了景象、情形、情

节、环节、环境等共性外，国外的情景概念多了事

件的发展、未来之义；国内的情景概念有更多国外

情景词义中所不同的“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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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景的一般性概念 
情景一词的使用，早期集中在文学、戏剧，取

其情节、场所、人物、感情与景色、景象之意，然

后延伸到教学、医疗救护、法庭审理、心理治疗等，

取环节、情形、情况、环境之意。有文献显示，“情

景分析”或者“情景规划”在20世纪50年代由兰德

公司的赫尔曼·凯恩引入计划、规划、战略等领域[1]。

“情景”一词则最早出现在1967年Herman Kahn和
Wiener合著的《2000年》一书中。他们认为：未来

是多样的，几种潜在的结果都有可能在未来实现；

通向这种或那种未来结果的途径也不是唯一的，对

可能出现的未来以及实现这种未来途径的描述构成

一个情景[2]。此后，理论界对情景的研究热情渐起。

但是，在总体上还没有突破凯恩的高度。 
和国外比较，在2008年以前，国内对于情景的

研究要晚得多。1994年，上海海事大学宗蓓华教授

在战略预测中的情景分析法定义情景“是对事物所

有可能的未来发展态势的描述。描述的内容既包括

对各种态势的基本特征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也包括

对各种态势发生可能性的描述”  [11] ，与Herman 
Kahn和Wiener的定义基本一致。 

综合国内外的情景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情景概

念：情景可以表述为是对事物所有可能的未来发展

态势的描述。情景具有如下内涵：第一，情景具有

“未来”、“非预测”、“不确定”、“可能结果”（状

态、趋势）等基本特征；第二，情景是对事件未来

发展态势的描述，包括可能的想象和假设；第三，

情景表现一个事件从初始到未来的事态发展；第四，

情景不是预测，也不是想象，而是一种被期望的未来。 

表1  国外对情景概念的研究 

年份 学者 情景定义 

1976 Gershuny[3] 情景是未来条件和事件的一般描述 

1982 Porter[4] 
情景它不是预测，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

结果 

1986 Georgoff & Murdick[5] 
情景时通过一系列当时的图景所表达的

假设的将来 

1987 Schnars[6] 情景是一组可能但不完全确定的未来 

1991 Schoemaker, Paul[7] 
情景是关于可能未来的特性描写，特别

关注因果关系、内部一致性和具体性 

1998 Finlay Paul[8] 
情景是关于未来可能状态的内部一致的

叙述 

2000 Ian Wilson[9] 
情景是对可能事件和趋势的个人分析与

关于未来的描述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2003 Metz, Hans[10] 
情景既不是预测，也不是想象，情景是

一种被期望的未来 

二、非常规突发事件与情景 

（一）关于情景研究的一般研究成果 
“情景”是应急决策和管理的基础，因而“情

景”成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的重要领域。

自2008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启动“非常规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以来，我国的

学者对“情景”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刘铁民教授定义重大

事件情景是一种依据对历史“真实事件”以及未来

“预期风险”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

凝练和集合成的“虚拟事件”情景，是在突发事件

发生前做出的一种“合理假设”[12，13]。这一定义对

于明确应急目标和编制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具

有引领性功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姜卉博士和黄钧教授将

情景定义为决策主体正在面对的突发事件发生发展

的态势，其中，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情景中的“态”

是指事件目前状态，是事件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由

事件自内在发展规律以及事件发生、发展之外力量

的干扰所共同决定的一个结果；“势”是指事件由当

前状态到未来的发展趋势[14]。这一定义为非常规突

发事件应急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电子科技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团队基于“情景”

的本意和延伸，将情景定义是基于某种主观意愿（意

图或目的）的，对事物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一种规

划与设计，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情势”和“景况”

的综合，在情景中，情势是一种趋势，体现为一种

过程；景况则是一种结果，体现为一种状态、状况
[15、16]。这一定义为研究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演变构建

了本体论意义的依据。 
除此之外，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方志耕教授定义

情景为“许多重要参数的集合”[16]，为情景模型构

建、定量情景分析、网络化情景推演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情景研究的一般分类 
大连理工大学王延章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李

向阳教授、同济大学韩传锋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刘

霞教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张文生研究员

等专家和研究团队对情景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这里简要介绍他们对情景的分类。 
1．广义与狭义 
大连理工大学仲雁秋教授等从广义与狭义两个

视角理解情景概念。所谓广义的情景，代表在整个

突发事件演变过程中所有灾害要素的集合；而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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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则仅仅是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过程

中的某一时刻所有灾害要素的状态集合[17]。灾害要

素包括事件本身以及事件所处环境中的各类要素的

集合。广义的情景定义是基于过程的，狭义的情景

定义是基于时间的。从广义的视野理解情景，可以

更加增强大局观，从狭义的视野看待情景，可以更

增强急迫感。 
2．主观与客观 
从主观方面看，多数学者认为，情景是决策主

体所面对的事件的发生发展态势，是在突发事件发

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的一系列事件及其状

态的组合，是对以往事件发生以及运行规律的认识

与收敛；从客观方面看，认为突发事件情景是一个

包含许多参数的集合。坚持情景的客观基础，要求

人们在突发事件应急实践中，一要尊重事物发展规

律，因势利导；二要在基于数据、历史，科学应对；

树立情景的主观意图，则能够激发人们在灾害、事

件面前有所作为。 
3．静态与动态 
情景既包括对各种态势基本特征的定性与定量

描述，还包括对各种态势发生可能性的描述。同时，

基于自身的研究意图与思路，王颜新对情景与情境

进行了辨识[18]。从静态视角分析突发事件，情景

(scenario)是对不确定环境中的突发事件在具体时刻

上的属性状态描述，对应着突发事件在某个时刻片

段节点上的集成表现。从动态视角研究，情境

(context)是情景发生、发展的上下文空间，涵盖了事

件情景相关的自然、社会、组织等结构因素和人的

知识、经验、心理等感知驱动因素，连接起一系列

事件情景。 
大连理工大学仲雁秋教授的研究团队也主张对

情景进行静态与动态划分。他们认为，所谓静态视

角的情景是对事件当前状态的描述，是突发事件的

情景快照；动态的情景主要是对情景演变的研究。

情景快照可以明晰情景结构要素，研究情景演变过

程则明确演变路径、演变诱因，控制事件恶化。 
“情景-应对”型非常规突发事件是情景依赖

的，从而决定了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动态性是天然的。

情景研究，正是要通过对情景演变过程的刻画、分

析，揭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演变规律，为应对提供

理论指导。而情景的静态观为人们研究其动态性提

供了途径——正是一系列的静态景况展示了情景的

动态变化。 
“情景-应对”型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

中的情景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相融合、静态与动态相

交织、广义与狭义相结合的。 

三、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景层次 

对于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的概念，虽然有着某

些共识的成分，但是对于情景的认识远未达到共识。

这固然与研究者不同的研究意图、专业背景、研究

路经有关，但无疑也与研究的对象——非常规突发

事件的复杂性有关。然而，情景的研究对于开展非

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理论研究如此重要，对情景

概念上取得 “共识”已经成为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研究的当务之急。 
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的使命之一是满

足国家和社会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实践的现实

需求。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要求超前性、

针对性和致用性三性合一，研究的源头是需求，研

究的归宿也是需求。通过对国内外非常规突发事件

的案例分析，应急管理有着不同层次、阶段的目标、

任务与需求。我们对应构建了三种与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相关联的、具有某种内在关联性、差异性、层

次性的“情景”概念，本文将这四种情景简称为“聚

类型”情景、“决策型”情景和“任务型”情景。 
（一）“聚类型”情景（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

关的情景） 
编制应急预案是人类目前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

范式，“聚类型”情景为编制应急预案提供了一种导

引和蓝图。在这里，情景是无数同类事件与“预期

风险”的集合，其共性和规律可作为编制应急预案

时的依据。 
“聚类型”情景的范本是《美国应急规划情景》。

“9.11”恐怖事件后，美国痛彻地感受到了面临的

风险与挑战。于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组织了1500名
应急管理官员与科学家，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收集

了从事件的初始来源、事件的破坏、波及范围、复

杂性及长期影响等多个维度分析了（聚类、归纳、

收敛）美国以及全球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突发事件典

型案例，归纳出包括爆炸物攻击、核爆炸、核辐射、

炭疽气与食品污染生物学攻击、有毒工业化学品与

神经毒剂化学攻击、特大地震于大飓风等自然灾害、

计算机网络攻击、传染病爆发等在内的15种美国面

临的最严重的风险和挑战——《美国应急规划情景》

的“情景”，成为美国制定应急预案最优先考虑的应

对目标。这15种情景又被进一步整合为8种情景组，

比如，自然灾害情景组就包括特大地震和大飓风两

种情景；生物学攻击包括炭疽气、食品污染、体表

损伤皮肤疾病及一般生物学攻击等4种情景；化学攻

击情景组则包括了一般化学攻击、有毒工业化学品、

神经毒剂、氯容器爆炸等4种情景。由此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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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类型”重大突发事件的情景，是一种基于“真

实事件”与“预期风险”（基于社会环境、资源能源、

生态气候、地理地质等预期可能产生的非常规突发

事件风险）而凝练、集合、抽象成的“虚拟事件”

情景，代表性质基本相近的事件和风险，体现出各

类事件的共性与规律[13]。在这里，“情景”不是传统

的“典型案例”，也不是一个具体事件的投影，而是

无数同类事件与预期风险的集合。因此，这种情景

的概念是“宏观性”、“客观性”的或者“战略性”

的，是一种基于事件自然属性的、没有人为干预的

“情景”概念。 
（二）“决策型”情景（与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

决策有关的情景） 
实际上，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地理地质气

候条件、国家应急准备战略需求以及民族宗教文化

等的不同，纵使是同种类型的突发事件，比如，特

大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与发生在荒芜

人烟的戈壁沙漠，应对预案截然不同。纵使发生在

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是发生在夜黑风高、滴水成

冰的隆冬深夜还是发生在风和日丽的白昼；是发生

在海滨城市还是发生在山城，都有着完全不同的事

件演化，应急管理的举措和模式也截然不同。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时，情景是决策者

赖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但是，应急决策中的情景

不同于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或针对某类突发事件

事前进行资源布局而假设的情景。这种不同表现在

决策情景上，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主体，往往

面对高不确定性、高急迫性、高破坏性的巨大压力，

受到有限信息、有限资源、有限时间的刚性约束。

不仅如此，决策情景还在急速演变。基于应急决策

主体所面对的独特情景，我们还需要构建一个“决

策型”情景的概念。“聚类性”情景主要关注情景的

类别，关注情景的“景”，“决策型”情景则更多关

注情景的“情”。 
中文中的情景，从构词法来看，是一个并列组

合词，能够拆分为“情”和“景”两个词。因此，

可以分别从“情”、“景”并综合“情”“景”来理解

其含义。“情”，不仅表现一种情形、情况，但更是

一种情势，如军情、灾情等，更多的蕴含演变的、

趋势化或者动态性的情势；“景”，景况，景象，是

对事物或者事物状态的一种描述，主要表现为外在

的，显现的、状态化或者静态性的景况。 
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时，情景中的“景

况”体现为一种状态、状况，是事件从过去的时段

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结果，表现事件当前所处的状态，

这个状况是由事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事件发

生发展过程中人为干扰所共同决定的；情景中的“情

势”反映一种趋势、走势，代表事件在当前状态 (即
“景况”)基础上的未来发展趋势，这种“情势”，

也是由事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事件发生、

发展之外力量，如应对举措、应急策略等所共同决

定的。因此，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中，情景

是“情势和景况的结合”，是一种决策主体所面对的、

主观与客观相融合、静态与动态相交织、广义与狭

义相结合的事件发生、发展的“情势”和“景况”。  
（三）“任务型”情景 
非常规突发事件是如此的复杂，非常规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不仅需要确立

应急管理的目标、编制应急预案、配置应急资源、

开展应急培训与演练、进行应急应对决策等，还需

要进行包括生命救援、应急供应链构建与有效运行、

应急救援的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抢险与保

障、受灾人员紧急安置、地质次生灾害治理、疾病

次生衍生耦合灾害治理等任务型、功能性的应急管

理实践，面对与编制应急预案、进行应急决策不同

的情景，我们将这种情景称之为任务型或者功能型

情景。 
任务型情景是对事件发生前后有关情形一种假

设，包括未来可能发展发展态势的确认，各种态势

的特性及发生可能性描述，各种态势的发展路径分

析三大部分的内容。它是对事态发展一种假设、规

划与设计，即通过分析对未来发展造成影响的因素

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各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以详

细的、严密的推理和描述来构想未来各种可能方案，

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和战略措施。 

表2  不同层次的非常规突发事件情景概念 

 基本内涵 特征 

聚类型情景

基于“真实事件”与

“预期风险”而凝

练、集合、抽象成的

“虚拟事件”情景 

“情景”不是传统的“典型案例”，

也不是具体事件的投影，而是无数

同类事件与预期风险的集合。代表

性质基本相近的事件和风险，体现

出各类事件的共性与规律 

决策型情景

 “情势和景况的结

合”，是决策主体所

面对的事件发生、发

展的“情势”和“景

况”。 

决策是情景依赖的，情景是不断演

化演变的，情景是主观与客观相融

合、静态与动态相交织、广义与狭

义相结合的 

任务型情景

是对未来情形以及

使事态由初始状态

向未来状态发展的

一系列事实描述 

通过对未来详细的、严密的推理和

描述来构想未来各种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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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cenario Concepts of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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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ssential feature of our time is the frequency of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whose striking 

features are extreme uncertainty and scenario dependence. The foundation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have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situation. This thesis firstly discuss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situation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sums up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scenario concepts by analyzing and refining their general concep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it summarizes extracts and classifies the representative definitions of domestic scenario 
concepts by associating the recognition of scenario concepts with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At las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unconven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divides situation into two parts, namely 
clustering type and decision-making type. 

Key words unconventional emergencies; emergency management; scenario; clustering type;  
decision-making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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