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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预警管理视角来看,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人、场馆、环境和管理四方面等因素。依据预

警管理原理, 对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预警管理主要应从预警分析和预控对策两方面来实现。其中,预警分析

过程包括对赛事突发事件的预警监测、预警识别和预警诊断; 预控对策包括应对突发事件的组织准备、潜在诱因的

日常监测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危机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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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竞技体育历史上,奥运会和其它重大体

育比赛曾有过多次严重的突发事件。 � 9. 11事件 �

彻底改变了奥运安防体系, 它使得现代奥运会所面

临的首先是安全问题,其次才是竞技与奖牌。
[ 1]

�拉
萨 3. 14事件 �、�家乐福抵制事件�以及奥运圣火传

递过程中的系列事件, 进一步向人们昭示着大型体

育赛事突发事件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社会

生活的深刻影响。球迷骚乱和足球暴力像瘟疫一样

在世界各地蔓延,其发展已演绎成为一种不可回避

的严重社会问题。对突发事件进行预警管理研究,

旨在采用预警预控的方法, 实现对赛事突发事件的

有效预防和事后及时救援, 以减少赛事因突发事件

造成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损失。
[ 2 ]
在对大型体育赛

事突发事件的研究过程中, 识别突发事件的潜在诱

因,是确立预警指标体系及标准, 进行预警监测,做

出预控与应急决策的基础和前提。目前, 我国对于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界

定。参考学术界有关大型体育赛事和突发事件的含

义,本文把大型体育赛事中的突发事件界定为:在大

型体育赛事承办期间所产生的,会严重影响和危害

赛事的顺利举行,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

的各种突发事件。

一 预警管理理论概述

(一 )预警管理理论基础及其基本原理

预警管理的基本原理是:预警管理人员依据预

警目标确立不同的预警监测指标, 并用这些指标对

预警管理对象实施监测,发出不同的预警信号,从而

为管理者的预控与危机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预警管理理论建立在系统非优理论与控制论的

基础之上。从系统非优理论来看, 预警管理是从系

统非优角度出发, 在获得系统 �非优�成因、表现形

式以及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制定反映系统 �非优�的
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预警管理手段,使系统恢复

到 �优�状态,尽量使系统处于 �非优 �状态的时间缩

短,造成的损失最小的管理过程。从系统控制论的

角度来看,预警管理实质上是一个控制过程,是控制

论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具体应用; 预警管理是以防范

系统发生危机为目标,从逆向角度防范系统不出错

的情况下, 使系统始终处于安全状况的控制行

为。
[ 3 ]

(二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内涵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 是指在大型

体育赛事的组织过程中,根据预警管理原理,赛事的

安全管理部门收集可能影响赛事顺利举行的各种突

发事件的信息与情报,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甄

别与评估,确定可能导致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

典型诱发因素,据此建立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和突发

事件安全阀值,并在此基础上输出突发事件预警信

号, 最后根据不同级别的预警信号, 作出不同的控

制、防范、规避或者应对的决策, 最大限度地降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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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能的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损失。

二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成因分析

根据预警管理原理, 突发事件的致灾机理是

�人 ! ! ! 机 ! ! ! 环境�要素不和谐所。[ 3]而在大型体
育赛事中, 突发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则是 �人 ! ! !

场馆 ! ! ! 环境�三大要素互相作用的结果。

(一 )人的因素

在大型体育赛事中, 人的因素主要包括赛事参

与人员和管理人员两方面的因素。其中赛事参与人

员包括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观众、媒体人员、保

安、志愿者等。赛事参与人员因素导致的突发事件,

如兴奋剂问题、球场暴力突发事件、球迷与维护秩序

保安的冲突、球迷之间的冲突、球迷与客队球员的冲

突、球迷或球员对裁判判罚的不满、媒体的大事渲染

对球迷情绪的影响;管理人员因素导致的突发事件,

如场馆安检措施不到位、安保力量的薄弱、安保应急

措施的不到位等。

(二 )场馆因素

影响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场馆因素, 主要包括

场馆主设施系统和围绕大型体育赛事而配套的硬件

设施系统。场馆主设施系统包括消防、防震与避雷、

场馆通道的通行数量与方位、场馆照明、场馆观众席

位、场馆比赛场地、水电气等设施。赛事配套系统主

要有比赛器材与设备、新闻系统、网络系统、通讯系

统等。这两大系统的安全是关乎大型体育赛事正常

运转的 �硬件系统 �。
(三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是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所在城市的自

然环境、交通状况、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状况。其中

自然环境包括气象因素所导致的比赛延迟甚至取消

等。社会治安因素包括举办地所在城市对恐怖袭击

事件、政治抵制甚至是暴力事件的综合应急能力。

交通因素主要指举办地所在城市应对人数众多的大

型赛事的交通应急能力。 SARS危机以后, 公共卫

生因素也成为引发突发事件的又一大隐患。因此,

主办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传染病的防疫能力、对赛事

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都成为环境因素的内容。

(四 )管理因素

为了保证大型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 赛事管理

是关键环节。1972年 �慕尼黑惨案 �以后的历届奥
运会, 尤其是 � 9. 11事件�以后, 安保工作成了大型

体育赛事运作的头等大事。管理因素涉及对人、场

馆和环境在内的三大因素的管理。从管理的主体来

考察, 管理的因素包括赛事主办方的自身 (内部 )安

全管理和赛事举办城市所在地的应急管理机构 (外

部 )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内部管理主要在于主办方

的组织结构、组织效率、规章制度是否完备、管理人

员素质的高低等, 这些都是赛事突发事件的重要诱

因。外部管理主要看主办城市应急救援体系和紧急

救援机构是否完备,以及紧急救援的合作效率与手

段如何。

三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预警管理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预警管理活动,由预警

分析和预控对策两大任务构成。预警分析是对诱发

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各种因素进行识别、分析与评

价,并由此做出预示的管理活动。预控对策是根据

预警分析的结果, 对重大突发事件诱因的早期征兆

进行及时矫正、避防与控制的管理活动。

(一 )预警分析的内容

预警分析包括以下三个分析过程: 监测、识别和

诊断。

1、预警监测。监测过程要求把大型体育赛事活

动中的重要致灾因素确立为监测对象。根据上文对

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成因的分析, 监测对象包括

人、场馆、环境及管理四大因素。四大因素中又分别

包括成因论述中的各个子因素。监测两个环节: 一

是对活动过程的监测; 二是信息处理。过程监测是

对四大因素及其子因素活动的全过程、全方位的监

视。信息处理是对大量的监测信息进行分类、存储、

传播,建立信息档案,进行历史的和社会的比较。这

些信息档案中的情报是整个预警管理系统所共享

的,是整个预警管理活动的基础识别。通过对监测

信息的分析,可以识别大型体育赛事活动中可能发

生的突发事件的主要诱因或致错因素。

2、预警识别。识别过程的任务是判断哪个赛事

活动的环节正在变异, 即现实的事故诱因。识别的

另一任务是判断体育赛事活动中的某个 (或几个 )

环节已发生的异变可能导致的连锁反应,即导致突

发事件的动态发展趋势。如球场暴力事件中现实的

事故诱因是发生在参赛球员之间还是双方球迷之

间; 事件的发展趋势是在趋于缓和还是有继续恶化

的趋势。

3、预警诊断。诊断过程则是对已被识别的现实

致错诱因进行综合分析, 以明确哪个致错因素 (现

象 )是主要的突发事件源。如由于裁判的不公判罚

而导致的球员攻击性行为与球迷骚乱,裁判环节即

是主要的突发事件源。诊断的主要任务是在致错环

境中的诸多问题与现象中提出危险性最高、危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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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严重的主要因素, 并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和损失

评价 (包括赛事组织单位的损失和由此导致的社会

损害 )。

(二 )预防与控制的内容

预警管理活动的目标是实现对大型体育赛事突

发事件的早期预防与控制, 并能在突发事件发生时

实施危机管理方式。这种预控包括组织准备、日常

监控、危机管理三个活动环节。

1、组织准备。组织准备是指大赛的组委会为开

展预警管理的组织保障活动。它包括对突发事件对

策的制订与实施,以及制订相应的制度、规章、标准,

目的在于为预控对策活动和整个预警管理提供有组

织的保障。组织准备有两个特定的任务, 一是规定

预警管理体系的活动; 二是为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

件状态下的危机管理提供组织训练与对策准备,即

对策库。

2、日常监测。日常监测是指对预警分析活动所

确定的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诱因进行专门监控。

它有两个任务,一是日常对策, 二是危机模拟。日常

对策, 即对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预防与纠正,并

使大型体育赛事恢复到正常状态。危机模拟, 是在

拟定日常对策时发现赛事突发事件现象难以有效控

制,对有可能陷入更大灾害的危机状态的假设与模

拟,以此提出对策方案,为未来一旦进入危机状态做

好准备。大型体育赛事的日常监控对象, 主要是赛

事环境、参赛队伍及运动员、裁判员以及观看比赛的

观众。日常监控的重点是预警分析确定的大型体育

赛事突发事件的 �现实诱因 �与 �危险诱因 �。

3、危机管理。危机管理是指在大型体育赛事

中,因日常监控无法有效避免而陷入灾难性后果的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如 �慕尼黑惨案 �, 赛事组委

会甚至是政府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紧急状况下的管理

方式。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发生危机事件, 针对大型

体育赛事参赛运动员多、观众多的特点,在危机进入

紧急状态以后,要控制事态的蔓延, 建立防火墙, 隔

离危机。由组委会派专人去处理, 保证赛事能够正

常举行。危机应对机制一旦启动, 组委会就由平时

的非常严格程序化角色进入到一个非程序化角色。

因为很多信息不全,时间紧迫,这个时候的应对措施

就要更加灵活。危机应对包括危机计划、危机领导、

紧急应对、危机恢复等。当危机被克服之后,一项重

要举措就是要制定或调整计划,重新展开日常活动,

使组委会和工作秩序恢复到正常状态,对危机中的

死伤人员进行补偿,并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做出相应

的改进,以增强组委会对危机的免疫功能,预防危机

的再次发生。

从预警管理的视角来分析,大型体育赛事突发

事件是 �人 ! ! ! 场馆 ! ! ! 环境 �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突发事件产生的因素主要有人、场馆、环境和

管理四方面的因素。大型体育赛事突发事件的预警

管理可在成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预警分析, 并采取

包括组织准备、日常监测与危机管理在内的预警对

策。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重大体育赛事损失, 保证

运动员、观众等赛事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体育场馆

的财产安全,减少重大突发事件所带来的不良社会

影响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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