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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风险社会背景下,可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应急

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情景分析是对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研究的分析方法和实践

工具,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具有高度契合性。 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

景分析为研究对象,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宏观审视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研究的趋势

与规律;微观上从理论修正与拓展、流程调整与规范、方法应用与实践三方面解构应急管理情景

分析研究的内容与热点。 结果表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尚未形成清晰的研究主线,但具

有较大潜力;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但本土化研究相对较缺乏;当前研究不能满足实践需

要,重大突发事件高度复杂性倒逼情景分析研究。
关键词:情景分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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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isk society,the foreseeable and unforeseeable risk factors signifi-
cantly increase,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pability. Scenario analysis is an analytical method and practical tool to study
the uncertain future. Emergency management highly relies on scenario analysis for investigating
uncertain factors. Taking the situation analysi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
per put forward a knowledge graph by CiteSpace to examine the trend and law of the
research. Specifically, it probed into the contents and hot spots of micro - deconstruction scenario
analysis from theoretical revision and expansion, process adjustment and specification, method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cenario analysis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has
not formed a clear research paradigm,but it has great potential;the research content is diversified,but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is relatively deficient;Current research can not meet practical needs,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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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complexity of major emergencies invites scenario analysis research.
Key words:scenario analysis;emergency;emergency management;CiteSpace

　 　 情景分析是在回顾分析历史的基础上对未来

趋势进行一系列合理的、可认可的、大胆的、自圆其

说的假定[1],通过严密而详细地推理展示未来的

发展方向、路径及其可能性,是实际数据、人的直觉

和创造力的结合[2]。 其诞生与西方国家对未来的

预测需求及错综复杂的环境演变密不可分。 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类突发事件频发,社会环境发

生了深刻变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

秩序的混乱,采用“过去—现在—未来”单一逻辑

的传统预测方法不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将
历史数据和情景参与者对未来的看法结合起来,对
未来做出一系列可能的详细描述,考虑如何利用机

会并避免潜在威胁”的情景分析登上历史舞台[3]。
从 1962 年利用情景分析法验证古巴导弹危机,到
20 世纪 70 年代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成功预测

并应对石油经济危机,该方法得到广泛认可。 随后

逐步应用到能源需求、经济评价和预测以及气候变

化等领域[4-7]。
在应急管理领域,情景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缩

减与预防阶段的应急准备工作,以及在响应阶段进

行的应急响应活动,特别是对应急实时决策的情景

支持。 但情景分析的价值仍未被充分挖掘,在应急

管理领域研究仍十分有限[8]。 因此,加强对情景

分析的系统认识,面向突发事件复杂场景,拓展应

急管理情景分析的本土化研究,对提升我国突发事

件应急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以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情景分析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双重

视角审视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研究的内容与趋势,客
观全面展现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情景分析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研究设计

1. 1　 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为情景分析,它的提出和发展是对传

统预测技术“失灵”问题的一种调适。 情景分析具

备如下特点:一是注重全面考察内外部环境的影

响,在对关键不确定性因素和重要驱动力识别的基

础上,融入宏观背景与相关因素,审慎考察事物发

展的多种趋势,综合识别风险因素,展现出多种可

能的发展趋势;二是融定量和定性于一体,采取多

种技术手段处理相关专家的经验判断并计算关键

影响因素发生的概率以及情景概率,继以情景故事

的方式展开描述,完成情景构建。 因而,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中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与情景分析具

有高度契合性。
1.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含扩展版)。 “情景法”的应用,
常与规划、分析、思考相连接。 综合国内关于“情
景分析”的多种理解和表达,将文献检索式设定

为:主题 = “情景分析”或“情景构建”或“情景规

划”;检索条件 = “精确”,发表年度为 1992—2021
年,共获得 1 821 篇文献。 为保证文献的聚焦性与

代表性,以“应急管理”或“突发事件”或“公共危

机”或“灾害”为次要主题进行二次筛选,剔除书

评、专辑序言等非典型性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145 篇。
1. 3　 研究方法

(1) 文献计量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绘
制知识图谱。 通过共词分析提取关键信息和关键

词聚类分析,从主题、凸显词和时间序列图分析研

究态势,宏观审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的研

究趋势。
(2) 文献内容分析。 主要从理论的修正与拓

展、流程的调整与规范、方法的应用与实践三方面

微观解构情景分析的研究内容。

2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研究的宏观

审视

2. 1　 研究概况

2. 1. 1　 发文量分析

从发文量看,文献集中在 2006—2021 年间

(图 1)。 发文量变化情况有以下特征:
(1) 情景分析应用于我国应急管理研究始于

2006 年,以“解读未来发展不确定性的情景分析

法”一文为代表[9],但该文仅对方法进行初步

介绍。
(2) 2008—2014 年相关文献发表数量逐年增

加,于 2014 年达到该时期峰值(15 篇)。 文献主题

以自然灾害居多,特别是“巨灾情景清单”的构建

带动了相关研究,在互动过程中体现了学术界对政

策与实践问题的回应。
(3) 2018—2020 年发文量增长较快,该时期

发文量增长与网络舆情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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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分析研究有关,体现时代需求与特点。
2. 1. 2　 核心作者及其合作情况

根据普莱斯定律,该领域核心作者(表 1)的最

低发文标准通过下式计算:

M = 0. 749 Nmax

式中,Nmax 为该领域发文最多作者的发文数。

图 1　 年度发文数量

Fig. 1　 Annual publication quantity on emergency management Scenario Analysis studies

表 1　 TOP10 核心作者相关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OP10 high-yield authors

序号 作者姓名 发文量 初始发文年份 所属研究机构

1 王永明 5 2015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

2 夏登友 4 2014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3 刘德海 4 2011 　 东北财经大学

4 李群 3 2016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5 王建飞 3 2015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6 于振 3 2016 　 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7 杨峰 3 2016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8 赵宇 3 2012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9 盛勇 3 2015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10 姚乐野 3 2016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由表 1 知,王永明发文最多(5 篇),其次是夏

登友(4 篇)和刘德海(4 篇),且这 3 位学者的文献

初始发文时间较早,引用次数较高,具有一定权

威性。
核心作者合作关系如图 2 所示,相关学者或

独立或合作而形成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王

永明关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构建的技术和

方法,侧重中宏观研究;夏登友团队聚焦于灾害

事故的情景分析;刘德海团队则利用情景分析关

注邻避等社会安全问题,构建优化群体性事件情

景模型。 但从整体看,应急情景分析研究领域尚

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稳定的研究团体,表现为两个

图 2　 核心作者共现图谱

Fig. 2　 Co-occurrence map of core authors

方面:一是团队规模较大但发文量较少,如以孙

磊为代表的团队规模较大,但其成员仅有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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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作,尚未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二是发文量

较多却尚未形成规模化团队,部分作者有一定合

作力度,形成研究团体,但大多是 2 人或者 3 人合

作,团队规模较小。
2. 1. 3　 研究机构及其合作情况

借助 CiteSpace 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的知识

图谱共有 197 个节点,152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 007 9(图 3)。 从类型看,研究机构主要包括高

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但相关科研成果主要集中于

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9 篇)、清华大学(8 篇)、国
家行政学院(4 篇)、四川大学(4 篇)等,表明高校

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力量。 但从整体看,机构间合

作网络联结较少,多是独立或机构内部合作,且发

文量相对较少。

图 3　 研究机构共现图谱

Fig. 3　 Co-occurrence map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2. 2　 研究趋势与规律

2. 2. 1　 基于关键词聚类的研究主题分析

立足于相关文献,绘制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共有 227 个关键词节点,407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

0. 015 9(图 4),聚类模块值为 0. 729 8(大于 0. 3),
说明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为 0. 894 1
(大于 0. 7),说明聚类令人信服;形成情景分析、突
发事件、应急准备、应急管理和情景要素 5 个主要

聚类。 从关键词的频次来看(表 2),情景分析、情
景构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等关键词的节点较大,
且颜色比较鲜明,说明既有文献对核心关键词的研

究较多且深入。 从关键词中心性来看,突发事件、
情景分析、情景构建、应急管理、应急演练和应急决

策 6 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均大于 0. 1,是当前研

究热点。 从关键词信息来看,既有研究对核心关键

词进行分解细化,如应急管理类型方面,对突发事件

关注较多,其中事故灾难情景分析较为突出,且随着

数字化、信息化的发展,网络舆情情景分析成为热点;
从应急环节来看,情景分析在应急演练、应急准备、应
急决策和响应环节的应用较为广泛。 既有研究对情

景分析的应用也不断深化,更多侧重情景构建以细化

应急准备要求,提炼情景要素以完善分析流程。 此

外,情景模型、情景推演等技术研究也在不断丰富。

图 4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 4　 Clustering map of keyword

2. 2. 2　 基于凸显词的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CiteSpace 5. 8 软件提取既有研究的专业

术语(图 5),进行关键词突变分析。 由图 5 知,突
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的研究热点呈现 3 种

特征。
(1) 从整体看,研究热点具有时代性。 特别是

近年来,研究热点逐渐体现出时代性,如在大数据

背景下关注网络舆情的情景演变,在疫情背景下强

调公共安全尤其是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情景分

析涉及应急管理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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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频关键词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度 初始出现年份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介中心度 初始出现年份

1 情景分析 37 0. 65 2010 10 知识元 4 0. 03 2013

2 情景构建 25 0. 23 2012 11 应急资源 4 0. 06 2013

3 突发事件 22 0. 39 2006 12 大数据 3 0. 03 2019

4 应急管理 21 0. 22 2009 13 公共安全 3 0. 01 2018

5 情景推演 7 0. 09 2015 14 化工园区 3 0. 04 2017

6 应急演练 6 0. 16 2017 15 暴雨内涝 3 0. 01 2013

7 应急预案 5 0. 02 2015 16 自然灾害 3 0. 04 2012

8 演化博弈 4 0. 02 2014 17 情报感知 3 0. 01 2016

9 情景要素 4 0. 09 2017 18 应急决策 3 0. 12 2013

图 5　 TOP15 凸显词图谱

Fig. 5　 TOP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2) 从类型看,研究热点侧重自然灾害的情景

分析。 2011—2015 年凸显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暴雨内涝”等关键词,其持续时间较长,不仅有对

自然灾害的宏观分析,亦有对不同灾害类型的微观

分析。
(3) 从环节看,研究热点侧重对应急准备的情

景分析。 2013—2019 年凸显出“应急资源、应急准

备、应急预案与应急演练”等关键词,该环节的情

景分析逐渐深化,研究延伸到应急准备的具体内

容,如应急演练、应急预案、应急资源配置等。 另

外,由凸显词的时间分布可知,情景分析的研究热

点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呈现解

决社会关注问题的趋势。
2. 2. 3　 基于时间序列图的研究演进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中的时空序列(图
6),将相关研究划分为 2 个阶段。

图 6　 关键词时间序列

Fig. 6　 Time series of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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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起步探索阶段(2006—2010 年)。 关键词

主要有“未来发展、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预评估类

比法、情景分析”等。 该阶段研究初步实现了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与情景分析的结合,但为数不多的文

献主要关注突发事件应急情景分析的初步解读和

宏观运用,缺少实证研究。
(2) 创新融合阶段(2011—　 )。 相关研究快

速增加,绝大部分高频关键词在该阶段出现,其内

容呈现出多元性特征。 一是研究主题更加丰富。
情景分析法更加广泛地适用突发事件的多种类型,
如气候变化、暴雨内涝、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事

件;城市拆迁、网络舆情等公共安全事件;化工园

区、交通运输、城市水电气热等事故灾难;新冠肺炎

等公共卫生事件等。 二是研究维度更加多元。 情

景分析法与应急管理的多环节相结合,如应急准

备、应急响应、危机学习等;关注到情景构建、情景

演变、情景模型、情景推演、情景要素等具化内容,
体现鲜明的时代需求和特点。 三是研究手段更加

系统。 情景分析法与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如仿

真、博弈、模拟测试、桌面推演、优化模型等,不断优

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情景表达。

3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的微观解构

情景分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我国,直到 2006
年才逐渐在应急管理领域得到应用。 但当前国内学

界对情景分析研究仍不能满足实践需要,相关文献并

不多。 现有文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修正与拓

展、流程调整与规范以及方法应用与实践三方面。
3. 1　 理论修正与拓展

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特

征,往往难以预料。 将情景分析应用到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中,需对其进行适当地修正和拓展。 学者对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采用三种修正与拓展形式。
3. 1. 1　 重新界定突发事件情景的概念

从静态角度分析,突发事件情景是“无数同类

事件和预期风险的集合” [10],是未来可能面临的风

险和挑战。 静态视角下的情景是一种可能性,体现

着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共性和规律。 从动态角度分

析,突发事件情景是“决策主体正在面对的真实境

况” [11],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不断发展演变。 动态

视角下的情景是不断变化、调试的过程。 因而,静
态情景分析与动态情景分析基本涵盖突发事件应

急管理全周期的情景。
3. 1. 2　 丰富突发事件情景描述的形式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高度依赖情景,因而对情景

描述提出了更高要求。 模型是辅助情景描述和判定

的方式之一。 PSR(Pressure-Sate-Response)模型将

突发事件情景描述为突发事件的“压力、状态、响应

和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突发事件情景描述

更加高效、直观[12];基于知识元将情景表达细化为

“灾害事故(C)、致灾体(D)、承灾体(O)、应急救援

活动(A)” [13]。 动态贝叶斯网络模型也用来表示和

分析情景间的因果联系[14]。 也有借助相关方法辅

助情景描述和判定,如模糊规则推理[15-16]等。
3. 1. 3　 构建突发事件情景的模型和分析框架

从类型看,突发事件情景的模型构建主要集中

于灾害应急管理研究,如将孕灾环境纳入模型的构

建范畴[15];突出环境要素和承灾要素的作用[17];
从危险源形成、突发事件演化和应急响应三方面提

取突发事件情景的关键要素并构建模型[18];也有

学者在建立情景模型时突破了要素间独立状态,而
考虑情景要素的交互作用[19]。 此外,建立情景分

析框架是学者对传统情景分析进行修正的另一种

形式。 无论是“情景—样本—数据—决策行为分

析” 框架[20],还是 “情景—初级情景—对象—要

素”框架[21],都是学者对情景分析与突发事件应急

管理进行适应性和契合性分析的一种回应。
3. 2　 流程调整与规范

流程和步骤的规范是情景分析应用的前提和

基础。 由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复杂性,该领域情

景分析的流程得到了适应性调整,表现为静态和动

态两个维度(图 7)。

图 7　 情景分析流程设计

Fig. 7　 Process design of scenar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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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情景识别

情景识别是情景分析的基础和前提,包含情报

搜集和情景表达两个环节。
情报搜集是从海量、碎片化的信息中,利用物

联网技术、云计算等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进行信息采

集、分析和整理,提炼出与突发事件相关的各类数

据、信息等[22],包括突发事件发生时的环境信息、
案例信息、应急救援人员与物资信息以及相关专家

信息等。 情报搜集为突发事件情景分析主题和决

策焦点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撑。
情景表达就是通过各种数据模型或方法将搜

集到的相关信息转化为可以量化的科学语言或符

号[23],以提炼情景要素并描述要素之间的联系。
这个环节亦是建立在情报搜集的基础之上,为后续

的情景构建特别是演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3. 2. 2　 情景获取与可视化

情景获取与可视化是情景分析的关键和重点,
在这过程中,静态、动态情景分析具有明显区别。

静态情景分析侧重情景构建,包括情景梳理、
任务分析和能力评估三个环节。 其中,在情景梳理

环节,首先要识别影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关键因

素,包含外部环境(国家政策、技术条件等)和内部

环境等,在此基础上识别致灾因子,分析评估外在

驱动力(高度重要性的独立不确定性因素),辨别

突发事件的征兆信号;其次根据突发事件的早期信

号和外在驱动力构建未来危机可能会出现的情景,
选择 2 到 3 个焦点问题的情景(一般包含最好的和

最不好的),完善情景内容,发展情景逻辑[24]。 在

任务分析环节,形成可参照执行的情景任务列表并

进行任务分工。 在能力评估环节,确定完成情景任

务所需的能力,调研目前具备的情景任务能力,统
计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值并形成评估报告[25]。

动态情景分析则更加注重对情景演化的分析。
一般来说,演化情景包含初始情景—中间情景—结

束情景三种。 初始情景是突发事件发生时所表现

的态势的集合[26],是后续情景演变的基础,这一过

程主要是识别情景的关键影响因素;中间情景是复

杂多变的,某一因素的改变均可能导致情景的演

变,且有多种可能和演变路径;结束情景是突发事

件处置结束后面临的各种态势,可能会面临糟糕处

境或者出现其他衍生性事件,需对外在环境和不确

定性因素进行动态监测,做好风险识别和预警

工作。
情景构建与情景演化不是孤立存在,二者同时

存在于静态、动态情景分析中。

3. 2. 3　 情景描绘

情景描绘是情景分析的重要步骤,链接着情景

构建(或情景演化)与所采取的应对决策。 在情景

逻辑基础上,需基于真实的案例和专业知识对情景

进行“故事化”描述[27],探究突发事件的共性规律,
分析突发事件的灾难后果,并做好相应的决策方案

和心理准备。 情景描绘并不是完全隔绝在情景构建

环节之外,也有可能发生在情景构建的过程中。
3. 3　 方法应用与实践

情景分析是一种应用导向型方法。 在应急管

理应用方面,静态情景分析适用突发事件发生前对

各种可能发生情景及其影响程度进行思考和风险

评估;动态情景分析适用突发事件演变过程中对不

同情景进行分析并采取行动,并以“情景—应对”
为基本模式,对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实时分析和监

测,确定当前情景以采取解决方案。 针对不同阶

段,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呈现出不同特征。
3. 3. 1　 应急准备:“聚类型”情景的风险规避

“聚类型”情景是基于真实事件与预期风险所

凝练、集合、抽象而成的“虚拟事件”情景[10],它为

应急准备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导引和蓝图,属于静态

视角下情景分析。
(1) 基于情景分析进行应急预案编制研究,主

要体现在对编制方法的优化。 应急预案是针对可

能发生突发事件而事先制定的行动计划或方案,其
核心思想是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发生。
我国已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预案体系,但
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未充分体现应急准备理

念,结构不完整,内容缺乏针对性、具体性、可操作

性和联动性等[28],需增强其代表性和可调性。 基

于“情景—任务—能力”的编制方法[29] 能帮助应

急预案编制人员识别应急需求、明晰应急目标、规
范编制程序,为“风险识别、确定优先事项和应急

行动程序”等核心环节提供支撑[30],构建应急预案

的快速反馈机制,实现应急预案编制的微观创新。
(2) 基于情景分析进行应急培训与演练,主要体

现在模拟演练的设计和技术突破。 应急培训与演练

是对预案的仿真与推演,在演练基础上运用结构相似

度方法获取更为有效的应急预案[31]。 与此相关多是

依据情景分析创新与优化应急演练的方法与模型,而
融入情景规则的情景演练模型则在一定程度上增添

无脚本演练成效[32];基于“情景—任务—能力”技术

路线进行“双盲式”综合演练活动,具有可操作性和针

对性,且事故情景增加可在更大程度上锻炼应急队伍

能力[33];针对不同情景的仿真系统设计增添了模拟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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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真实感,为其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34]。
(3) 基于情景分析进行应急资源规划,主要体

现在应急资源需求分析和应急资源布局。 应急资

源需求的情景刻画可从情景描述、资源任务和保障

三个维度展开[35],在需求差异影响下,需针对不同

需求情景评估应急资源保障能力[36],分析应急物

资储备水平。 应急资源布局包含选址和调配两方

面,与此相关研究多是基于情景分析构建应急资源

布局的模型和算法并不断优化,如在设置随机规划

模型时引入情景发生的概率,刻画灾难发生的场景

和后果,反映突发事件不确定性,优化应急储备库

布局方案[37]。 也有学者指出,基于情景松弛的鲁

棒优化算法更有效[38],多情景模式下应急资源精

益配置模型对此进行改进,改进的差分进化算法保

证了不同情境下最优资源配置方案的有效求

解[39]。 此外,对应急准备能力评估多是依赖情景

构建技术,从准确性、及时性和充分性等维度展开,
寻求能力评估的优化方法[40]。
3. 3. 2　 应急响应:“决策型”情景的组织应对

“决策型”情景是决策主体面对的事件发生、
发展的“情势”和“景况”的结合[41],是一种动态发

展的情景,属于动态视角下的情景分析。
(1) 基于情景分析强化对应急情报资源的感

知。 突发事件发生后,基于情景的应急决策问题更

加细化,需及时依据情景中新产生的信息和相关情

报动态地制定应急方案[42]。 以突发事件生命周期

为轴,由基础情报、实时情报、衍生情报和经验情报

组成的应急决策情报资源集合[43],是突发事件应

急决策的必备要件。 把握情景应对下的多源异构

情报资源感知机理[44],运用情景相似度突发事件

情报感知方法,可进一步提升已有情报的感知速

率,为后续情景构建和应急决策提供支撑[45]。
(2) 基于情景分析建构应急决策策略库。 突发

事件具有偶发性、复杂性、信息缺失性等特征,清晰、
全面的案例库将为应急处置提供决策参考。 无论是

以“常识、事实与经验、运算推理规则”为构建维度

的应急响应知识库[46],还是基于情景拆分进行策略

提炼所构成的应急响应策略库[47],都是提升应急决

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 此外,结合模糊规则推理方

法进行突发事件的情境重构,为相似突发事件处置

建立参考情境库,能够实时更新对突发事件的情景

描述,为决策和方案的生成提供实时信息[25]。
(3) 基于情景分析协调决策主体生成应急处

置方案。 应急决策实质是协调参与应急决策诸部

门的利益,优选应对突发事件相对满意的应急处置

方案。 “情景—沟通—合作—共识 /认同—行动”
的动态应急决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不同情

景下应急主体的指挥和协调,运用协同应急决策方

法动态修正决策方案[48],增强决策方案的可行性

和准确性。 此外,利用共性知识模型搭建的突发事

件链,也有利于增强对相似突发事件的认识,为应

急决策以及处置方案的生成提供支持[49]。

4　 结论与展望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情景分析的既有研究进行计量分析,绘制知识图

谱,从宏观视角审视研究整体概况;并从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生命周期出发,将既有研究置于静态情景

分析和动态情景分析的分析框架中,描绘该领域中

情景分析的研究动态,微观解构情景分析法的本土

化实践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情景分析研究领域的

发文数量较少,相关研究比较薄弱;但近年来已呈

现出增长趋势,发文量在波动中增加,表明将情景

分析应用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是具有较大潜力。
特别是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的情景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从发文年份来看,发文

数量与时代需求具有关联性,体现了研究对社会问

题的关注和回应。
(2) 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时间较早,被

引次数较多,具有较高权威性。 但作者间合作较为

薄弱,尚未形成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需进一步加

强合作交流的强度;研究机构主要包含高校、科研

机构和企业,但大多是局限于机构内部的合作,外
部交流较少,需要立足于各种机构的研究特色和优

势,加强内部与外部的双向联系。
(3) 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主要围绕“情景分析”

“应急管理”“突发事件”“情景构建”等核心关键词展

开,并逐步深化;研究热点持续时间较短,具有明显时

效性,并积极回应社会关注;当前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情景分析研究处于创新融合的发展阶段,未形成清晰

的研究主线,但有关各个灾害情景的构建研究将持续

成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4) 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如

理论的修正与完善、流程的调整与规范以及方法的

应用与实践,但本土化研究相对较缺乏。 同时,在
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情景构建过程不规

范、情景缺乏代表性、情景逻辑不完整等;部分研究

成果仍停留在介绍情景分析的基本含义和操作流

程层面,缺乏实质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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