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

 

 

 
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西华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四川省

专业名称： 应急管理

专业代码： 120111T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申请时间： 2021-07-08

专业负责人： 项勇

联系电话： 13880981693

教育部制



1.学校基本情况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西华大学 学校代码 10623

学校主管部门 四川省 学校网址 http://www.xhu.edu.cn

学校所在省市区 四川成都四川省成都市
金牛区金周路999号

邮政编码 610039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o教育部直属院校 o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þ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o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o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o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o农学 o医学 þ管理学 þ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曾用名 四川工业学院

建校时间 196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60年

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评
估类型 审核评估 通过时间 2018年04月

专任教师总数 1894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958

现有本科专业数 94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8086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8925 近三年本科毕业生平均
就业率

94.72%

学校简要历史沿革
（150字以内）

西华大学始建于1960年，1972年更名成都农业机械学院， 1983年更名四
川工业学院。2003年与成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西华大学，2008年
四川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并入。学校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工、理
、管、法、经、艺、文、教、农、医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现有27个学院
，94个本科专业。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2017年停招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2018年增设健康服务与
管理、飞行器适航技术、知识产权，停招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服装与服饰
设计；2019年增设劳动与社会保障、数字媒体艺术、飞行器动力工程、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金融科技、医学信息工程、公
共事业管理，撤广播电视学、包装工程、投资学、房地产开发与管理和质
量管理工程，停招服装与服饰设计;2020年新增心理学、卫生检验与检疫
、艺术与科技，撤销服装与服饰设计，停招表演；2021年增设纳米材料与
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停招表演、测控技术与仪器、
交通运输等15个专业。

申报类型 新增备案专业

专业代码 120111T 专业名称 应急管理

学位授予门类 管理学 修业年限 四年

专业类 管理科学与工程类 专业类代码 1201

门类 管理学 门类代码 12

所在院系名称 应急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公共事业管理 开设年份 2019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 开设年份 —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申报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领域为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事业单位、企业机构
、社会组织等，主要从事与应急管理相关的灾害风险评估与防灾减灾规划
、全过程应急管理与处置分析、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应急管理信息化与
辅助决策等综合管理实务的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通过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调研发现，社会对应急管理人
才的需求强烈，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讲，全国应急管理类专业数量、开设有应急管理类专
业的院校数量、学习应急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数量较少，应急管理人才培养
远不能满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我国西部的重
要省份和城市，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华大学的应急管理人才培养能够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
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第二，从中观的角度讲，一方面，由于我国系统化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起
步较晚，各级政府中从事应急管理的工作人员多数从其他行业或专业转置
而来，专业性不足是制约各级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
此，各级政府都需要受过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教育的应急管理人才。
比如，就安全生产监管领域而言，我国存在43万的人才缺口。就四川而言
，全省21个市、州应急管理工作中具有专业背景人才仅占30-40%，县、区
人才缺口45%左右，乡、镇缺口更达70%以上。另一方面，应急管理水平和
能力的提升，需要应急产业作为支撑，应急产业的发展，无论是产业的规
划，还是应急产品类企业的经营管理，都需要大量的专门的应急管理人才
。
第三，从微观的角度讲，大量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都需要专门
的、具备系统思维和专业知识的应急管理人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
是从事应急管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事业单位，二是专业服务于灾害风
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技术等应急产业相关的企业机构，三是与应
急管理相关的社会组织或社区管理。
总之，社会对应急管理专业有着迫切、稳定且数量较大的人才需求。调研
对象具体需求数量如下：四川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每年需要62人，四川森
林消防总队67人，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42人，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测绘
工程大队25人，成都市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8人，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南充供电公司12人，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5人，雅安市群
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5人。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可上传合作办学

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

预计升学人数 30

预计就业人数 30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3

南充市应急管理局 3

郫都区应急管理局 3

四川森林消防总队 2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 2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
测绘工程大队 6

成都市城市安全与应急
管理研究院 1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南
充供电公司 3

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6

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
务中心 1



4.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应急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120111T               专业名称：应急管理 

英文专业名称：Emergency Management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美、

劳等全面发展，系统掌握应急管理基本理论及灾害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理论及方

法，具备危机意识、系统思维和科学决策能力，熟悉灾害风险评估与防灾减灾规

划、全过程应急管理与处置分析、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应急管理信息化与辅助

决策等实务，能在政府应急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管理等机构

从事综合管理实务的复合型人才。 

培养要求： 

（一）素质要求 

（1）热爱祖国，具有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科学素养。 

（2）具备从事应急管理工作所应有的健全人格、身体素质和健康心理。 

（二）能力要求 

（1）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借助各种工具能

够顺利地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资料。 

（2）掌握数据挖掘、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利用各种传媒工



 

 

社会团体、社区管理等机构从事应急管理或综合管理事务。 

（2）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数学、数据分析、灾害学、公共管理、经济学等方

面的基础理论，具有系统的、宽厚的应急管理专业基础知识。 

（3）掌握应急管理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则，熟悉突发事件演化规律、灾害风

险评估与防灾减灾规划、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应急管理信息化与辅助决策等实

务等基本技能。 

（4）熟悉大数据技术、社会调查软件和统计软件，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

具有一定的信息化技术与数据分析技术，为应急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5）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了解应急管理与相关学科的理论前沿及其发

展动态，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较强的知识获取能力、创新能力及

终身学习能力。 

毕业学分要求：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 153 学分，其中公共必修课程 37 学分，

通识课程 6 学分，大类基础必修课程 38 学分，专业核心课程 27 学分，专业必修

课程 39 学分，专业选修课程 6 学分。 

主干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核心知识领域：管理学、灾害学、地理信息科学。 

专业核心课程：应急管理概论、灾害经济学、应急资源管理、应急管理法律

法规、应急管理信息与系统、危机沟通与舆情管理、突发事件风险管理、应急预

案编制与演练、应急指挥与决策等。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应急管理专业认识实践、应急管理专业生产实习、应

急管理专业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应急管理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应急管理专业毕

业实习等。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管理学学士 

院长签字： 

 



 

 

应急管理专业课程配置流程图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5学期 第6学期 第7学期 第8学期

应急管理专业导论

管理学原理

公共政策分析概论

公共管理学 应急管理概论

应急管理

信息与系统

应急管理

法律法规

危机沟通

与舆情管理

应急管理

案例分析

突发事件

现场处置导则

灾害心理学

应急管理

能力评估

应急预案

编制与演练

应急
志愿者管理

应急

指挥与决策

应用运筹学
统计学

原理及应用

避难场所

规划与管理

突发事件

风险管理
防灾减灾规划

应急救援实务

地理信息

系统概论

遥感

原理与方法

灾害经济

损失评估
灾害经济学

灾害学基础

经济学原理 安全系统工程

应急
管理
专业
毕业
设计
（论

文）

应急
管理
专业
毕业

实习

应急
管理
专业
毕业

实习
自然地理学

社会学概论

政治学基础

应急资源管理

安全管理学

危险

识别与评价

应急物流管理

企业

安全文化建设

 



课程平台 课程性质 最低毕业学分数
最低毕业学分占

总学分比例
实践学分数 实践学分比例

公共必修课程 公共必修课 37 24.18% 7 18.92%

通识核心课 4 2.61% 0.00%

通识美育课 2 1.31% 0.00%

大类基础必修课 38 24.84% 0.5 1.32%

大类基础选修课

专业核心课 27 17.65% 3 11.11%

专业必修课 39 25.49% 27 69.23%

专业选修课 6 3.92% 1 16.67%

153 38.5 25.16%

专业教育课程

最低毕业学分总计

应急管理专业课程结构比例一览表

通识教育课程

大类基础课程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周

1 2 3 4 5 6 7 8

19229901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40 40 2.5 2 40

192299029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40 40 2.5 1 40

19229903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40 40 2.5 3 40

192299049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72 72 4.5 5 72

192299059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 32 32 2 3 32

192299069 形势与政策1(上) 8 8 0.25 1 8

192299079 形势与政策1(下) 8 8 0.25 2 8

192299089 形势与政策2(上) 8 8 0.25 3 8

192299099 形势与政策2(下) 8 8 0.25 4 8

192299109 形势与政策3(上) 8 8 0.25 5 8

192299119 形势与政策3(下) 8 8 0.25 6 8

192299129 形势与政策4 16 16 0.5 7 16

192099039 军事理论课 36 36  2 1 36

192099029 军训    3 2 1 32

191599019 体育-1 32 32 1 1 32

191599029 体育-2 32 32 1 2 32

191599039 体育-3 32 32 1 3 32

191599049 体育-4 32 32 1 4 32

191599059 体育-5 8 8 0 5 8

191599069 体育-6 8 8 0 7 8

191099019 大学英语(1) 32 32 2 1 32

191099029 大学英语(2) 32 32 2 2 32

191099039 大学英语(3) 36 36 2 3 36

英语应用类课程（非理工类） 32 32 2 4 32

190999069 计算机应用基础A(Python语言) 80 48 32 4 2 80

194199019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与实务 16 16 1 3 16

696 632 0 32 3 32 37

4

2

3

6

192199109 微积分(1) 56 56 3.5 1 56

194901299 公共政策分析概论 32 32 2 1 32

194901309 管理学基础 48 48 3 1 48

194901079 应急管理专业导论 16 16 1 1 16

193199029 信息检索 16 8 8 1 1 16

194901299 自然地理学 48 48 3 1 48

192199139 线性代数B 32 32 2 2 32

194901319 经济学原理 48 48 3 2 48

192199119 微积分(2) 40 40 2.5 2 40

194202059 社会学概论 32 32 2 2 32

必选

38个

学分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该模块学分不计入最低毕业总学分

合计

大

类

基

础

必

修

课

公

共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必

修

课

俱乐
部模

式

合计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核心课

通识美育课

通识选修课

开

课

学

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理

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应急管理专业教学计划进度表

课

程

平

台

课

程

性

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课内学时分配 课

外

学

时

分

配

学分



实

验

上

机

实

践

周

1 2 3 4 5 6 7 8

开

课

学

期

学期学时数分配

备  注理

论

实践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课

程

平



 

5.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5.1 专业核心课程表

 

5.2 本专业授课教师基本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应急管理概论 64 4 边慧敏，杨小杰 3

灾害经济学 48 4 项勇，余海燕 3

应急资源管理 32 4 王磊，徐武明 4

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48 4 胡伟峰，杨晖 4

应急管理信息与系统 48 4 刘建康，李玉珍 4

危机沟通与舆情管理 48 4 吴薇莉，王佳佳 5

突发事件风险管理 48 4 陈福江，何源 6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48 4 杨泳漪，张毅博 6

应急指挥与决策 48 4 舒志乐，冯丽霞 7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兼职

边慧
敏 女 1960-10 应急管理概论 教授 西南财经

大学

人力资源
开发与管

理
博士 应急管理 兼职

杨小
杰 男 1977-03 应急管理概论 副教授 四川农业

大学 管理学 博士 应急管理 专职

项勇 男 1974-06 灾害经济学 教授 重庆大学
技术经济
与管理专

业
硕士

灾害经济
学、灾害
风险管理

专职

余海
燕 女 1989-10 灾害经济学 讲师 上海社会

科学院
西方经济

学 博士 风险管理 专职

王磊 男 1980-07 应急资源管理 副教授 南京大学 公共管理 博士 公共事业
管理 专职

徐武
明 男 1973-10 应急资源管理 副教授 四川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资源管理 专职

胡伟
峰 男 1980-10 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其他正高

级
西南财经
大学

法律经济
学 博士 应急法律

法规 兼职

杨晖 男 1980-09 应急管理法律法规 讲师 四川大学 法学 博士 法律法规 专职

刘建
康 男 1985-03 应急管理信息与系统 其他副高

级
中国科学
院大学 岩土工程 博士 地质灾害

风险评价 专职

李玉
珍 女 1989-03 应急管理信息与系统 讲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地图学与
地理信息
系统

博士 地理信息
科学 专职

吴薇
莉 女 1967-07 危机沟通与舆情管理 教授 四川大学

精神病与
精神卫生

学
博士 心理学 兼职

王佳
佳 女 1983-04 危机沟通与舆情管理 讲师 上海大学 管理科学

与工程 博士 舆情管理 专职

陈福
江 男 1981-03 突发事件风险管理 其他副高

级
西南交通
大学 岩土工程 博士 应急管理 专职

高美
奔 男 1988-03 突发事件风险管理 讲师 成都理工

大学 土木工程 博士 安全工程 专职

杨咏
漪 男 1977-05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其他正高

级
西南交通
大学

桥梁与隧
道工程 博士 应急技术 专职

张毅
博 男 1989-03 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 讲师 西南交通

大学
工程环境
控制 博士 应急管理 专职

舒志
乐 男 1976-06 应急指挥与决策 教授 重庆大学 土木工程 博士 灾害风险

管理 兼职



5.3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冯丽
霞 女 1989-07 应急指挥与决策 讲师 北京大学 构造地质

学 博士 地理信息
科学 专职

专任教师总数 14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6 比例 33.33%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1 比例 61.11%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18 比例 100.0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7 比例 94.44%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5 比例 27.78%

36-55岁教师数 12 比例 66.67%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4:14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9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8



 

6.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项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无

拟承
担课程 灾害经济学 现在所在单

位 西华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0年毕业与重庆大学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应急及灾害管理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教学教材：
（1）项勇主编，《工程经济学》（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2）项勇主编，《工程财务》（第二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3）项勇主编，《建设法规》，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4）项勇
主编，《工程项目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5）项勇主编，《
建设项目投资与融资》，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6）项勇主编，《现
代工程项目管理》（研究生教材），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7）项勇
主编，《灾害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
教学获奖：
（1）《工程经济学》，四川省教育厅，省十二五规划教材，2014年
；（2）普通高校工程造价专业“双创”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西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7年；（3）《大学生创新创业素质
培养机制研究》，共青团中央，二等奖，2018年；（4）学做融创 通合一
体--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系统改革与实践，西华大学，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2020年。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科研项目：
（1）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软科学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研究（2016-R2-040），主持，2016年；（2）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
，装配式整体建筑系统性研究（17ZA0371），主持，2018年；（3）四川省
科技厅资助项目，四川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下区域联动发展机制研究
䖬





扶贫视域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内生性重构”研究，JY2017A03，主持。
科研专著：
（1）王磊，残疾人社会服务研究——模式演变与体系建构，北京：科学出
版社，2019.06；（2）王磊，社区发展治理操作指南——金牛“百千万
”营建模式探索，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21.06。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4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课程及
学时数

管理学原理（48学时）；公共管理
学（48学时）；社会政策概论
（48学时）：社会保障概论（32学
时）；残疾人社会工作（16学时）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4



 

7.教学条件情况表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119.9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216（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800万/年，财政拨款、教育收费等。学校将支持应急管理专业的申报工作
，并预留专项教学经费用于该专业教学，用以保障师资队伍、课程建设、
教学设备、教材建设、实验室、实训基地、图书资料等基本教学资源建设
的需要。本专业被批准设置后，学校将根据该专业招生人数进行相应的配
套支持，除来源于上级部门的专项拨款和学校自筹经费外，学院还将通过
多方渠道拓展经费来源，以确保应急管理专业学生培养质量。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2285.47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
10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1）加强专业教学平台建设。充分整合已有实验
室的软硬件资源，建设“应急管理指挥与决策教学平台”，力争五年内达
到国家级教学实验平台水平。（2）加强教学软件建设。在现有教学软件的
基础上，新增采购应急管理虚拟仿真系统等软件，优化应急管理专业教学
软环境。（3）加强教学硬件建设。在已有实验室物理空间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实验室的物理空间，完善基础教学设施建设。（4）加强创新创业实
践平台建设。结合应急产业领域创新创业特点，整合校内外相关资源，构
建应急管理专业创新创业实践平台。（5）加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建设
。深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对应急管理人才的需求，构建应急管理“政产学
研用”融合发展联盟，强化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提升。
2. 保障措施：（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应急管理本科专业建设”领导
小组，做好应急管理专业建设的顶层设计。（2）加大资源投入。多方筹措
资金，加大对应急管理专业的教育资源投入，形成聚焦新专业建设的支撑
保障机制。（3）深化教学管理改革。健全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夯实教研室
、教学团队等基层教学组织，形成应急管理专业建设的强大合力。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投影仪 HCP-340X 2 2014年 8

多媒体教学互动系统 定制 2 2014年 10

教学台式电脑 联想T4900D 40 2015年 260

移动工作站 联想E580 3 2018年 24

多媒体教学系统 定制 2 2015年 30

多功能激光打印机 惠普M1005 4 2016年 23

数字一体机 联想启天A7200 40 2015年 150

应急系统后端管理设备 R730 1 2020年 85

交换机 S5735S-L24T4S-A 1 2020年 30

壁挂扩声音箱 TF10 4 2020年 20

专业合并式功放 TS-2450 1 2020年 8

数字会议主机 TMC1000U 1 2020年 15

主席单元话筒 TMC601C 1 2020年 8

代表单元话筒 TMC601D 6 2020年 1

音频效果处理控制系统 TFC-260 1 2020年 1

机柜 G26624 1 2020年 4

触控一体机 55BDL3001T 6 2020年 2

应急指挥交互一体机 86BDL3001T 1 2020年 42



无线局域网系统 定制 1 2020年 15

应急管理控制设备 定制 1 2020年 46

培训椅 定制 49 2020年 45

可折叠培训桌 定制 24 2020年 80

多媒体教室台 XT-A31 1 2020年 2

应急决策背景墙软装壁画 定制 20 2020年 65

应急指挥调度实验教学软件 B/S V3.0 1 2020年 75

应急管理指挥决策互动教学软件 B/S V3.0 1 2020年 75

突发事件情景构建与推演软件 B/S V3.0 1 2020年 75



8.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