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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师（公共风险管理师）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工种）名称

风险管理师（公共风险管理师）

1.2 职业编码

4-07-02-01

1.3 职业（工种）定义

从事公共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处置，对公共风险管理活动督导、协调或提供咨询服

务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工种）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

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学习能力，计算能力，分析、推理和判断能力，沟通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大专学历（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120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110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

于100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90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80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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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具

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

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

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2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2年以上。

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具备计算机考试条件的标准机房进行，室内配备必要的照

明设备、计算机、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技能培训在工作现场或具备考核条件的其它场所

进行。综合评审在配备必要的多媒体设备的室内或工作现场进行。

1.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年满16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年满16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3年。

（3）取得本专业②或相关专业③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0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4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①相关职业：企业风险管理师和金融风险管理师及其相关的职业，下同。
②本专业：风险管理，下同。
③相关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风险管理，下同。



3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取得高等

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

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

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2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2年的技师学

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5年，并

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满1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1年。

1.9.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

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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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

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为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2名监考人员；操作技

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1:5，且考评人员为3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各等级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90分钟，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120分钟，综合评审

的答辩时间不少于30分钟。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具备计算机考试条件的标准机房进行，室内配备必要的照明

设备、计算机、投影仪等多媒体设备；操作技能考核在工作现场或具备考核条件的其它场所

进行。综合评审在配备必要的多媒体设备的室内或工作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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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忠于党和人民。

（2）诚信守法尽责。

（3）主动识变应变。

（4）善于防控风险。

（5）勇于攻关克难。

2.2 基础知识

2.2.1 风险管理知识

（1）风险管理基础。

（2）公共风险评估。

（3）公共风险应对。

（4）社会公共领域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

（5）公共风险管理的监督监察和自我完善机制。

2.2.2 公共政策与管理相关知识

（1）公共政策分析的原则与方法。

（2）公共政策分析模式。

（3）公共政策体系的结构。

（4）公共政策决策思维模式。

（5）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模式。

（6）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

（7）公共政策执行的原则和手段。

（8）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

（9）公共政策评价标准。

（10）公共政策评价方法。

（11）影响公共政策评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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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政策调整的内容和类型。

（13）政策终结的内容和方式。

2.2.3 应急与突发事件管理相关知识

（1）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常识。

（2）自然灾害事件应对处置。

（3）事故灾难事件应对处置。

（4）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

（5）社会安全事件应对处置。

（6）国外应急管理经验与做法。

（7）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与媒体关系管理。

2.2.4 舆情与传播管理相关知识

（1）舆情与网络舆情概念。

（2）网络社会的特点。

（3）网络舆情的积极意义。

（4）网络舆情的特点。

（5）网络舆情的传播特征。

（6）舆情热点事件主要集中议题。

（7）网络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

（8）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

（9）网络舆情的形成模式。

（10）网络舆情的形成动因。

（11）网络舆情的监测。

（12）网络舆情评估。

（13）网络舆情管理方法。

2.2.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https://baike.so.com/doc/6883841-710133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00697-5535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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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知识。

（9）《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相关知识。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相关知识。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知识。

（15）《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相关知识。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相关知识。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知识。

（18）《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知识。

（19）《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相关知识。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相关知识。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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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按照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

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工作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公

共

风

险

信

息

识

别

1.1 收集记录风

险信息

1.1.1 能收集风险初始信息

1.1.2 能发放、回收风险信息清单

1.1.1 调查研究常用方法

1.1.2 风险信息清单使用方

法

1.2 梳理识别风

险信息

1.2.1 能统计风险信息和数据

1.2.2 能梳理辨识风险信息

1.2.1 信息统计基本方法

1.2.2 风险的定义和性质

2.公

共

风

险

分

析

评

价

2.1 风险分析评价

2.1.1 能使用风险分析评估模型

2.1.2 能使用风险分析评价方法、技术和

工具进行风险评价

2.1.1 风险分析流程

2.1.2 风险分析评估模型设

计方法

2.1.3 风险评价基本方法及

其验证方法

2.2 提供风险评估

意见

2.2.1 能理解风险评估准则

2.2.2 能按照风险评估报告的原则、内容

和要求撰写风险评估报告草案

2.2.1 风险评估基本步骤

2.2.2 风险评估准则制定方法

2.2.3 风险评估报告编写方法

3.公

共

风

3.1 贯彻风险应

对原则，执行制定风

险应对策略

3.1.1 能运用风险应对原则进行具体项

目的风险应对

3.1.2 能执行风险应对原则、选择风险应

3.1.1 风险应对原则

3.1.2 风险应对措施选择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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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应

对

防

范

对策略

3.2 实施风险应对

计划

3.2.1 能按照组织的风险应对计划分解

制定本岗位风险应对工作计划

3.2.2 能落实风险应对工作计划、报告或

反馈工作效果

3.2.1 风险应对计划方法

3.2.2 风险应对法规和标准

3.2.3 风险应对效果反馈与

评价方法

4.公

共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4.1 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

4.1.1 能理解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框架内

涵

4.1.2 能辅助能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框架文件

4.1.1 风险管理体系概念

4.1.2 风险管理工作流程

4.2 编制风险及危

机管理预案

4.2.1 能收集项目的常见风险及危机隐

患信息

4.2.2 能编写项目常见风险及危机管理

预案草案

4.2.1 全面风险管理与危机管

理的关系

4.2.2 危机管理流程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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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公

共

风

险

信

息

识

别

1.1 收集记录风

险信息

1.1.1 能使用信息收集的基本方法

1.1.2 能整理和记录风险信息

1.2.1 信息收集方法

1.2.2 信息记录原则、内容和

方法

1.2 梳理识别风

险信息

1.2.1 能梳理编写风险信息清单

1.2.2 能识别风险点、核实判断风险信息

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1.2.1 风险管理基本概念

1.2.2 风险识别方法

2.公

共

风

险

分

析

评

价

2.1 风险分析评价

2.1.1 能运用风险分析基本原理

2.1.2 能使用风险分析评价方法、技术和

工具，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定性、半定量

分析评估

2.1.1 风险分析基本概念

2.1.2 常用风险分析方法

2.2 提供风险评估意

见

2.2.1 能评估能计算风险影响概率

2.2.2 能对风险概率和影响进行综合

2.2.1 风险评估方法

2.2.2 风险评估基本原理

3.公

共

风

险

应

3.1 贯彻风险应对

原则，执行制定风险

应对策略

3.1.1 能根据风险应对原则规划工作

3.1.2 能执行风险应对策略，并根据工作

反馈，修订风险应对策略草案

3.1.1 风险应对工作流程

3.1.2 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

3.2 实施风险应对

计划

3.2.1 能执行风险应对计划和应急预案，

并及时报告或反馈执行效果

3.2.1 应急处置基本理论

3.2.2 风险应对计划要素



11

对

防

范

3.2.2 能编写风险应对计划执行方案和

阶段计划，根据应对效果制订计划修正

草案

4.公

共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4.1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

4.1.1 能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规

划文件草案

4.1.2 能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之分体

系规划或计划草案

4.1.1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基

本要素

4.1.2 风险管理战略体系基

础知识

4.2编制风险及危

机管理预案

4.2.1 能制定风险及危机管理预案草案

4.2.2 能根据预案做好组织、物资等各项

准备

4.2.3 能根据预案做好人员培训

4.2.1 危机管理策略

4.2.2 风险和危机管理预案

知识

5.公

共

风

险

舆

情

沟

通

5.1 风险舆情信

息的传递与披露

5.1.1 能采集风险舆情信息

5.1.2 能分类整理、依规传递报告风险舆

情信息

5.1.1 风险舆情沟通法律和

标准

5.1.2 信息采集、整理、处理

和发布的流程和要求

5.2 公众参与和沟

通管理

5.2.1 能为接待与风险舆情相关公众做

政策法规等文案准备工作

5.3.2 能撰写与媒体沟通的新闻通稿草

案

5.2.1 风险特点和分类5.2.2

媒体沟通基本技巧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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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公

共

风

险

信

息

识

别

1.1 收集记录风

险信息

1.1.1 能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和新闻报

道等多渠道收集检索风险信息

1.1.2 能分类收集和统计风险信息

1.1.1 信息收集检索渠道

和方法

1.1.2 风险信息分类原则

和方法

1.2 梳理识别风险信

息

1.2.1 能绘制风险坐标图，初步确定风

险等级及排序

1.2.2 能分析辨识潜在风险因素

1.2.1 风险坐标图和风险排

序方法

1.2.2 潜在风险情景分析方

法

2.公

共

风

险

分

析

评

价

2.1 风险分析评价

2.1.1 能处理风险数据

2.1.2 能使用风险分析评价方法、技术

和工具对识别的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评

估。

2.1.1 风险管理基本理论

2.1.2 数据统计基本知识

2.2 提供风险评估意

见

2.2.1 能阐述风险评估结果、解释评估

过程

2.2.2 能编写风险评估报告、制作演示

文稿

2.2.1 风险评估与控制基础

知识

2.2.2 风险评估报告编制策

略

3.公

共

风

险

3.1 贯彻风险应

对原则，执行制定风

险应对策略

3.1.1 能编写风险应对原则草案和风险

应对修订草案

3.1.2 能制定、修订和落实风险应对策

略及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策略

3.1.1 风险应对工具

3.1.2 突发事件应对基本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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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对

防

范

3.2 实施风险应对

计划

3.2.1 能制定及修订风险应对计划和应

急预案

3.2.2 能分析处理风险应对过程中反馈

的信息，研判反馈信息中的关键点和规

律，修正风险应对计划

3.2.1 风险防控原则和方法

3.2.2 信息风险评估实施流

程

4.公

共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4.1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建设

4.1.1 能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规

划文件

4.1.2 能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文件草

案，并能独立编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之

分体系文件

4.1.1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规

划

4.1.2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4.2编制风险及危

机管理预案

4.2.1 能提供风险管理指导、咨询和服

务

4.2.2 能将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写入、

贯彻到风险及危机管理预案文件中

4.2.3 能运用应急预案管理风险和危机

4.2.1 风险管理法规和标准

4.2.2 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

策略

5.公

共

风

险

5.1 风险舆情信

息的传递与披露

5.1.1 能分析判别风险舆情信息的类

型、成因、传播途径和影响

5.1.2 能依规报告风险舆情信息和合法

合规披露需要披露的风险舆情信息

5.1.1 风险类型、成因和影

响

5.1.2 舆情基本概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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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

情

沟

通

5.2 公众参与和沟

通

5.2.1 能接待与风险舆情相关公众，倾

听公众意见，传达政策，消除误解，化

解矛盾

5.2.2 能与媒体沟通，传达与风险舆情

相关的政策、法规，披露应予披露的事

实

5.2.1 风险舆情沟通策略

5.2.2 信息处理流程和要求

6.公

共

风

险

应

急

演

练

6.1 风险管理的

组织、协调和督导

6.1.1 能制定风险管理应急演练规划及

执行方案

6.1.2 能组织、协调和督导组织授权或

委派负责的风险管理工作

6.1.1 应急演练规划及其执

行方案编制方法

6.1.2 风险应对的组织、协

调和督导

6.2 开展风险防

范教育和应急演练

6.2.1 能讲解风险防范教育和应急演练

实践课程

6.2.2 能维护和使用常见应急救援装备

器材

6.2.3 能为应急演练学员做示范

6.2.1 救援装备和器材使用

和保养方法

6.2.2 急救、搜救、抢险等

应急救援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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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公

共

风

险

信

息

识

别

1.1 收集记录风

险信息

1.1.1 能依法依规梳理保管信息

1.1.2 能建立风险信息数据库

1.1.1 信息数据库基本知识

1.1.2 信息安全法规和标准

1.2 梳理识别风

险信息

1.2.1 能判别风险信息来源，明确风险

等级和影响程度

1.2.2 能使用统计分析工具解读风险信

息

1.2.1 信息分类及安全基础

知识

1.2.2 统计基础理论

2.公

共

风

险

分

析

评

价

2.1 风险分析评

价

2.1.1 能运用风险评估工具和软件进行

风险评估

2.1.2 能对已识别风险进行定量分析评

估和风险排序

2.1.1 风险分析基本方法

2.2.2 常用风险评价技术

2.2 提供风险评

估意见

2.2.1 能识别评估潜在风险，预判风险

和趋势

2.2.2 能根据定量风险评估结果，提供

风险管理专业意见

2.2.1 风险评估报告概要

2.2.2 风险量化评估知识

3.公

共

风

险

3.1 贯彻风险

应对原则，执行制

定风险应对策略

3.1.1 能组织研讨、制定风险应对原则

3.1.2 能编写或审核制定风险应对策略

和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策略，以及这些

策略的修订

3.1.1 风险应对基本策略

3.1.2 数据和信息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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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对

防

范

3.2 实施风险应

对计划

3.2.1 能编写或批准制定风险应对计划

和应急方案

3.2.2 能组织、指导修订风险应对方案

和应急方案

3.2.1 风险预测基础知识

3.2.2 风险应对计划的依据

和措施

4.公

共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4.1全面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

4.1.1 能根据环境变化，优化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建设规划

4.1.2 能根据组织的风险文化和风险管

理任务，构建并指导运行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

4.1.1 风险管理的基本原

则、方法和工具

4.1.2 风险管理文化的原则

与要求

4.2编制风险及

危机管理预案

4.2.1 能利用风险管理工具解决复杂风

险管理问题

4.2.2 能组织制定风险及危机管理的基

本制度、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工作流

程

4.2.3 能搭建相关单位道德和廉政体系

建设框架

4.2.1 风险管理监督改进措

施与要求

4.2.2 廉洁风险防范基本知

识

5.公

共

风

险

舆

情

沟

5.1 风险舆情

信息的传递与披露

5.1.1 能研讨决定本组织的风险舆情信

息传递与披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

5.1.2 能制定并执行风险舆情信息传递

与披露计划

5.1.1 风险舆情信息传递、

报告和披露的法律法规

5.1.2 风险舆情信息披露的

方法和途径

5.2 公众参与和

沟通

5.2.1 能运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

与不同的公众进行风险舆情沟通

5.2.2 能分析公众态度和情绪，并采取

5.2.1 新媒体基本知识与运

用

5.2.2 公众社会心理现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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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相应的沟通策略 公关策略

6.公

共

风

险

应

急

演

练

6.1 风险管理

的组织、协调和督

导

6.1.1 能指挥应对突发事件

6.1.2 能全过程监督风险管理计划、应

急计划的执行

6.1.1 突发事件应对法律常

识

6.1.2 事故灾难事件应对处

置知识

6.2开展风险防

范教育和应急演练

6.2.1 能运用和传授急救、搜救、抢险

等应急处理技能

6.2.2 能制定应急演练预案、组织应急

演练，进行应急演练评估和总结

6.2.3 能在紧急情况下，组织协调各方

应急物资、资金资源

6.2.1 急救、搜救、抢险等

应急救援基础知识

6.2.2 应急演练流程和要求

6.2.3 应急物资组织调配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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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公

共

风

险

信

息

识

别

1.1 收集记录风

险信息

1.1.1 能维护和更新风险管理档案和文

档

1.1.2 能使用风险信息管理的常用工具，

设计优化风险信息清单

1.1.1 数据分析和风险评

估技术

1.1.2 风险信息管理常用

工具

1.2 梳理识别风

险信息

1.2.1 能将识别的风险写成风险简报

1.2.2 能辅助开发人员开发风险信息数据

库

1.2.1 风险简报编写方法

1.2.2 风险信息数据库开

发知识

2.公

共

风

险

评

估

预

判

2.1 风险分析评

价

2.1.1 能运用定性、半定量数据分析法对

风险进行量化和分析

2.1.2 能对风险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

中找出关键成因，优化风险排序

2.1.1 数据分析基本方法

2.1.2 风险分析流程和主

要措施

2.2 提供风险评

估意见

2.2.1 能主持风险监测和评估

2.2.2 能根据定性或半定量风险评估的

结果，提供风险管理专业意见

2.2.1 风险评估原理与实

务

2.2.2 评估意见沟通技巧

和方法

3.公

共

风

险

应

3.1 贯彻风险

应对原则，执行制

定风险应对策略

3.1.1 能主持建立风险管理模型、主持决

定本组织的风险应对原则

3.1.2 能将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应用于

风险管理策略的制定、实施过程信息反

馈和策略修订

3.1.1 应急管理理论与实

践

3.1.2 风险管理数字化和

智能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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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防

范 3.2 实施风险应

对计划

3.2.1 能主持制定或主持审批本组织的

风险应对计划

3.2.2 能主持实施本组织风险应对计划，

主持处置突发风险事件和危机事件

3.2.3 能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应对和管

理本组织的风险和危机

3.2.1 风险应对基本知识

3.2.2 风险应对计划设计方

法

3.2.3 应急预案知识

4.公

共

风

险

管

理

体

系

建

设

4.1全面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

4.1.1 能主持编制或主持审核制定本组

织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文件

4.1.2 能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预测风险

发展趋势，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4.1.3 能主持或指导本组织全面风险管

理体系的运行

4.1.1 风险控制措施

4.1.2 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理论与实践

4.2编制风险及

危机管理预案

4.2.1 能结合实际修改完善本组织职业

道德风险体系建设

4.2.2 能主持编制风险管理年度风险及

危机管理报告，提出改进意见

4.2.1 风险沟通和协调方

法

4.2.2 应急管理基本原则

和方法

4.2.3 职业道德风险体系

建设现状与对策

5.公

共

风

险

舆

5.1 传递披露风

险信息

5.1.1 能主持风险舆情信息分析、评估和

研判，制定应对策略

5.1.2 能主持对风险或危机事件及潜在

因素分析研判，制定应对计划和实施方

案

5.1.1 舆情风险应对基础

知识

5.1.2 舆情风险信息筛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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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沟

通 5.2 沟通舆情风

险

5.2.1 能主持与风险舆情相关的公众见

面会或新闻发布会，代表组织倾听公众

意见，传递相关政策法规和化解矛盾的

意见，控制局面，维护稳定

5.2.2 能做公众思想工作，疏导公众情

绪，降低舆情风险

5.2.1 舆情风险管理方法

5.2.2 舆情引导方法

6.公

共

风

险

应

急

演

练

6.1 风险管理

的组织、协调和督

导

6.1.1 能领导、主持大型组织或大型公共

活动的风险管理和协调、督导工作

6.1.2 能领导、主持规划，并主持开展各

种风险管理及应急项目或相关演练

6.1.1 组织行为与组织过

程

6.1.2 领导的理论与艺术

6.2 开展风险防

范教育和应急演练

6.2.1 能组织风险防范教育与培训

6.2.2 能改进应急演练工作与完善方案

6.2.3 能按照应急心理援助的原则和方

法，开展应急心理疏导和心理支持工作

6.2.1 风险教育原则和方

法

6.2.2 应急演练预案基本

知识

6.2.3 心理疏导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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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0 15 10 5

相关

知识

要求

公共风险核查识别 5 5 5 5 5

公共风险分析评价 15 15 10 10 15

公共风险应对防范 25 25 20 15 15

公共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20 15 15 20 20

公共风险舆情沟通 — 15 15 15 15

公共风险应急演练 — — 15 20 2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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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公共风险核查识别 25 15 10 5 5

公共风险分析评价 25 20 15 15 10

公共风险应对防范 30 30 25 15 15

公共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20 20 20 20 20

公共风险舆情沟通 — 15 15 20 25

公共风险应急演练 — — 15 25 2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