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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创建安全计划
“我认为，创建一个安全计划是一大工程。是的，它可能会很大，但是一部分
计划是你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发展出来的，因此不用那么复杂。”
维权卫士，中东

“我从南非来到利比里亚，来管理一个维权卫士的工作室。当时我认为战争已
经结束了。一天晚上，我们听到最近的小村庄里有机关枪声和迫击炮声。我不
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了⋯”
维权卫士，非洲

“整理和执行安全计划挽救了我的生命。”
维权卫士，美国

在这一章我们着眼于有关安全的三种不同的策略：认可策略、保护策略和威慑策
略。然后我们再看看，如何为你和你的组织制定安全计划。

引言
这是本手册的最后阶段。现在你可以把用过的前面那些工具中学到的东西结合起来——
情境分析、风险公式、风险矩阵，用以分析威胁的问题以及你应对压力的计划。

三种安全策略
首先，我们要看下实现安全的三种途径。你和∕或者你的组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可能会偏好其中一种
策略，但是审视三种策略并思考它们的特性是有益处的。

认可策略：这种策略是通过与所有行为体磋商——当地社区， 当局政府等，
去获得其对组织的存在和工作的认可并最终获得其支持的方法。尽管这需要认真计划，并且可能工作
量很大，但是从更长时期内减少威胁的角度来看，它也许是最有效的策略。这一方法常常意味着高曝
光度，因此在危机来临之际更难重返低调。

保护策略：这种策略强调安全措施和保护元素。其作用主要是降低脆弱性。当然它也可以和其它两种
策略结合起来使用以增强保护。

威慑策略：这种策略通过反威胁来进行保护。例如，如果被威胁了，一个组织可能采取法律诉讼作为
对威胁者的反应，或者是公开其威胁，或者是向行凶者阐明其进行威胁的后果——
比如国际谴责。这种方法只能在你拥有准确的信息和强有力的盟友时才能使用。
在制定安全计划时，认可、保护和威慑元素都在适用范围之内，请酌情使用。

制定安全计划
我们现在要思考如何制定安全计划。 在维权卫士处境危险的人权组织，
一个组织层面的安全计划将有助于保护工作人员并且使他们
更为高效的工作成为可能。 

如果你的组织承认危险并且制定应对危险的计划，
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成员会感觉自己是受支持的并且
会增加对该组织及其重要工作的忠诚拥护。

但是，我们要开始考虑制定一个针对个人的安全计划。
这是由每个维权卫士自己制定的。
一个在人权组织工作的维权卫士可能也会发现，
拥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安全计划是有好处的，
但是总体来讲，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
拥有一个集体讨论和通过的组织安全计划， 将更为有效。 

尽管每个人都具备一些使他们有更多或更少危险的个体特性
（比如性别、性倾向、年龄、经历、在组织中的职位、家庭所在地等），

安全手册：48

“让我们自己能更加公开可
见，也许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之一。当我们与地区组织或
者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会面时
，我们坚持和他们合影。我
们把这些照片陈列在我们的
办公室里，让每个人都能看
见。”
维权卫士，亚洲

“我和一个现在政府部门工
作的老同学一起钓鱼。他在
这个放松的环境里告诉我很
多有用的信息.。”
维权卫士，东欧



但当借鉴了团体中不同成员的不同经验和角度时，个人通常将会制定出更好的安全计划。

同时，在有一个组织性的承诺和安全文化的地方，个人更容易坚持议定的安全措施。个人安全计划的
危险在于，当事务繁忙时，它们变成了被抛到脑后的个人善意。

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在许多组织中，制定安全计划和管理的责任都是由级别比较高和比较有经验的维
权卫士承担，因此这并不能建立团体其他成员的能力；而且有经验的领导人一旦被免职，有可能会导
致整个组织瘫痪。不过，一个组织安全计划可能根本无法减少个人生活中的危险，或者说也并不能够
涵盖情况的所有方面，因此另外制定一个个人安全计划是有帮助的。而且，制定一个个人安全计划也
是一个对讨论制定组织安全计划的良好准备。

例如，一个女性维权卫士，她的丈夫对她的高调感到威胁并且开始对她比较粗暴，她就会不得不思考
在她的个人安全计划中怎么去处理家庭内部增加的威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组织安全计划的制定过程及其内容。

如果你的组织没有一个有效的安全计划，你可以使用这本工作手册来协助你的组织制定一个。如果你
的组织对于制定一个组织性的安全计划比较排斥，或者它有一个安全计划但不是很有效，参阅附录15，
克服制定安全计划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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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联合合国国人人权权维维护护人人士士状状况况特特别别报报告告员员玛玛格格丽丽特特··塞塞卡卡格格亚亚（（MMAARRGGAARREETT  SSEEKKAAGGGGYYAA））
和和阿阿卜卜杜杜拉拉··卡卡瓦瓦加加（（AABBDDUULLHHAADDII  AALL  KKHHAAWWAAJJAA))————现现在在巴巴林林的的监监狱狱中中



制定个人安全计划

提提示示::  你是否确认过第一章介绍的哪些因素使你感到安全， 而哪些因素使你感到不安全？
如果是，现在请回顾一下。你确认过的某些因素可能会成为你计划的一部分。你现在应该有更多的因
素要添加进来以增加你的安全感

你的个人安全计划应当包括安全政策、程序和应急计划。你可以通过着眼于两三种你现在面临的危险
作为你个人安全计划的开始（如你在附表3.1中所写，也许附表3.2 中也是）。
也许你面临不止三种危险， 这样的话你可以以后再回来增加其他的危险，
但是以着眼于两三种危险为开始会使得制定过程更容易操作一些。大多数维权卫士选择着眼于两三个
危险，它们有着中等到非常高的影响力和中等到非常高的概率(参见第二章)。

如果你还没有这么做，请评估危险矩阵中每一危险有多大可能发生（它们发生的概率）和它们如果真
的发生的话对你的影响大小，并在矩阵中标示出来。做这些的话，你会用到你关于政治状况的经验和
知识。这是一种主观性的评定。

对于那些你认为中等至很高概率发生的危险，你可以指定一个行动计划，这是为了减少这种状况发生
的可能性。

反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这并不是一个针对你个人情况的计划。
你可以看更多相关案例来思考附录中的内容。
但是，鉴于你的能力和弱势等具体个性，你是最知道什么最有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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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都柏柏林林站站的的维维权权卫卫士士们们与与联联合合国国人人权权事事务务高高级级专专员员那那维维··皮皮莱莱
（（NNAAVVII  PPIILLLLAAYY））建建立立联联系系



我的个人安全计划

风险：

风险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概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胁评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弱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动计划: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风险：

风险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概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胁评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弱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动计划: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
动



活动后续

风险：

风险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概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胁评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弱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动计划: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仅供参考:

接下来，对于那些你面临的对你影响程度非常之高的风险，
你可以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和一个应急计划。
请参阅背面的一个小例子，
它建立在一个曾面临被部族绑架的维权卫士的经验基础之上。

个人安全计划

风风险险==在在住住处处被被搜搜查查和和报报纸纸、、电电话话、、笔笔记记本本被被没没收收的的情情况况下下被被逮逮捕捕
发发生生概概率率中等至高等——其他维权卫士维权卫士最近有成为这类行动的目标
该该风风险险发发生生造造成成的的影影响响：：给我、我的家庭和组织造成中等到高等程度的影响
风风险险评评估估：：警察通常在早晨的早些时候突然查抄住处
弱弱势势：：
•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没有一个搜查证或搜查权是允许律师在场的
•我们在组织里负责敏感信息
•我年幼的孩子居住在家

能能力力：：
•能够计划（思考你怎样能预先做出最好的反应来减少可能招致的损失）

行行动动：：
1.和你的配偶讨论风险，并告知他如果警察来该给谁打电话（如果同事或朋友不会因为在现场而
陷入被逮捕的危险的话，可以让他们在场为搜查作证），还有事情发生后该给谁打电话（例如人
权组织）。
2.在高风险时期安排孩子们睡在他们阿姨家。
3.调查在家里安装闭路电视记录事件的可能性。
4.明确自己在拘留期间的权利，这样我就可以命令式地向他们提出请求
（尽管他们可能不会准许）。
5.如果我被允许见律师的话，委托一个律师。
6.不在家里存储敏感工作信息。
7.删除电脑和电话里的敏感信息。
8.确保你的个人事务（缴税等）一切都好，这样它们就不能成为政治诉讼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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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队来到我们的办公室逮捕我。他
们想安静地进行。很快地，我给一大群人
发送了一个短信，用的是我们事先约定好
的紧急见面代码。当50个人到来时，安全

部队离开了。”
维权卫士，亚洲



“我是被军方代理人绑架的。我认识到了我被关押的地点，因为外卖食品包装上印有商店的地址。我
是被蒙上眼睛审问的。当我最终被释放之后，我结合他须后水的气味和他的声音辨认出其中一个绑匪
。尽管这些信息并不足以指控那个绑匪，但是在当时，有意识地搜集这些信息使我没有失控。”
维权卫士，亚洲

注意，附录9 中也有一个建议清单，包括更多在拘留或劫持期间的建议。

安全计划是你安全状况的关键基础。但是它们可能不能够把每种偶然性涵盖在内。养成一种思考“如
果（特定事件发生）⋯⋯我该怎么办？”的习惯，这将会培养你对无论是预期的还是意外的事情的反
应能力。

安全计划和程序是非常宝贵的工具，但是它们也需要由情境意识、常识和良好的判断加以平衡。

个人安全计划

风风险险==绑绑架架
发发生生概概率率：中等左右——
维权卫士在乡村区域行走的维权卫士有时会被一些部族绑架。由于我工作的缘故，我时常要在乡
村区域行走。
该该风风险险发发生生对对我我造造成成的的影影响响：中等到非常之高——
一些绑架案的受害者受到很好的对待，而一些则被袭击、强奸和杀害。
风风险险评评估估：罪犯根据属地来自于不同的部族而且持有强大火力军械。
弱弱势势：
•我需要到绑架案发生的区域行走，并且我可能很容易被认出不是本地人。
能能力力：
•我们组织有保障基金。
•对此我能计划到的：（提前思考最好的应对方法能够减少危机的概率）
行动计划：
1. 思考是以更高调的方式行走——

例如公开地或者跟高层人士一起行走，或者是安全护卫出行更安全些，还是
2. 以低调的方式行走，也许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穿当地人穿的衣服。
3. 如果可能的话， 跟同事和∕或者同伴一起出行， 他们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比如说因为他∕她为当地人所熟知或者能说当地的语言等。
4. 不到那些没有可信任的当地联系人的目的地行走。
5. 向指定同事留下出行计划的日程，并且每天两次和他∕她确认一切都好。
6. 对于那些和我们的组织一 起工作过并且能够和绑架犯谈判的乡村长老，

要准备列出一份他们的详细联系资料，随身携带并且给组织留下一个副本。
7. 出行时，不走哪些特殊线路。
8. 在乡村，只去可信任的当地联系人建议的那些地方。
9. 始终对周围发生的状况保持清醒（清醒意识），并且一旦出现异常，立刻采取措施。

应应急急计计划划：：
如果我被绑架：
1. 保持镇定和安静——

尤其是在最开始被绑架的过程中，绑架犯在那时最为紧张也容易使用暴力。
2. 不试图逃跑——除非绑匪明确打算要做最坏的事。
3. 向他们请求立即传送消息给我的组织。
4. 尽力赢得绑架者的尊敬并和他们建立关系。
5. 遵守命令，但是同时要求提高待遇。
6. 注意健康问题：吃东西并且做运动。
7. 别闲着没事做，记住细节、罪犯的描述、可能的地点、过去的时日等等。
8 确信我的组织有为我的释放进行磋商的计划并且会尽其所能来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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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组织安全计划

首先我们看下我们推荐的制定组织安全计划的流程，然后再看其内容。
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可能因国别不同而有所区别。认清在你的国家里什么是合法地位，并且在你的讨
论中把委员会成员涵盖进来。

22..11 制制定定一一个个组组织织安安全全计计划划的的流流程程

我们建议你放开一天时间进行内部讨论。设备方面，你可能需要一个活动白板和纸。

22..11..11 把把所所有有你你信信任任的的同同事事集集合合在在一一起起，
讨论并列出你们所面临的风险,无论是作为组织还是在组织内工作的人。
在讨论中尽可能把更多的工作人员包括进来，这将会开始建立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坚持安全措施的承诺
。接待和司机之类的支持人员也许并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可能是最先侦查出安全事件的人。鼓励
每个人发表意见并且认真考虑每一条意见。

同时，也要把你和你的团体以及个人——
暴行的幸存者、证人等在一起工作的方式，以及他们由于和你联系可能面临的风险涵盖在内。（你也
许决定此后会和这些团体及个人中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和他们一同检查你的安全计划在和他们相关的
条款方面的可行性。）

22..11..22 利利用用风风险险矩矩阵阵对对风风险险进进行行排排序序。 对于每一个风险，
都要努力在该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可能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组织而言——
方面取得一致答案。把这些记录在一个风险矩阵的副本上。大多数组织会选择关注哪些有着中等到高
等影响和中等到高等概率的风险。在你们的讨论中，参会者可能也会支持用简单低成本的选择来应对
低等程度的风险。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建议应当被采纳和实施，但是不要忽略最重要的那些风险。

22..11..33 把把风风险险分分组组归归类类。 所以， 例如说，如果你的办公室所在地容易被盗和受到物理攻击，
创建一个名为“办公室安全风险”的目录（但是要写一句话来解释该目录包括下列哪些情况，这样的
话那些真正的风险就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被掩盖掉）。

维权卫士身处险境时的实用指导手册 55

警警察察查查抄抄的的结结果果，，西西撒撒哈哈拉拉



22..11..44 议议定定安安全全计计划划的的内内容容——方法参照下文（2）。 你必须把安全政策、
程序和应急计划涵盖在内。

22..11..55 挑挑选选出出一一个个最最大大的的风风险险。。  作作为为一一个个大大的的组组织织，，  讨讨论论、、
通通过过并并撰撰写写计计划划中中的的内内容容可可以以减减少少在在相相关关方方面面的的弱弱势势和和增增加加相相应应的的能能力力。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思考出
更多的风险。你可以把你的团队分成若干小组来节约时间。每个小组分别讨论一个不同的风险。让每
一个小组对整个团队提交的他们各自的计划进行反馈。讨论每个提交上来的计划并且使针对这些风险
制定的最终计划获得通过。

22..11..66 把把制制定定针针对对每每个个剩剩余余风风险险的的计计划划草草案案的的责责任任分分配配给给那那些些最最适适合合起起草草它它们们的的人人，，
并并给给出出他他们们截截止止期期限限。在截止当天再次见面讨论通过剩余风险的最终计划以及组织安全计划的最终版
本。

22..11..77 把把组组织织安安全全计计划划传传达达给给需需要要按按计计划划行行事事的的成成员员————最最好好是是全全部部工工作作人人员员。
尽管你可能以文献的形式传播，但是最好能够面对面地展示它，给予每个人讨论组织安全计划和安全
的重要性的机会。

22..11..88 确确保保有有一一个个人人负负责责对对组组织织安安全全计计划划的的执执行行和和审审查查进进行行监监督督。
如果他不是组织的领导者的话，这就更好了，因为领导人还有许多其它需要关注的地方。

22..11..99 组组织织安安全全计计划划是是一一项项不不断断进进步步的的事事业业。
任何时候事关你安全的新策略出现时它都应当被改写。 当一种新的风险出现，或者受到了威胁，
它都应该被重新审查，确保你的新策略足以应付这些风险。当这项新风险消失时，它也应该被重新审
查，确认组织安全计划对该种情形是有效的并且得到了遵守。当组织安全计划被修订后，其版本及日
期应当明确标示，以明确哪个才是最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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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交交通通灯灯””安安全全等等级级设设置置

一些维权卫士主张同时设立一个根据交通灯制定的简单计划。
如果情况是“绿灯”，那么所有的照常进行，没有必要采取任何安全预防措施。

如果情况是“黄灯”，那么风险有增加并且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

如果情况是“红灯”，那么这是最高风险情况，需要采取最高安全预防措施。

每个组织都需要根据其自身背景、风险、弱势和能力状况来制定它们自己的交通灯安全等级设置。不
过这里有一个小例子：

范例：交通灯安全等级设置
“我们事先和我们的捐赠方谈论了经济支持事宜，它用来改善我们的安全状况、购买医疗和人身保险,
以及如果我们入狱或者遇难的话我们的家人如何获得帮助。”

维权卫士，美洲

交通灯安全等级设置的优点是它们很简单。它们易于跟很多人沟通，也易于在安全等级变化的时候进
行沟通。但是，它们不能取代一个仔细思考过的组织安全计划和贯穿该组织的安全问题意识的培养。

附表5.1

22..33 组组织织安安全全计计划划的的内内容容

每个组织制定的组织安全计划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情境、面临的风险、收到的威胁、弱势以
及能力的不同。

背面是一些标题，也许你希望在你自己的组织安全计划中把它们包括进去。

“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搜查证长什么样。他们知道怎么去检验它。他们也知道，如果当局来搜
查我们办公室的话他们并没有搜查人身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办公室被搜查了，我们可以把小笔记
本电脑藏在牛仔服里。”   
维权卫士，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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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无限制

•最为危险的工作人员
（事先确定）在家工作
•在指定工作时间不允许工作
人员独自在办公室或外面工作
•记住在紧急情况下打给谁
•提醒可信任的邻居和当地社区

•转移最为危险的工作人员
（事先确定是哪些员工以及转移
到哪）  
•其余员工不来上班

警戒级别

绿色

黄色

红色

工作项目

无限制

•敏感工作
（事先确定哪些是敏
感工作）延期
•提醒律师
•其它工作继续

•所有工作暂停
•提醒捐赠方

办公室

正常安全

•雇佣保安
•禁止访客
•确保办公室或家里没
有敏感信息
•提醒信任的邻居/所在社区
•提醒警察（如果合适的话）

•办公室关闭
•增加雇佣保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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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组织的使命

组织关于安全的
声明

关于安全的一般
声明

关键角色与责任

危机管理计划

安全政策与程序

偶然事件计划

可能的内容范例

例如“我们为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提供免费法律援
助”

•如果工作人员认为他们的任务太危险的
话可以拒绝(不会因此反对他们)

•安全不仅是遵守程序，
而且是始终锻炼情境意识和常识
•安全是针对每个人的，
如果因为一个人忽视了一个区域，这有可能会让整
个组织处于危险之中

•总体负责安全的那个人
•其余工作人员的责任，
包括制定与评估、保险、贯彻执行
•个人责任： 遵守规则与程序； 减少危险；
安全事件沟通，个人生活的安全

•使本计划施行的紧急情况类型的界定
•角色与责任， 包括： 设立危机委员会；
和工作人员、亲戚、当局、媒体以及捐赠方进行沟
通；

•办公室安全
•住所安全
•有关当事人、证人等的安全
•电脑和电话安全
•信息管理与存储
•实地考察旅行
•汽车保养与使用
•避免袭击、盗窃、人身侵犯包括性侵犯
•处理金钱
•应对媒体
•应对当局
•在组织中的减压

•震慑/逮捕/诱捕/死亡
•袭击，包括性侵犯
•猛地一击

备注

这个必须简明扼要；工作人
员应能快速重复（例如在路
障边）

职称比姓名好，
它们不会改变

针对预期之外的紧急情况

这些内容将与你所处的情境
有关。一些政策和程序会有
重叠，但程序重复总比复杂
地前后参阅要好

这些是预设性的计划。不同
的情景和面对的危险决定了
具体计划

附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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