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２卷 第１期 气 象 与 减 灾 研 究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２０１９年３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ｒ．２０１９

张亚妮，胡德勇，于琛，等．２０１９．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初探［Ｊ］．气象与减灾研究，４２（１）：６４６９．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ｉ，ＨｕＤｅｙｏｎｇ，ＹｕＣｈ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９．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Ｊ］．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４２（１）：６４６９．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初探

张亚妮１，２，胡德勇１，２，于　琛１
，２，张　１

，２，段　欣１
，２

１．首都师范大学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２．首都师范大学 灾害评估与风险防范民政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　要：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灾害风险加剧，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灾害管理体制和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应对自然灾害，

因此开展国家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和紧迫性。本文介绍了我国灾害管理体制的发展历

程及转型过程，提出关于我国气候变化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具体路径的建议措施，包括完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体

系，实现五个长效机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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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全球关注的问题之一，它

可能对自然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人类的生存发展

造成严重影响（姚雪峰等，２０１１）。改革开放后，根据

当时的需要我国制定了自然灾害管理体制，其基本

思想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灾害分级管

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

不断积累，气候变化对我国造成的灾害损失也明显

加剧，面对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



自然灾害管理体制一直处在根本性的调整过程中。

伴随着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传

统灾害管理方式已不能有效地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

损失，全社会对于灾害应急管理的要求也随之改变，

国家自然灾害管理体制也需要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

会公众需求而进行转型。因此，从减轻自然灾害风

险的角度，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灾害风险治理的有

效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灾害管理机构或者个人用

以降低灾害风险的消极结果的决策过程，是通过风

险的识别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选择与优化组合各

种风险管理技术与手段，对灾害风险实施有效控制

和妥善处理风险所致损失后果的一种积极主动的行

为。这种理念已经深入渗透到灾害理论研究中，许

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开展

了大量研究。如，王绍玉和唐桂娟（２００９）从自然灾

害风险模型的再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致灾因素的

强化和自然灾害风险系统结构等方面，探讨了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的理论依据，为制定科学的自然

灾害综合风险管理战略提供了参考和理论支持；尚

志海和刘希林（２０１４）通过调研国内外灾害风险研究

相关成果，对自然灾害风险的定义进行了探讨，认为

风险管理与灾害风险共存，并提出了基于可接受风

险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石蜜蜜等（２０１６）从社

会资本视角出发，探索了其在新兴领域的应用方向，

为未来灾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新视角；张晓宁

（２０１３）根据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变化和特点以及所面

对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我国自然灾害管理工作的

详细推进方式。我国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

和政策研究，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概

括起来，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要么从减轻气候

变化带来的影响着手，提出我国的具体减排措施和

实施方案，要么是从适应气候变化角度出发，重点提

出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方法，同时

不断加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等。可以看

出，目前对于气候变化背景下减轻灾害风险、防灾减

灾的具体应对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我国也缺乏国家

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防灾减灾战略，更缺少针对

我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的详细设计和实施路径

分析。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的仅由政府“大包

大揽”的灾害管理体系并不能有效应对，建立气候变

化背景下灾害风险治理体系刻不容缓。根据我国现

状，文中在综合目前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面临的挑

战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灾害风险治理路径。

１　我国灾害管理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挑战

１．１　我国灾害管理的发展

２０００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伴

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社会各界对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需求逐

步提升，中国自然灾害管理体制改革也一直在实践

中阔步前行（王振耀和田小红，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在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

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不断健全“中央统筹指导、地

方就近指挥，分级负责、相互协同”的抗灾救灾应急

机制（周洋，２０１６），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管理体系，

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

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

减轻灾害风险转变（窦玉沛，２０１６），全面提升全社会

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为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保障（王振

耀和田小红，２００６）。为全面解决十九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九龙治水”的乱象，２０１８年３月，在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

提出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将公安部、民

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中

国地震局等部门的应急救援和防灾减灾救灾职能统

筹管理，统一管理，具有分级负责和政策保障的优势

（刘鹤，２０１８），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整合优化应急力

量与资源，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灾害管理体系的转型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

大措施，也是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措

施，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需求而进行的改

革（杨素芳和徐芳，２００８），是为解决“多个部门管不

好一个餐桌”的现象而进行的改革。２０１８年“两会”

期间出台的关于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我国正在整合

多个部门和机构，组建全新的应急管理部（王宏伟，

２０１８）。这样的改革“秉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

域”，排除“体制机制障碍、部门利益藩篱”的现象，体

现“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

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优化、协同、高效的原则。这

样的改革，不仅直接面对由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

害发生后急需帮扶的群体，而且还直接面对公开透

明的大众舆论，在促进政府行政工作效率提升的同

５６张亚妮 等：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初探



时，还有助于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部门。

１．２　我国灾害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１）我国进入新的灾害多发期，灾害风险治理形

势严峻。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以范围广、影响力大为特征

的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导致

我国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大。由于我国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复杂多变的自然气候与地质条件，干旱、洪

涝、台风等极端气候与日俱增，山洪、滑坡、泥石流等

自然灾害呈现高发态势（吴秡，２０１３；詹丰兴，２０１７）。

研究表明，当前灾害的不可预见性增大、连锁性集中

迸发、影响性放大以及严重性增强都是人类活动诱

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张晓宁，２０１３）。随着经济的

高速发展，我国资源、环境和生态负荷日渐严重，自

然灾害的防范及应对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灾害风

险管理也将面临巨大挑战。

２）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体制和

机制亟需改进和创新。

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越来越大的灾害强度和灾

害损失，大量的应急资金投入直接冲击着社会经济

的稳定，由此引发的灾害损失呈现出波动大、不稳

定、难预测等特征使得政府在救灾预算、灾后财政安

排等方面充满未知数（张俊岭，２０１３）。当前，由行政

机构负责的灾害风险管理工作，更多的是采用救灾

与救济的模式，这种模式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行政效

率问题（王和，２０１２）。由于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包括

平原、沙漠、河流、海洋等多种地形地貌特征，这就与

行政区划之间形成相互交错的格局，造成了国家部

委无法与当地设置的管理部门相对应的问题。此

外，应急资源及救援人员如何有效安置及灵活调配

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漏洞，当下需要科学系统地制

定一套合理的流程与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创新

我国自然灾害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主动应对气

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真正提升我国防灾减灾的能力。

３）全社会灾害风险意识不够，保险机制还未成

为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

总的来看，社会层面对于防灾减灾的意识还不

强烈，社会各界对灾害保险的了解更是不多。公众

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己遭受灾害的发生率不

高，还没有形成政府和个人共同参与灾害风险管理

的意识。因此，每次大的灾害事故发生后，大范围的

社会性损失由政府承担，而公众的损失除各级政府

财政给予基本补贴外，主要还是由公众自身承担，这

都是由于我国还未形成运用市场化手段分担灾害风

险的机制（张俊岭，２０１３；詹丰兴，２０１７）。因此，需要

全社会加强对灾害风险的意识及自我保障能力，让

保险机制成为灾害风险补偿的重要手段。

２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

建议

２１　强化从“管理”到“治理”转变的理念

灾害风险管理是一个连续的、循环的、动态的过

程，以最佳风险管理技术为中心，从最经济合理的角

度来处置风险，注重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而治理指

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

的主题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

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的决定里提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

治理”、“政府治理”等概念（师吉金，２０１４），将以往通

常使用的“管理”改为“治理”，一字之差却道出了其

根本含义上的巨大变化。相对于“管理”，“治理”更

有利于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维护

人民群众的利益，更有利于拓展国家和社会对灾害

治理的创新（赫郑飞和文宏，２０１５）。将灾害 “风险

管理”改为“风险治理”不仅是决策系统的巨大改变，

更是将一种以绩效为基础的专业职能调整为约束和

激励的模式，综合国家全方位资源与职能部门，从根

源上避免和减少灾害发生的可能，以人为中心平衡

各方利益，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

范能力。

２２　完善我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体系应

该包括５个部分（图１）：一是综合风险治理的人员

构成，即建立以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方面

组成的多方主体，相较于以前只由政府一方大包大

揽的情况，由各方主体共同参与、互相协调，建立优

势互补的合作机制；二是综合风险治理的结构分层，

即建立包含国家、地方、社区等３个层级的分层运行

结构，不同层级建立分层运行的协同机制；三是综合

风险治理的分类和联动，即对我国气候变化背景下

的自然灾害根据不同类别进行分类实施，根据其致

灾因子特性等建立其联动机制；四是综合风险治理

的应急救援，即集中公安消防队伍、武警森林部队和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到一个部门进行联合训

练、协作培养，实行应急指挥专业性与政治性并重的

统一机制；五是综合风险治理的政策保障，即从资金

保障、科技保障、信息保障、法律保障４个方面，建立

综合保障体系，科学合理地完善问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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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综合风险治理体系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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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ｖｅ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根据上述对气候变化的灾害治理体系，结合我

国基本国情，陈振林（２０１３）提出以下具体运行机制

和实施措施，提高我国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建立

整合各方资源，提供及时信息，启动来自各领域的应

急专家团队会商的合作机制。建立国家战略与地方

规划的协同机制，负责专业救援力量的平时预案演

练，以及灾时专业救援力量的调度；建立区域内各地

方政府的协同机制，集中解决分散处理险情带来的

问题，辅助应急管理部准确有效地调动专业救援力

量；建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协同的协同机制，收

集和调配民间物质配合国家的应急响应物资配置工

作。加强适应规划、应急管理及防范气候灾害风险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联动机制，联合培养救援队伍，实

行应急指挥专业性与政治性统一机制，建立综合保

障体系，科学合理地完善问责机制。

２．２．１　多方主体及其合作机制

科学合理地安排多方参与主体，建立健全合作

机制，鼓励社会组织在灾前与灾时参与风险治理。

目前国家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门可作为自然灾害综

合风险治理组织者，对专业救援力量加以管理；承担

起组织间互相协调的角色，建立各方主体沟通与互

动的渠道，形成多元合作的良性循环。一旦灾害发

生，由应急管理部及时提供受灾地区相关信息，整合

协调各方资源，进行集中调配，安排专人负责与志愿

者和非政府组织保持联系与沟通，启动来自各领域

的应急专家团队进行会商，并根据具体情况分配救

援任务。

２．２．２　分层运行及其协同机制

建立涵盖国家、地方、社区等３个层级的应对气

候变化灾害风险治理分层运行结构，并对不同层级

之间的协同机制予以展开。在国家战略与地方规划

之间建立协同机制，负责专业救援力量平时的预案

演练，以及灾时专业救援力量的调度。在区域内各

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协同机制，应急管理部可以下设

应急呼叫救援中心，集中解决分散处理险情带来的

问题，辅助应急管理部准确有效地调动专业救援力

量。在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建立协同机制，组

建长期稳定的非政府专业救援人员，资金方面，通过

其可以收集，并可以调配民间物资，配合国家应急响

应物资配置工作；救援方面，可以组织社会人员对其

进行专业培训，在灾害发生时配合专业救援力量进

行工作（刘严萍和王震，２０１４）。

２．２．３　分类实施及其联动机制

借鉴灾害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根据致灾因子特

质与转化规律，将气候灾害风险进行分类，明确各类

灾害的联动机制和灾害发生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对

城市土地利用、供电供水、交通、通讯等生命线工程

进行更为合理和有针对性地规划，以加强城市在气

候变化背景下面对不同灾害风险的防护能力；同时，

许多自然灾害发生后，常常会引发出一连串的次生

灾害，形成灾害链，因此可以从灾害的致灾因子入

手，分析不同灾害致灾因子的特性，并对灾害综合风

险治理的联动机制进行研讨（刘晓庄，２００８）。

２．２．４　联合培养及其统一机制

将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与国家安全生

产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

量，实行专门管理和政策保障，形成救援队伍新的联

合，有助于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改变因管辖

权不同而不便于联合演练的现状，可以提升职业荣

誉感的同时保持有生力量和战斗力。按照分级负责

的原则，着眼于防灾、减灾、救灾并重，应急指挥专业

性与政治性并重的统一机制，确保救援指挥权相对

集中，保证政令畅通、指挥有效，推动形成中国特色

应急管理体制。

２．２．５　综合保障及其问责机制

建立包括资金、技术、信息、法律等４个方面在

内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治理综合保障体系，并科学

合理地完善问责机制。建设具有统一规范的启动制

度，理性地抵抗来自社会环境、大众舆论和其他外来

压力的影响，严格根据问责机制的设计来追究相关

人员应承担的责任（赵哲锋和王勇猛，２０１２）。科学

合理的问责机制能够对失职人员进行有效的善后处

理，提高部门主要负责人员的责任意识和警惕意识。

７６张亚妮 等：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初探



２３　加强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

２０１５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社《柳叶刀》（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和清华大学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指

出，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死亡人口数量已经

和其他因素相当，甚至超过了一些疾病导致的死亡

人口，所以加强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管控因气候变

化导致的对人体健康和财产损失造成影响的风险，

已经成为国际上高度关注的话题（史培军，２０１６）。

同时，从全社会的视角出发，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等各种要素统筹进行综合风险防范中，将高分卫

星、北斗导航和无人机等高新技术应用于气候变化

的检测及防灾减灾救灾队伍建设中，在我国灾害综

合风险治理的路径中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全方位信息化的基本要求，针对我国的气候变化特

点和具体阶段对其进行的检测识别、模拟评估，建立

综合风险治理的科学管理经验体系。

３　结束语

文中总结了当前我国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发展

历程，分析了在严峻的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进入新

的灾害多发期，全社会灾害风险意识不够等诸多现

实因素，因此灾害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亟需改进

和创新。根据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适应于

我国灾害风险治理的实施路径和政策建议，强化从

“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完善我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的治理体系，同时加强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陈振林．２０１３．我国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与实践［Ｊ］．阅江学刊，５

（３）：２１２５．　ＣｈｅｎＺＬ．２０１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Ｃｈｉ

ｎａ［Ｊ］．ＹｕｅｊｉａｎｇＡｃａｄＪ，５（３）：２１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窦玉沛．２０１６．减少灾害风险 建设安全城市 为全面提升综合减灾能

力提供科技支撑［Ｊ］．中国民政，（１０）：１０１１．　ＤｏｕＹＰ．２０１６．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ｃｉｔ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ｓｃｉ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１０）：１０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赫郑飞，文宏．２０１５．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创新—中

国行政管理学会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会暨“深化政府职能转变”研讨

会综述［Ｊ］．中国行政管理，（３）：１５２１５５．　ＨａｏＺＦ，ＷｅｎＨ．

２０１５．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ｅｐｅ

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

ｔｈｅ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ｏｎ“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ＡｄＣｈｉｎａ，（３）：１５２

１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鹤．２０１８．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变革［ＥＢ／ＯＬ］．ｈｔ

ｔｐ：／／ｔｈｅｏ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８／０３３０／ｃ４０５３１－２９８９８１１６．

ｈｔｍｌ，２０１８３３０．

刘晓庄．２００８．提高气象灾害应急管理水平 创建和谐平安江西—在

２００８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摘录）［Ｊ］．气

象与减灾研究，３１（３）：１４．　ＬｉｕＸＺ．２００８．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ｒｅａｔｅａｈａｒｍｏ

ｎｉｏｕｓ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ｈｅ２００８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ｗｏｒｋｓｅｍｉｎａｒ（ｅｘｃｅｒｐｔ）［Ｊ］．Ｍｅｔｅ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３１（３）：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严萍，王震．２０１４．城市自然灾害风险应急管理多元参与体制架构

设计［Ｊ］．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１６５１６８．　Ｌｉｕ

Ｙ Ｐ，Ｗａｎｇ Ｚ．２０１４．Ｄｅｓｉｇｎ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ｕｒｂ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Ｊ］．ＪＨｅｂｅｉＵｎｉｔ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Ｅｄｉ），（２）：１６５

１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尚志海，刘希林．２０１４．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关键问题探讨［Ｊ］．灾害

学，２９（２）：１５８１６４．　ＳｈａｎｇＺＨ，ＬｉｕＸＬ．２０１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

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Ｃａｔａｓｔｒ，２９

（２）：１５８１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师吉金．２０１４．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Ｊ］．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３６（１）：３７４０．　ＳｈｉＪＪ．２０１４．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ｓ：犔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犺犲

犇犲犮犻狊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犆犲狀狋狉犪犾犆狅犿犿犻狋狋犲犲狅犳狋犺犲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犘犪狉狋狔狅犳

犆犺犻狀犪狅狀狊犲狏犲狉犪犾 犿犪犼狅狉犻狊狊狌犲狊犮狅狀犮犲狉狀犻狀犵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犾狔

犱犲犲狆犲狀犻狀犵狉犲犳狅狉犿狊［Ｊ］．ＪＢｏ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ＳｏｃＳｃｉ），３６

（０１）：３７４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石蜜蜜，杨赛霓，李双双，等．２０１６．社会资本视角下自然灾害管理研

究进展［Ｊ］．灾害学，３１（３）：１５２１５６．　ＳｈｉＭ Ｍ，ＹａｎｇＳＮ，Ｌｉ

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ＪＣａｔａｓｔｒ，３１

（３）：１５２１５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史培军．２０１６．气候变化风险及其综合防范［Ｊ］．保险理论与实践，

（１）：６９８５．　ＳｈｉＰＪ．２０１６．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ｒｉｓｋ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ｍｐｒｅ

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ＩｎｓｕｒＰｒａｃｔＩｎｓｕｒ，（１）：６９８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王和．２０１２．我国巨灾风险管理应与时俱进［Ｊ］．中国减灾，（１１）：１８

１９．　 Ｗａｎｇ Ｈ．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ｓ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ｋｅｅｐ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Ｊ］．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１１）：

１８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宏伟．２０１８．现代应急管理理念下我国应急管理部的组建：意义、

挑战与对策［Ｊ］．安全，３９（５）：１６．　ＷａｎｇＨ Ｗ．２０１８．Ｔｈｅｅｓ

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ｕｎ

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Ｓａｆｅｔｙ，３９（５）：１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绍玉，唐桂娟．２００９．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理论依据探析［Ｊ］．自

然灾害学报，１８（２）：３３３８．　ＷａｎｇＳＹ，ＴａｎｇＧＪ．２００９．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ＪＮａｔ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１８（２）：３３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振耀，田小红．２００６．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Ｊ］．

８６ 犕犲狋犲狅狉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犚犲犱狌犮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气象与减灾研究　２０１９，４２（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５）：２８３４．　ＷａｎｇＺＹ，ＴｉａｎＸＨ．２００６．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ｎａｔｕ

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ｏｍｐＥｃＳｏｃＳｙｓｔ，（５）：２８３４．（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吴秡．２０１３．我国地方政府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研究［Ｄ］．昆明：云南财

经大学．　ＷｕＰ．２０１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素芳，徐方．２００８．美国应急管理体制及对我国应急管理工作的启

示［Ｊ］．中国西部科技，（２）：５０５１．　ＹａｎｇＳＦ，ＸｕＦ．２００８．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Ｃｈｉｎａ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Ｊ］．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５０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姚雪峰，张韧，郑崇伟，等．２０１１．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Ｊ］．气象与减灾研究，３４（１）：５６６２．　ＹａｏＸＦ，ＺｈａｎｇＲ，

ＺｈｅｎｇＣ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Ｊ］．Ｍｅｔｅ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３４（１）：５６

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詹丰兴，罗春香，王晓昌，等．２０１７．农业保险气象服务保障法律政策

制度研究［Ｊ］．气象与减灾研究，４０（１）：１６．　ＺｈａｎＦＸ，ＬｕｏＣ

Ｘ，ＷａｎｇＸ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Ｓｔｕｄｙ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ｍｅｔｅｏｒ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Ｊ］．Ｍｅｔｅ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４０（１）：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詹丰兴，唐春燕，单九生，等．２０１７．赣州、吉安综合防灾减灾能力现

状及对策建议［Ｊ］．气象与减灾研究，４０（２）：１５３１５８．　ＺｈａｎＦ

Ｘ，ＴａｎｇＣＹ，ＳｈａｎＪ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ａｎｄＧａｎｚｈｏｕ［Ｊ］．Ｍｅｔｅｏ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

４０（２）：１５３１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俊岭，王浩．２０１３．建立国家综合灾害风险管理机制［Ｊ］．中国减

灾，（３）：３６３７．　ＺｈａｎｇＪＬ，ＷａｎｇＨ．２０１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ｄ，（３）：３６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晓宁．２０１３．我国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现状与展望［Ｊ］．中国减灾，

（８）：１４１７．　ＺｈａｎｇＸＮ．２０１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８）：１４１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赵哲锋，王勇猛．２０１２．国内外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比较与启示

［Ｊ］．法制与社会，（１７）：１７８１７９．　ＺｈａｏＺＦ，ＷａｎｇＹＭ．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Ｊ］．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Ｓｏｃ，（１７）：１７８

１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洋．２０１６．自然灾害救助制度更完善：解读２０１６年版《国家自然灾

害救助应急预案》［Ｊ］．湖南安全与防灾，（７）：２４２５．　ＺｈｏｕＹ．

２０１６．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ｍｏｒｅｐｅｒｆｅｃｔ：犐狀狋犲狉狆狉犲

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２０１６犲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犖犪狋狌狉犪犾犇犻狊犪狊狋犲狉犚犲

犾犻犲犳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犘犾犪狀［Ｊ］．Ｈｕｎａ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７）：

２４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６张亚妮 等：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灾害风险治理路径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