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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治理视角下探索自然灾害的防治与应急管理研究
贾奉明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 悉尼 1466

摘要：本文探讨了社会治理视角下自然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的机制与实践，分析了当前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
策。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企业支援与公众参与——能够有效提升灾害应对的效率与社会韧性。
研究表明，信息共享不畅、资源协调不足和公众参与度低是主要挑战，而通过加强跨部门合作、建设信息平台和提高公众灾害意
识等方式，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与社会治理的深化，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将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将不断增强社会的灾害应对能力和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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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灾害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给人
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环境造成了巨大损失。随着
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自然灾害日益频
繁和严重，迫切需要更加高效和灵活的预防、处
理和应急管理机制。传统的灾害管理方式主要依
靠单一部门、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但在复杂的
灾害情况下，这种模式往往面临协调困难、响应
延迟等问题 [1]。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强调多方合作、共同管理
的新型治理模式，可以在灾害管理和应急管理中
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
民的共同参与，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信息
的快速流通，从而提高灾害应对的效率和效果。

一、自然灾害的特征与分类

（一）自然灾害的定义与种类
自然灾害是由自然界的各种物理、化学和生

物过程引起的灾难性事件，通常造成生命和财产

损失、生态系统破坏和社会功能紊乱。自然灾害
往往突然发生，影响范围广，超出国家或地区的
应对能力，并造成长期社会和经济影响 [2]。

自然灾害可以根据其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分为
多种类型，主要包括：

1. 地质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滑坡、泥
石流等，这些灾害通常与地球内部的物理变化和
地壳运动有关。  

2. 气象灾害：如台风、暴雨、洪水、干旱、
雪灾等，这类灾害与气候变化和天气系统的异常
密切相关。  

3. 水文灾害：包括洪水、干旱、海啸等，通
常与河流、湖泊、海洋的水位变化或极端气候事
件有关。  

4. 生物灾害：如传染病暴发、害虫侵袭等，
由生物因素引发，对农业生产和公共健康构成威
胁。  

5. 其他灾害：如森林火灾、冰雹、极端高温等，
虽然不常见，但同样对社会和环境带来极大影响。

（二）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
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涉及自然界的各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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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和生物过程。这些灾害通常源于自然力
量的剧烈变化，主要可分为地质、气象、水文等
方面的因素 [3]。

1. 地质因素：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滑坡和
其他危险通常与构造运动、板块构造和地下岩浆
活动有关。当地壳中积聚的应力超过岩石的强度
时，就会发生地震，导致能量突然释放和震动。
而火山爆发则是地下岩浆上升到地表引起的爆炸
和熔岩流现象。

2. 气象因素：台风、暴雨、干旱等气象灾害
通常由大气运动异常引发。气候变化、海洋温度
上升、空气湿度等因素可能导致极端气象事件的
频发，产生大范围的天气灾害。

3. 水文因素：洪水、海啸等水文灾害与降水
量、河流溢洪、海洋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暴雨
引发的洪水，或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
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二、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防治理论

（一）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

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以实现社会秩
序的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与传统的单一政府管理模式不同，社会治理强调
通过多方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的治理结构 [4]。其基本内涵包括：

1. 多元主体合作，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
公民共同承担治理责任；

2. 共享与协同，通过信息共享和资源调配提
高治理效能；

3. 包容性与参与性，鼓励公众在决策和执行
中的广泛参与，增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

4. 灵活应变，根据社会变革和环境变化及时
调整治理策略。

（二）自然灾害防治的社会治理模型
自然灾害防治的社会治理模型强调多元主体

的合作与协调，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
民共同参与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该模型基于社
会治理的理念，致力于在灾害防治中实现信息共
享、资源整合和决策透明。

政府主导作用是自然灾害防治的核心，政府
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法规和应急预案，提供资金
援助和技术保障，建立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框架。
其次，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也很重要，社会组
织可以在灾害预防、公民教育和灾后重建中发挥
关键作用，企业则可以提供技术援助、物资保障
和应急服务。在此基础上，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
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应加强灾害风险意识，
参与灾害应急演练和信息传播，从而提升社会整
体应对能力。

三、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应急管理的基本框架与功能
应急管理是指在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危机

情况下，为减少灾害损失、保障公众安全和社会

稳定，所采取的组织、协调、预防、响应、恢复
等一系列综合性措施。其基本框架包括：预防与
减灾、应急准备、应急响应和灾后恢复四个关键
环节。预防与减灾强调通过科学规划和措施减少
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应急准备包括制定应急预案、
物资储备和人员培训等；应急响应是指在灾害发
生时迅速采取行动进行救援和处置；灾后恢复则
致力于恢复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重建受损区域。

应急管理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公共安全、减少
灾害损失和恢复社会秩序。信息获取与共享是应
急响应的基础，及时准确的灾情信息有助于决策
和行动的快速反应。资源调配与协调是确保救援
高效开展的关键，通过合理调配救援力量、资金
和物资，确保灾区得到及时支持。

（二）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应急管理机制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应急管理机制强调元主体

的合作与协调，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公
众共同参与应急管理，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机制下，政府作
为核心，负责制定应急管理战略，制定应急预案，
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保障措施，协调各利益相关
方共同实施应急措施。社会组织和企业则在灾害
预防、应急救援、恢复重建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提供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

公众参与也是社会治理模式下应急管理的关
键环节。公众应具备一定的灾害风险意识，并通
过参与应急演练、传播信息、捐赠物资等方式，
增强社会整体的应急应对能力。通过建立信息共
享平台，政府可以及时向社会各界传递灾害信息，
确保各方能够协同应对。

（三）实际案例分析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了 9.0 级的东部

大地震，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海啸。这场灾难导
致超过 15,000 人死亡，数千人失踪，并造成了福
岛核电站事故，影响深远。该事件的应急管理机
制在灾后反应和恢复过程中展现了政府、社会组
织、企业与公众的协同作用。

在应急响应方面，政府主导作用显著。日本
政府通过全国范围的紧急响应系统，及时启动了
灾后救援，并调动军事、警察等力量进行抢险。
社会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红十字会
和其他民间组织组织了大量志愿者，提供物资、
医疗救援和心理疏导等服务。此外，公众参与也
是这次应急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民众
在灾后迅速响应，不仅积极参与灾后救援，还在
社区层面协作，互相帮助，共同应对物资短缺和
社会秩序恢复问题。这次灾害案例表明，社会治
理模式下的应急管理，特别是多元主体的合作与
社会协同，显著提升了应急响应的效率和灾后恢
复的速度。

四、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
预警

（一）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原则与方法
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原则包括科学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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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前瞻性。科学性要求评估基于数据和科学模
型，确保结果的准确性；系统性强调将自然灾害
的多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纳入评估，全面分析灾
害风险；前瞻性则关注未来潜在风险，提前做好
应对准备。

常见的风险评估方法包括定性评估和定量评
估。定性评估通过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等方式，
评估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定量评估则采用
统计模型、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概率分析等
工具，量化灾害风险的程度。

（二）社会治理下的灾害预警体系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灾害预警体系强调多元主

体的协作与信息共享。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负责
制定灾害预警标准、发布预警信息，并协调各方
资源。在此基础上，社会组织和企业积极配合，
提供技术支持、物资保障及灾后援助。公众参与
是预警体系的重要环节，公众应通过灾害教育和
培训，提高灾害风险意识和应急反应能力。

（三）预警机制的社会化与公众参与
预警机制社会化的重点是通过政府、社会组

织、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合作，提高灾害预警的覆
盖面和响应速度。 政府负责制定预警标准和发布
信息，社会组织和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物资保障
和灾后服务。公众作为灾害预警的受益者和参与
者，可以通过接收信息、参与灾害演练和灾后恢
复活动，提高灾害应对能力。

公众参与的关键在于提高灾害风险意识和应
急自救能力。通过信息平台和社区网络，公众能
够及时获取预警信息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建立
健全的灾害教育和培训体系，使公众不仅能有效
接收预警信息，还能在危机时刻迅速作出反应，
减少损失。

五、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
预警

（一）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
1. 政府主导，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和应急预

案，确保协同机制的有序运作。
2. 企业和社会组织作为重要参与者，在灾害

预防、应急响应、救援和恢复过程中提供技术支
持、物资保障及志愿服务。

3. 公众参与。公众应增强灾害意识，积极参
与信息传播和紧急救援，确保社会应急响应的及
时性与广泛性。

（二）社会动员与志愿者组织的作用
社会动员通过调动各类社会资源，迅速响应

灾害需求，确保救援物资、资金和人力的有效分配。
志愿者组织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
动员大量志愿者参与救援、疏散、医疗、物资分
发等工作。通过志愿者的迅速部署，能够大幅提
高应急响应速度，减轻政府和专业机构的压力。

此外，志愿者组织在灾后恢复和心理疏导中
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帮助受灾群众重建生活和恢
复社会秩序。通过建立常态化的志愿者网络，社
会动员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
提升整个社会的应急响应能力和韧性。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社会治理的创新做法侧重于促进不同行为者

之间的合作，以提高治理效率和社会复原力。近
年来，在解决社会问题和灾害管理方面采取了许
多创新方法。例如，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中，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正被用于提高城
市治理的智能化程度，优化公共服务和应急系统。
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政府能够更好地分配
资源，更准确地预测风险，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

另外，社区协同治理也成为创新实践的重点。
在一些地区，政府通过搭建平台，鼓励社区居民、
社会组织和企业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和治理中。
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参与
感和责任感，增强了社会自我修复的能力。

（四）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防治与应
急管理的挑战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视角下，自然灾害防治与应急管
理面临以下挑战：

1. 信息不对称。灾害发生时，及时、准确的
信息传递至关重要，但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公
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往往不畅。

2. 资源协调不足。尤其是在灾后恢复阶段，
如何有效调配社会资源、协调各方力量，仍是治
理的难点。

3. 公众参与度不高。许多人缺乏应急知识和
灾后自救能力，导致应急反应不够迅速。

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
进各方数据与信息的实时传递；加强跨部门协作，
确保应急响应中的资源整合与快速调配；提高公
众灾害防治意识，通过教育和培训提升公民的自
救能力与参与意识。

六、结论与展望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自然灾害防治与应急管理
为提升社会应对灾害的能力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
框架。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
元化模式，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和信息的及
时共享，有效应对复杂的灾害挑战。尽管当前面
临信息不对称、资源调配不足等问题，但通过加
强跨部门合作、提升公众灾害意识等措施，能够
逐步克服这些难题。

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的深
化，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
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将为灾
害预测、应急响应和恢复重建提供更强有力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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