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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对当前人们所关注的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管理问题快速作出反应，为党
和政府高层科学决策及时提供政策建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7年特别设立了管理科学部主
任基金应急研究专款，主要资助开展关于国家宏观管理及发展战略中特别急需解决的重要的综合性问
题的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应急研究项
目设立的目的是为党和政府高层科学决策及时提供政策建议，但并不是代替政府进行决策。根据学部
对于应急项目的一贯指导思想，应急研究应该从“探讨理论基础、评介国外经验、完善总体框架、分
析实施难点”四个主要方面对政府进行决策支持研究。每项研究的成果都要有针对性、及时性和可行
性。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应当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法律上允许、操作上可执行、进度上可实现和
政治上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以尽量减少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在研究方法上要求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案例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系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究方法。应急项目的
承担者应当是在相应的领域中已经具有深厚的学术成果积累、能够在短时间（通常是9～12个月）内取
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成果的专家。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特殊的专项，管理科学部的“
应急项目”已经逐步成为一个为党和政府宏观决策提供科学、及时政策建议的项目类型。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的绝大部分（占预算经费的97％以上）专注于对管理活动中的基础科学问题进行自由探
索式研究不同，应急项目和它们相比则有些像“命题作文”，题目直接来源于实际需求并具有限定性
，要求成果尽可能贴近实践运用。应急研究项目要求承担课题的专家尽量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
合集成方法，为达到上述基本要求、保证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项目的承担者在立
项的研究领域应当具有较长期的学术积累。自1997年以来，管理科学部对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出
现的一些重大管理问题作出了快速反应，至今已启动45个项目共323个课题，出版相关专著16部。其
他2005年前立项、全部完成研究的课题，相关专著亦已于近期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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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性灾害对我国经济影响与应急管理研究:以2008年雪灾和地震为例》以我国2008年发生的雪灾和
汶川地震两次大型突发灾害为案例，研究两次特大型突发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雪灾和汶
川地震的影响途径和机制，以及灾后重建的影响。同时，根据我国在这两次大型突发灾害中的应急管
理举措，总结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研究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若干重要问题，并
提出了我国灾害应急管理措施和应急管理体系发展完善的政策建议。
《突发性灾害对我国经济影响与应急管理研究:以2008年雪灾和地震为例》内容丰富，分析深入，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可供相关领域的大学生、研究生、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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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外，大量输电线塔因覆冰太厚、不堪重负而倒塌，导致17个省（自治区）出现拉闸限电现象，
部分地区供电系统瘫痪。湖南郴州自1月24日起断水断电，贵州多个县市电力中断。　　雪灾发生后，
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分赴各地指挥抗灾救灾，发动全国人
民积极援助灾区，鼓励灾区人民团结自救，共同夺取抗击冰雪灾害的全面胜利；国务院迅速组建了由
各相关部委组成的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及时掌握受灾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发布政
府信息，统筹协调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中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作，使各地区的抢险救援工作
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1.1.2 汶川地震简介　　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8.0级
强烈地震，波及有感范围包括四川、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北京、上海、贵州、西
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
次地震。四川地震重灾区面积达到10万平方千米，涉及阿坝、绵阳、德阳、成都、广元、雅安等6个市
、州，严重受灾的县区达到44个，受灾乡镇1061个，直接受灾人数1000多万人。根据2008年9月的调查
评估，此次汶川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川省损失最为严重，占总损失
的91.3 ％；甘肃省占总损失的5.8 ％；陕西省占总损失的2.9％。　　此次汶川地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地震烈度极高。汶川地震震级高达里氏8.0级，汶川地震的震中烈度高达11度，而且灾后余震不断，
大小余震达5000余次。第二，影响范围极广。汶川地震波及范围非常广，重灾面积达10万平方千米，
灾区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地。第三，救援难度极大。汶川地震发生后，水、电、道路、通
信等关键基础设施严重毁损。地震造成通往汶川等重灾区的交通中断，大批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无法
被运抵灾区。而且，灾后恰逢阴雨天气，余震不断，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不断发生，抢通道路的
任务非常艰巨。甚至一些道路被打通后，又因为山体滑坡等原因而再次中断。　　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立即奔赴四川地震灾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总参谋部、民政部、卫生部、
中国红十字会、林业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家电网等部门迅速组织人民解放军及各种
专业队伍全力投入抗震救灾，以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及财产的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与此同时，
我国民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赈灾活动。据民政部统计，境内外各类救灾捐赠款物近760亿元人民币。在
气候条件恶劣、道路损坏严重的情况下，我国救援队伍克服了各种困难，实施了及时有效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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