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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注定是要给中华民族的国民心理留下永久且深刻记忆的一个年份。
正当整个中华民族都在准备实现期待百年的即将于8月8日在北京举办奥运的梦想之前，发生了两起特
大自然灾害，即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大地震。
特别是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在四川汶川的里氏8级特大地震，波及10省（市）、417县、4600多乡镇及
近4．8万个村庄，受灾人口4000多万，涉及转移安置人口1500万，死亡及失踪人数达8万多，被掩埋和
死亡的各种家畜和其它动物800多万头（只），交通、通讯中断，基础设施全面毁坏，造成整个灾区直
接经济损失8000多亿元。
一时间，江河断流、生命倾覆、苍天闭眼、大地失聪，整个国家被地球瞬间能量释放造成的巨大灾难
所刺伤。
　　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启动了全民紧急响应机制，人民解放军紧急总动员，各级政府紧
急响应，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民间自组织紧急行动，展开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百县千乡万村生命大救
援行动，并通过电视、广播、手机、募捐活动将灾区的需要和爱传遍全社会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筹集
善款创纪录达到760多亿元，有300多万人被爱心激发，作为志愿者奔赴灾区参加救灾，谱写了无数动
人的篇章。
“5·12”大救灾和8月8目的奥运会，以巨大的悲情和喜情两大主旋律，调动了全民族的激情和参与欲
，成为载入2008史册的两大事件，推动着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与成熟。
　　“5·12”大地震过去了一年多，中央及各地政府的注意力逐渐回到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发
展的轨道上来，如火如荼的紧急救援行动已经结束，只有灾区政府、灾民和少数民间组织还在持续进
行漫长的灾后重建工作。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华民族经历“5·12”大地震之后的社会救灾响应行动进行回顾，对我们在这一
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性的调查、研究、筛选、总结和反思，以启示我们今后的思考，推
动救灾体制的进一步改进，进一步唤醒公民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逐步发育。
因此由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数十名学者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研究，诞生了我们面前这套丛书—
—《“5·12”行动启示录——汶川大地震社会响应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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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5·12”汶川地震为例，分析中国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的参与状况、存在
问题与制度局限，并对中国救灾的募捐主体、救灾款物的使用、捐赠的管理费用和捐赠信息的披露等
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书中还介绍了国外的救灾体制，并提出了中国救灾机制从垄断走向开放的新思路和合作治理的救灾模
式。
　　本书适合从事或有志于减灾救灾工作的政府相关人员、民间组织和志愿者阅读，对于公共管理学
科的师生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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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救灾管理制度及其变迁　　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救灾工作。
自1949年以来，经过不断探索，特别是在经历巨灾的检验后，不断修订和完善，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
特色的救灾管理制度，包括救灾的法规体系、组织和指挥体系、工作运行机制和救灾捐赠管理制度等
等。
　　第一节　中国现行救灾管理制度　　一、基本概念　　这里所谓的“灾”特指自然灾害，它是指
给人类生存带来危害或损害人类生活环境的自然现象，包括洪涝、干旱灾害，台风、冰雹、雪、沙尘
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
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
　　“救灾”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狭义的救灾，是指灾害发生过程中或发生以后对灾区和灾民的救助，包括紧急救援、过渡安置、灾后
重建等内容。
不过，现代救灾思想已经将救灾工作范围拓展到防灾、抗灾、救灾三个环节，即广义的救灾。
从广义救灾的角度出发，还需要在灾前进行灾情监测与预报、应急物资的准备；在灾害过程中要动员
人力、物力与灾害进行抗争，控制其危害，减少损失；在灾后要恢复重建，重塑新的生活。
因此，更为全面的表述应为“减灾”。
我国相应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亦称为“国家减灾委员会”。
限于篇幅，且为了探讨的深入，本书所指的救灾是狭义的救灾。
　　救灾管理制度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救灾的组织体系，二是救灾的运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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