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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公害物品的管理:以SARS和印度洋海啸为例的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建
构，第二部分为案例分析。
第一部分主要为解决文章在绪论部分提出的问题搭设理论框架，这一构建理论框架的工作包括第一章
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国际公害物品的概念，分析国际公害物品不同于国际公共物品的特点，这
也是提出国际公害物品概念的原因；第二章首先区分了全球治理和全球管理的概念，通过分析得出全
球管理的概念更适合解决目前国际现实中存在的国际公害物品问题。
随后《国际公害物品的管理:以SARS和印度洋海啸为例的分析》为如何管理国际公害物品提出可选策
略，市场的途径以及公共所有权的方式是经常被提及的做法，但无论何种方式的管理都需要依靠各国
政府的职能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在管理国际公害物品的框架中，政府、市场和国际组织的作用应该同时得到强调。
　　第二部分是案例分析，这一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三章重点考察国际社会管理SARS的过程，这一过
程分别涉及中国政府的行为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国出现了社会学
习行为，这对SARS后中国在国际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至关重要。
在国际社会反思SARS的过程中，有学者对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的提出质疑，国际关系学界出现
了建立“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的呼声；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首先论述了“后威斯特
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后SARS时代的国际流行性疾病管理体系。
本章还涉及了2009年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和国际社会面对新一轮流行性疾病的最初反应措施
；第五章主要考察国际社会对印度洋海啸的反应，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还称不上是一种管理，因为反
应缺乏统一的理念和指挥。
这一章重点考察国际社会在救援印度洋海啸过程中出现的形成管理的良好迹象以及仍然存在，但尚未
解决的问题；第六章在第五章提出的救援印度洋海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国际社
会管理印度洋海啸的建议。
这一建议包括建立区域海啸管理体系、国际海啸协调管理体系、整合联合国内部涉及自然灾害的管理
机构，以及各国政府的相应机构的建立和改善；最后，小结部分将简要讨论区域合作救灾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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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问题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二、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三、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一章 国际公害物品的
概念第一节 公共物品理论及其发展一、公共物品理论二、公共物品理论的发展第二节 国际公害物品
概念的解析一、国际公害物品的公共性二、国际公害物品的有害性三、国际公害物品的国际性本章小
结第二章 国际公害物品的管理第一节 全球治理与全球管理一、治理二、全球治理三、对全球治理理
论的思考四、全球管理第二节 国际公害物品管理的可选途径一、私有化和市场买卖二、公共所有权制
度的管理方法三、政府的作用本章小结案例一国际流行性疾病的管理第三章 SARS的全球管理第一节 
情况描述一、SARS在中国的出现与传播二、SARS在中国境外的流行第二节 SARS的全球管理一、中国
政府对SARS的管理二、世界卫生组织对SARS的管理第三节 国际社会在管理SARS过程中的进步与思考
一、中国的学习与变化二、“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本章小结第四章 SARS后的反思第一节 
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是否可行一、后威斯特伐利亚公共卫生体系是否动摇了“主权原则”?二
、什么因素引起了国际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变化?第二节 构建后SARS时代国际流行性疾病管理体系一
、国际流行性疾病管理体系二、甲型(H1N1)流感疫情的防控前景本章小结案例二国际海啸类自然灾害
的管理第五章 印度洋海啸的全球管理第一节 情况描述第二节 国际社会的救援行动一、呼吁和动员国
际社会的紧急援助二、参与长期复原计划三、联合国的协调作用四、促进受灾国政府与地方叛乱组织
的和解第三节 印度洋海啸预警机制的建立一、海啸预警原理及印度洋海啸前全球海啸预警情况二、灾
害发生前印度洋地区国家的备灾情况三、印度洋地区海啸预警机制的建立和运行第四节 有待解决的问
题一、组织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二、救援理念的冲突——救援还是救济?三、联合国协调能力的局限
性本章小结第六章 印度洋海啸后的思考第一节 国际印度洋海啸救援中的问题根源第二节 构建有效的
国际海啸管理体系一、建立区域海啸管理体系二、建立国际海啸协调管理体系本章小结本书结语参考
文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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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国际公害物品有哪些特性？
4．什么是全球管理？
什么是全球治理？
为什么“全球管理”更适合解决国际公害物品问题？
5．管理国际公害物品有哪些基本途径？
从国际公害物品的概念可知，国际公害物品的“外溢性”使国际社会在某一特定灾难下相互依存。
这种依存关系使国际公害物品无法凭借一国力量完全消除，需要国际合作共同减灾。
这也是国际公害物品之所以被称为“公共”的原因之一。
但是，尽管国际公害物品具有外溢性，使没有参与制造公害物品的国家和地区也卷入其中，但其外溢
性所波及的“命运共同者”①各有不同，因此，“国际公共”的含义与其说是整个国际社会相互依存
，不如说是“命运共同者”间的相互依存。
美国学者莫里西将这种依存关系定义为“被排除在一种国际公害物品影响之外的可能性”。
②可见，“危险外溢”是国际公害物品概念的核心内涵。
虽然“命运共同者”的范围有区域性和全球性之分，国际公害物品的损害程度并无两样，通常都能够
引起一定国际关注、阻碍相关地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
这种损害至少会具有以下两种特征之一：（一）影响社会发展。
这种影响表现在破坏社会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或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速度，使社会总价值降低等。
影响社会发展包括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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