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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中国发生了两次巨灾，这是继1998年洪涝灾害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作者从政府应对的角度，系统收集、整理、研究了两次巨灾发生后，中央、部和省政府颁布的文件，
其中雨雪冰冻灾害期间563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期间2290件，从中探讨灾害管理的方式，并得出了初
步结论：应对巨灾，以“条、块管理，以条为主”；应对大灾、中小灾害，以“条、块管理，以块为
主”。
《应对巨灾的举国体制》可作为地震、气象、民政、档案、自然灾害管理、风险管理、教育、地方志
等领域工作者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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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国，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83年提出灾害学，19901991年提出沿海灾害带、企业减灾，近年来提出的农村公共建筑安全、城市
抗震工作建议和制订国外救援队到中国参加救援的法律救援方案，均得到回良玉副总理的批复。
曾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专家，现任中
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专家（中国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减灾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球物
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安全卷副主编、《汶川特大地震
抗震救灾志·地震灾害志》第十四篇、第十五篇负责人。
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科研成果奖两项，国家科委1997年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务院国发[1997]2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抗灾救灾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地方政府向国务院申请抗灾
救灾资金、物资的补助标准的主要完成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规划（19982010年）》、《中国国际
减灾十年报告——行动与展望》常务编委。
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2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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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 关于中国式的“以条为主”的管理效果评价　　《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2009年9月
出版了《中国大趋势》。
　　奈斯比特阐述了本书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
　　他承认这一转变，“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预想到会发现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的体系。
”　　这一发现是什么？
他在书中写道，“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
（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
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　　奈斯比特将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组织、动员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
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
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
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
　　“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订长期的
战略计划。
”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
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　　他解释道，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
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
”他说，不得不惊叹于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①。
　　1.4 何为“举国体制”　　中国的“举国体制”是抗震救灾高效率的法宝。
中国领导人则强调，这次抗震救灾斗争再次有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越性。
　　所谓“举国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很强的国家能力。
学者王绍光等认为，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管治）能
力，这次抗震救灾工作充分证明，“举国体制”在这些方面的能力上都表现出色。
当然，永远不能丢并不是说它已经不需要改革，相反，此次抗震救灾凸显了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上的某
些不足，也提示人们要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加紧推进改革。
　　比如说，从国家能力的主体构成来说，它应当包括国家机构、执政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等的
能力，此次抗震救灾工作中社会组织和公众的能力得到积极展示，但国家尚缺乏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的
规范。
着眼于从总体上提高国家能力，努力使国家各方面能力达到在国家能力横向结构上的相对平衡，并实
现有效互动，应当成为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应对巨灾的举国体制>>

编辑推荐

　　《应对巨灾的举国体制》共分4个章节，主要从政府应对的角度，系统收集、整理、研究了两次
巨灾发生后，中央、部和省政府颁布的文件，具体内容包括举国体制与雨雪冰冻灾害、颁布抗灾救灾
文件、各省颁布文件统计、公休日与上班日发文比较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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