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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灾害管理整合研究》立足于整合式灾害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将组织适应、群体脆
弱性、灾害文化等社会要素纳入到灾害管理研究之中，构建了灾害社会科学整合研究话语体系，并对
灾害动力学做了社会科学演绎，进而深化了对灾害社会属性的认知，从社会脆弱性视角探索和把握了
灾害生命周期内的相关客观社会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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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鹏，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美国特拉华大学
（University of Delaware）灾害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灾害管理、
风险理论与治理、灾变与群体行为、社会保障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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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这段时期，灾害社会学依旧遵循灾害行为研究传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积累，
逐步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例如，灾害迷思、DRC类型学、疏散行为模式等，这些理论使灾害社
会学形成了独具灾害背景特征的社会学理论。
文化人类学视角的灾害研究传统也对当前研究影响较大。
在安东尼·奥利弗一史密斯、霍夫曼（Hoffman）、玛丽·道格拉斯以及阿隆·威尔达夫斯基等人的
带领下，对灾难文化、风险文化、灾害政治经济学等主题的研究，直接启发了随后兴起的灾害的脆弱
性科学研究。
诸多大事件的发生使得灾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灾害的社会属性得到进一步挖掘。
而在这段时期内，各学科仍然保留自身的传统研究领域。
 （三）灾害社会科学的转型期 1990年代末期以来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面向，研究取向的
改变主要受到两股变革力量的推动，它们分别来自于理论发展与实践需要这两大层面。
 1980年代末期在欧洲兴起的风险社会理论，宏观展现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特质。
贝克、吉登斯、卢曼等人的研究使风险社会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相对于早期的风险心理测量和文化范式的风险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则更具有宏观叙事性。
而随着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在欧洲，关于风险社会的风险治理路径的分析便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与
美国社会学界关于组织风险管理的研究遥相呼应，二者最终都将风险研究的视角放在组织层面。
与此同时，政治和管理层面的危机管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罗森塔尔、波恩、康福等人为代表的
危机管理研究，更多是强调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组织领导力、决策结构、应对能力、组织的应灾科技等
方面的研究。
而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改变了早期强调宏观叙事的特点，开始逐步强调组织作为中观层面的风险治理主
体的研究，于是，风险治理和组织内部风险控制成为风险社会理论在管理层面的应用，而风险社会理
论补强了危机管理理论的基础。
 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所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例如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3年印度洋大
海啸和SARS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等）冲击着传统灾害（或危机）
的认识与管理。
其中，“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应急管理的理念与整体组织架构。
长期以来面向多灾种管理的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FEMA）被并入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灾害管
理变成了偏重于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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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灾害管理整合研究》旨在完善我国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改变灾害研究的碎片化现
状，力图以脆弱性概念为基础，通过深入探寻灾害危机的社会客观规律，为开展灾害社会科学研究提
供概念话语体系、理论分析框架、经典议题、方法论等；主张倡导建立灾害的脆弱性科学，完善当前
以自然科学为主导的灾害风险分析方法，主张将社会科学视角下的脆弱性分析范式纳入灾害风险管理
过程之中；推动灾害危机研究与基础科学、经典理论的结合，以便更加深入地揭示灾变情境下的各种
客观社会规律，实现灾害研究与主流学术研究的进一步融通；最后，通过对灾害问题的多学科视角探
析，旨在促成灾害社会科学的话语平台与多学科研究可能，从而为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灾害研究在我国
深入开展提供基础，以便于更好地服务于灾害管理实践，优化当前灾害管理体系，提升我国灾害管理
制度绩效。
《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灾害管理整合研究》适合相关政府官员，公共管理领域研究人员，大专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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