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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学”研究框架构想  

“灾难学” 研究框架构想
——— “灾难学研究丛书”代序

李明泉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面对灾难、应对灾难、抵御灾难、战

胜灾难的历史。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仍然面临着来自大自

然和人类突发事件所造成的不同灾难的威胁。不断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强

公共应急管理,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一、面对灾难,社会科学不能缺席

在灾难面前,自然科学对 “灾害学”的研究日益深入。一些国家创办了

研究灾害的报刊,1976年美国创办报道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研究计划与

活动的 《自然灾害观测者》,后来又创办了报道火山喷发、野生生物变化及其

他灾害的 《科学事件快报》;英国创办有 《灾害管理》,日本创办有 《自然灾

害科学杂志》,瑞典创办有 《意外事件·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通信》杂志等。

1986年12月,我国第一家专门研究灾害问题的学术刊物 《灾害学》在西安创

刊。之后,《中国地震报》、《中国减灾》、《中国减灾报》、《自然灾害学报》等

相继问世。各国积极开展 “灾害学”研究,在灾害的基本性质、成因过程、

灾害后果和运动规律以及如何防灾减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研究成果。

1987年12月11日第42届联大通过的169号决议,将20世纪最后十年定为

“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IDNDR),简称 “国际减灾十年”,目的是加强国

际间的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灾害来临时尽可能把人员损失及社会经

济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这时起,“灾害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美国、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经验,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防灾减灾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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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一系列迅速及时、

科学有效的抗震救灾重大举措,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成为21世纪初

人类抗震救灾、灾后重建的典范。

2008年10月8日,胡锦涛同志 《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

话》中深刻指出:“一个善于从自然灾害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民族,必定

是日益坚强和不可战胜的。”“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永不停

息的过程,规律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现象的不断往复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才能更明确地被人们认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道路,锲而不舍

地探索和认识自然规律,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不断增强促进人与自然相和

谐的能力,就一定能够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就

一定能够做到让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让自然更好地造福人类。”①
 

胡锦涛同志

的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抗震救灾的成功经验,是指导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

然,防灾减灾、造福人类,开展 “灾难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在灾难面前,研究灾难规律,构筑系统化的防灾减灾体系,社会科学不

仅不能缺席,而且应该与自然科学一道,以人类的思想智慧和科学技术来共

同构筑抵御抗击各种灾难的坚强壁垒。1976年美国出版的 《自然灾害风险评

价与减灾政策》,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灾害影响、减灾费用和效益作了详细探

讨。1980年的 《美国防洪减灾总报告》包括了减灾政策的效用分析等内容。

印度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 《贫困与饥荒》以巴基斯坦、

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大饥荒为例,用权利的方法揭示了贫困的根本原

因。社会科学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关注对灾难成因和影响的研究,

已经显示出科学的力量。但是,正如比利时根特大学社会学教授福莱迪

(Frank
 

Furedi)指出的:“人类在灾难学方面还是研究得太少,几乎可以说这

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②因此,建立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灾难应

急管理及其恢复重建规律的 “灾难学”,已成为十分迫切需要的科学研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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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0月9
日。

福莱迪 (Frank
 

Furedi):《天灾人祸———人类灾难观的历史变迁》,见德国之声中

文网www.dd110.com/diqiu/haixiao/200705/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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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二、灾难学的概念范畴和性质

1.灾难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灾难学以灾难为研究对象,以防灾减灾为学术使命。

那么,什么是灾难? 通常认为,灾难包括自然类灾害,如地震、洪涝、干旱、

雪灾等;技术类灾害,包括误操作、病毒等;生物类灾害,包括虫害、瘟疫

等;社会类灾害,包括交通事故、矿难、建筑倒塌、群体踩踏、恐怖袭击等。

我们所指的 “灾难”,是按照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影响广

大民众生活范围的大小来划分的。如一次医疗事故对一个家庭是灾难,但它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面很小,难以形成社会性灾难。对灾难的界定,尚未有量

化的衡量标准,我们只能从灾难的深广度、波及面、受损量等作出现实的判

断。

灾难是危机,但并不等同于危机。灾难是造成既定破坏事实的存在,危

机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危机首先是一种困难状态,一种经历挫折的过程。危

机又和一般的困难、常见的挫折不同,它的程度比较严重,发展下去就会导

致失败、崩溃或死亡。危机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个人危机、家庭危机、企业危

机、国家危机和世界危机等;按性质可分为情感危机、信仰危机、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疫病危机、生态危机等。危机是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或正在过程

呈现的打乱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和惯性运行以及出现突发性危及人民生命生活

安全的事件等等,危机可以造成灾难,但也可以化危为机,避免灾难。譬如,

2009年从墨西哥和美国引发的甲型 H1N1传染病毒波及数国,带来全球性疾

病传染危机,但未造成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灾难,尚在可控范围之中。危机

是一种可变的现状,具有不确定性;灾难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现实后果,具有

不可更改性。

从时间上看,灾难过程可划分为孕育期、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衰

减期、平息期、恢复期、重振期等八个阶段;从空间上看,灾难可分为灾源

区、灾泛区、重灾区、抑灾区等四个区域;从救灾行为上看,可分为自救、

互救、援救、恢复、重建等五种方式;从防灾减灾行为上看,可分为预测、

预防、施救、善后、减灾等五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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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灾难学的学科性质

灾难学是一门研究灾难预测、灾难防治、灾难善后、恢复重建过程中所

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学科。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等各个领域,与各个学科交叉互渗,需要汲取各学科现有研究成果,针对灾

难本身的突发性、破坏性、震荡性等展开综合性、系统性、实用性研究。

灾难学的基本学科特性具有公共性、人本性、科学性、综合性等。它要

求在学科功能上,具有社会实用性和公共应急性,甚至为普通民众所掌握所

运用;在学科价值上,具有生命至上理念,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防灾减灾能

力,提供守护家园能力,提供恢复重建能力;在学科属性上,具有前瞻、预

测、防范能力,具有周密、缜密、精细的防范把控和救助能力,既能宏观把

握,又能微观处置,强化其科学理性精神;在学科建设上,具有融会贯通、

系统整合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方法,突出灾难学的理论-实践特性。从而,促

使灾难学根植于深厚的学科土壤,展现其独有的学科魅力和学科价值。

3.灾难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灾难学与 “灾害学”关联密切,但各有侧重。如果说 “灾害学”是自然

科学界侧重于研究灾害征兆预测及防灾减灾规律的科学,那么,“灾难学”则

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共同应对灾难发生之后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切实推进灾后重建,确保经济社会健

康持续发展的新兴学科。经过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艰辛探索,灾害学学科

建设日趋成熟,并广泛应用于防灾减灾实践之中。但是,灾难学的学科建设

还是一片空白。

灾难学与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公共危机事件包括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并根据突发事件的

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分为四个等级,从而作出相应的应急

预案。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研究如何快速反应、提高决策能力、迅速组织实施、

制定相关法规制度等社会组织运行管理问题,具有紧迫性、务实性等特点,

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灾难学需要广泛汲取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理论与实

践经验,加强防灾减灾能力,使危机管理成为灾难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

源,同时,需要汲取其他众多学科的成果加以转化,构建涉及哲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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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文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交叉边缘综合性学科。

灾难学从 “灾难”这个 “点”切入,推进经济社会这个 “面”的系统研

究。灾难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他学科是一种常态性研

究,而灾难学则是一种瞬间性、辐射性研究;其他学科是一种从容的理性研

究,而灾难学则是一种务实的应急研究;其他学科是一种某个领域生产性、

技术性、学术性的专门研究,而灾难学则是一种防御性、战略性的综合研究。

预见性、前瞻性、务实性是其显著特征。

4.灾难学研究的基本原理

灾难学研究包括不可避免、反馈策应、害利互变、标本兼治等四个基本

原理。不可避免原理告诉我们,自然界和人类自身所引发的各种灾难无法完

全避免,各种灾难所引起的负效应、破坏力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同时,人

类抗击灾难的信心和意志也是一以贯之,不可更移的。人类在与灾难的抗争

中所体现出的自救互救、恢复重建的伟力和精神,构成了人类不断战胜灾难

的恢弘史诗,成为人类独有的精神财富。反馈策应原理探讨各种灾难发生前

后的应急控制能力、资源调配能力、危机管理能力、对策指挥能力等,充分

发挥现代信息数字技术和新闻传媒的强大作用,在第一时间周密部署,把灾

难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害利互变原理强调如何利用灾难去防灾减灾,

化害为利,因势利导,以较少的灾难代价推动人类不断进步。标本兼治原理

突出治标的及时性、有效性,治本的战略性、长效性,将短期措施与长远对

策最佳结合、辩证施治,促使灾难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实现长治久安。

5.灾难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灾难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概括起来大致有辩证法、比较法、统计法、纠

错法、预计法等。祸福总相依、利害在互变、正反必相成,事物总是遵循辩

证法规律,推动事物量质互变、对立统一,螺旋式发展。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灾难是负效应负价值的体现,但在一定条件下,可化危为机,因祸得福,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促使灾难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生存发展带来新的机

遇和创造新的变革方式。因此,在研究灾难过程中,应以转化、互变的辩证

思维,深刻分析伴随灾难所带来的生机与新变,树立重振与重建的信心与希

望。灾难学研究,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和灵活运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借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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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现有的思维成果,把 “灾难”当做一个切片、一个标本、一个细胞,既树

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 “灾难”放在历史长河中加以剖析,探寻其来踪去

影,又树立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把 “灾难”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重大自然和

社会现象,以冷静客观的比较分析、数量方法展开研究,探寻其发生规律和

应急规律,从而找到一把把解开 “灾难”之谜、打开灾难惊变之后新天地的

“金钥匙”。理论之钥匙一旦被社会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防灾减灾的巨大力

量,任何大灾大难就能从容面对和及时处置。

6.灾难学的学术价值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

要使历史灾难转化为历史进步,必须善于从灾难中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在

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上深刻认知和把握灾难形成、演变、暴发、防范、

救助、重建等方面的规律,构建起切实可行的应急操作系统。灾难学的建立,

是社会科学关注现实、造福人类、推动发展的神圣使命。灾难学立足于守护

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关注生命,具有普度众生的人本精神。只

有真切的生命关怀和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一步步推进灾难学研究,

建立起全新的灾难学学科体系。

如果当各种灾难突降时,我们在人员抢救、财产安全、公共应急、交通

消防、生产生活、信息发布、社会救援、社会秩序、外交工作、民族精神、

心理救助、产业恢复、家园重建等各个方面,预先设置一整套防灾减灾措施,

建构起一系列防灾减灾的实践理论,形成紧张有序的社会救助运行机制,那

么,再突然再严重的灾难来临,我们也就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沉着应对,

在忙乱中有秩序,在惊慌中有稳定,在抢救中有效率,为人类社会抗击灾难、

战胜灾难提供坚强而周密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灾难学的学科构成

灾难学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内仅有 《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

印书馆1937年版)、 《中国救荒史》 (邓拓著,北京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灾难地理学》(时勘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中国救灾保险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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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学”研究框架构想  

(郑功成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等著述,要建成灾难学比较完

备的学科体系,还有待时日。我认为,灾难学学科建设可以从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几个大的学科门类入手,逐步建设二级学科。初步设想灾

难学由以下学科构成:

1.灾难经济学

灾难经济学主要研究灾难发生后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损失、影响以及

如何评估,政府如何通过宏观干预尽快推动产业恢复重建和发展方式转变;

研究处于常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产业和企业如何增强抗灾减灾管理能力,增

强未雨绸缪的自觉防范功能和再生能力;研究灾时灾后金融、保险及其资本

运作方式、赔偿方式、支持方式,尽最大可能规避风险、减少损失;研究国

家资金、生产资料储备与应急等问题。主要由灾难经济管理学、灾难损失评

估学、灾难产业重组学、灾难交通与应急学、灾难通信管理学、灾难金融援

助学、灾难应急物流学、灾区城镇重建学、灾难旅游学、灾难农业振兴学、

灾难保险学等学科构成。

2.灾难政治学

灾难政治学主要研究灾难引发的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社会

和谐、军事战略、反恐防恐、外交工作、政策支持、法律保障等问题,研究

如何调动国家资源全力以赴迅速妥善解决处于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平稳过渡和

稳定发展问题。灾难政治学包括灾难应急援救管理学、灾难应急统筹学、灾

难经济社会政策学、灾难法律学、灾难外交学、灾难军队应急学、灾难消防

应急管理学、灾难对口援建学、灾难国家安全学、灾难新闻发布学等。

3.灾难文化学

灾难文化学主要研究灾难引发的心理情感、价值观念、民族精神、英雄

传奇、新闻宣传、文艺创作等问题,力图以文化的力量为受灾群众抚平精神

创伤,展现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宣传防灾抗灾过程中的先进典型,为发展

着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文化元素。灾难文化学包括灾难历史学、灾难传播学、

灾难文艺学、灾难民族精神学等学科。

4.灾难社会学

灾难社会学主要研究灾难发生后的个体、群体及社区的社会心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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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社会秩序、社会救助、社会工作、志愿者组织管理等问题,迅速有效

地促进社会恢复常态,着力解决灾难引发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灾难社会学包

括灾难社区管理学、灾难心理学、灾难教育振兴学、灾难志愿者组织管理学、

灾难伦理学、灾难社会援助学等。

5.灾难生态学

灾难生态学主要研究灾难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破坏与重建,研究生

态修复、生态保护、生态屏障、生态发展等问题。灾难生态学包括灾难生态

经济学、灾难生态哲学、灾难生态恢复学、灾难生态环境学等。

四、灾难学的研究取向

灾难学的研究取向应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灾难理论层面加强灾难学

学科体系建设,出版 “灾难学研究丛书”,以人类缜密科学的理论探索研究防

灾减灾规律;二是从灾难科普层面加强灾难科学普及知识教育,出版和宣传

“灾难学科普知识”,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三是从灾难应急层面

加强防灾实用培训,出版 “防灾手册”,提高每个公民遇灾不慌、遇难自救的

能力。灾难学学术研究是基础,科普教育是手段,防灾应急是目的。这也决

定了灾难学研究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科学属性。

灾难学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整合各个学

科力量,针对不同灾难的种类、形态、特质和规律展开专题性、综合性研究。

这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研究过程,需要学术界、思想界、务实界等广泛参与,

需要调动一切研究资源,尤其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交融互助,共同完

成这一造福人类、造福未来的学科建设。

(李明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与灾难学研究中

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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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1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人类也进入了一个充

满危机的高风险社会,各种各样的灾难就像挥之不去的梦魇一样与人类相伴。

社会学家认为灾难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和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灾害统

计数据,2010年是全球近20年来因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之一,共发

生自然灾害373起,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100亿美元,受灾人数两亿多人,因

灾死亡人数达到了29.68万人,比过去40年来所有恐怖攻击罹难者的总和还

多。其中2010年1月12日发生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里氏7.3级地震,全国

近900万人口中约三分之一受灾,共造成超过22万人死亡。

2010年,在国内也是不平静的一年: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山西

华晋焦煤有限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造成153人被困,
 

38名工人遇难;4月14日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发生7.1级浅表地震灾

难,造成2698人遇难,270人失踪;8月7日,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

流灾害,造成1364人死亡,401人失踪的巨大损失;11月15日14时,上海

市胶州路一幢高层公寓起火,大火迅速吞没了58条生命……

频繁的灾难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给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对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竣地考验。与此同时,

风险、危机、灾难、重大突发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灾难学研究,成为当下理

论界、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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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灾难传播研究的现状

灾难管理和灾难传播久已有之,然而作为一门现代管理科学和传播科学

进入研究领域,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灾难管理在西方又被称为灾难风

险管理、紧急事件管理、紧急事件的风险管理。但无论哪种称谓,灾难研究

和灾难管理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和社会灾难给人类

带来的悲剧和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事实上,在涉及灾难的研究中,灾难管

理和灾难传播、风险管理和风险传播、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都是相互联系的

概念。灾难管理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管理系统为了预防、应对灾难而采取

的一系列维护社会的积极主动的行为;而灾难传播则是在灾难管理的过程中,

灾难管理部门与组织、媒体、公众彼此之间进行的信息的传达、交流和沟通。

灾难管理是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研究灾难,而灾难传播则是从传播学的视角来

研究灾难的。

经过近20多年的积累,国外对灾难传播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如格鲁

尼格 (James
 

Ecruing,1984)提出的 “卓越理论”;斯蒂芬·芬克 (Steven
 

Fink,1986)提出的灾难传播的 “阶段分析理论”;威廉·彼德 (William
 

Be-

noit,1995)提出的 “形象战略理论”;史密斯·巴兰德 (Thomas
 

Birkland,

1997)基于传播学的 “议程设置理论”提出了 “焦点事件理论”;库姆斯

(Coombs,2004)等学者提出的 “情景灾难传播理论”。就其理论框架而论,

大致可分为:A:灾难信息的来源及主体行为研究 (灾难预警研究———前端研

究);B:灾难信息的传播模式研究 (灾难传播机理———中心研究);C:灾难

传播的效果及影响研究 (灾难传播作用———后端研究)。以上研究虽然不乏精

彩之处,但各持一端,只是从一个侧面解释部分现象和个别问题,缺乏系统

的关于灾难传播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并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具备实际操作性。

西方灾难传播理论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传入中国,准确地说,自2003

年的 “SARS”事件以后才开始引起我国新闻传播界的重视。“SARS”事件以

后,国内新闻传播刊物上出现了大量探讨重大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文章。

这些研究虽然对于改进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中的新闻报道和建立灾难性事件

中的媒体应急机制起到积极作用,但大多数文章就事论事,停留在现象描述

和对策应用上,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理论的滞后反过来也影响灾难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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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使新闻媒体在灾难传播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难以担当起新闻媒体

在灾难事件中的社会责任。可以说,灾难传播的实践呼唤着灾难传播的理论。

二、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虽然国内外在灾难传播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学科建设

的角度讲,灾难传播学仍然是一门亟待建立和正在创建的 “潜学科”。灾难传

播学研究什么? 换句话说,它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是什么?

首先,灾难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传播学的子学科。我们知

道,“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① 而在灾难事件中,

无论是灾难的预警、灾难的应急,还是灾后的恢复重建都离不开信息的交流、

沟通和传播,“对交流的有效管理如同处理灾难本身一样重要。”② 与传播学一

样,灾难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同样是信息的传播;不同的是灾难传播学研究的

是在一种社会非常态下的特殊传播,其概念专指灾难事件演化过程中不同行

为主体之间的信息的交流,其核心在于研究灾难事件的信息传播的基本特征

及规律,其目的是通过有效的传播把灾难给人类带来的伤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因此我们可以把灾难传播学定义为:灾难传播学是研究在灾难条件下社会信

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作为传播学 “老树”上生出来的一个 “新枝”,
 

灾难传播学理所当然地要充分吸收、借鉴和利用以往传播学研究的理论和方

法,如对 “五个 W”、即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工具、受众和传播效果的研

究,对 “议程设置”、“两级传播”、“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理论的研究。反过

来灾难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传播学理论,使之充满生机和活

力。

其次,灾难传播学属于灾难学的范畴,是灾难学的子学科。灾难学同样

也是一门正在形成的具有交叉性、横断性的新兴学科。 “灾难学”与 “灾害

学”不同,灾害学从自然科学出发,研究灾害的基本性质、形成原因、灾害

后果以及灾害产生和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而灾难学则从社会科学出发,研

究灾难和灾难事件中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研究如何防灾减灾、应急管理、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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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重建,以及当灾难不可避免时如何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自救互救援救,

转危为机、战胜灾难。灾害学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

各个领域,由此而衍生出灾难经济学、灾难管理学、灾难政治学、灾难社会

学、灾难文艺学、灾难旅游学等各个相关学科。信息传播是灾难事件中的一

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灾难中一切社会关系的 “黏合剂”,因此,灾难传播的

研究是灾难学研究的题中之意。在灾难学研究的学科体系里,灾难传播学一

方面从其他众多学科的土壤里汲取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也为构建灾难学

的理论大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本书的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

本书在研究思路上采取 “灾难—灾难管理—灾难传播—灾难报道”的逻

辑结构。其内容分上篇和下篇。上篇以分析灾难、灾难事件、灾难管理和灾

难传播这些基本概念为逻辑起点,进一步探讨灾难管理与灾难传播的联系与

区别;研究灾难传播的传播机理、传播方式和传播模式;研究新闻传媒在灾

难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运行机制。上篇以基础研究为主,涉及管理

学、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也涉及新闻法理、新闻

观念、新闻制度等理论问题。下篇的研究重点转向灾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从

灾难报道的报道对象、主要方式和业务流程等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灾难

报道的方法、策略和艺术;同时,从新闻工作的性质、功能和任务出发,分

析了灾难报道应掌握的基本原则;最后,以近几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灾难事

件作为个案,对其灾难报道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旨在体现本书设计中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灾难报道的新闻实践作出具体指导的初衷。

本书在研究中体现出以下创新之处:

(一)本书从分析灾难与灾难事件的主要类型、形成原因和基本特性入

手,在考察被定义概念辞源意义和比较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定义之后,第

一次厘清了风险、危机、灾难、重大突发事件等基本概念,为灾难传播学以

及灾难的研究建立了逻辑的起点,也为发展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灾难管理

和灾难传播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本书在研究了国内外灾难管理的制度与体系、组织与原则、范畴与

过程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和政策中存在的不利于灾难管理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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