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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111"由日莲，夹层难美
一一山东大学抗震救灾工作纪实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县发生里氏 8.0 级地震。 地震灾情深深牵动着山东大学校领导

和广大师生员工的心。 学校先后召开三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及时组织动员师生为灾区捐

款捐物，积极关注来自地震灾区的在校学生，向灾区迅速派出医疗急救队和学生志愿者，收治了首批来山

东救治的灾区伤员，组织"黄丝带"志愿服务队并积极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等等。 广大师生也都积极踊跃地

参与到抗震救灾行动当中，用我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着我们对灾区人民的牵挂和关心。

一、关爱汇暖流

汶川地震发生后，山东大学广大师生立即行动起来 ，

踊跃捐款捐物， 以送温暖、献爱心的行动支援抗震救灾。

5 月 22 日，为了贯彻全省支援四川抗震救灾工作电视会

议精神 ， 落实山东大学继续支援灾区工作会议精神，山

东大学举行了重点对口支援四川绵阳灾区的捐款，以解

决目前灾区所急需的活动板房和帐篷等物质缺乏问题。

截至 5 月 29 日下午 17 时，山东大学师生个人捐款(物)

总数额为 675.59 万元 ， 学校和院所以单位名义捐款

432.20 万元，学校下属企事业单位捐款(物) 183.54 万

7G。

山东大学广大党员积极响应中组部和省委组织部关于缴纳特殊党费支援地震灾区的号召，在参与学校

组织捐款的基础上，又以交纳"特殊党费"的形式支援抗震救灾工作，再次向灾区人民群众献上一份爱心。

截至 5 月 29 日下午 17 时 山东大学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累计已达 97.20 万元。

截至 5 月 29 日 下午 17 时，山东大学共捐助款(物)总计 1383 .53 万元(含威海分校 1 2 1.09 万元) 。

二、 奋战在第一线一一医疗急救队

地震发生后，学校领导高度关注灾区情况， 立刻就学校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作出指示。 山东大学连

夜组成了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第二医院普外科、胸外科、霄'外科 、 神经外科和呼吸科专家以及护理人员 ，

组成的医疗急救队和急救预备队，首批医疗急救队员 14 人于 2008 年 5 月 13 日晨飞赴灾区 ， 是第一批到达

四川抗震救灾一线的 24 支医疗队之一。

山东大学先后向灾区派出四批医疗急救队 共 28 名医疗人员 。 医疗急救队分别在都江堪、绵阳、平

武、青川 、 眉山等地开展救治工作。 在余震不断、停水停电等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医疗队队员们发扬不怕

苦不怕累的作风，克服困难， 不分昼夜地展开救治， 千方百计确保每个伤员得到有效治疗。

三、收治灾区伤员

为收治灾区伤员，学校各部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山

大齐鲁医院、第二医院迅速成立了救治领导小组和专家

组。 山大齐鲁医院在各专业病房为首批前来接受救治的伤
、，回~..a. _ ~-雨 田思E、疆鞋 " 
也?要四 JII ~ l& ~i~ßjf 病员预留床位 50 张。 山大第二医院安排了两个条件最好f安出 )1 火应岱页柑~jf 的病区作为灾区伤病员内外科专用病区，并为灾区伤病员

预留了 60 张床位和 10 张透析床位，配备了素质好、 水平

高、能力强的护理队伍，确保在接到收治伤员通知时，能

够立即组织转运、接诊和开展救治工作。 ( 下转封三)



兵注就是 7J 量

共同兵 C主矣垦的重建和未来

四)11 汶)Ij地震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尽管目前拉夫一线铃任务依然严咬，

但《汶)1]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已经国务克通过，这林志着灾区恢复重建功工作

已经启动。

灾区重建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巨大工程，充满挑战与未知，任重两逗远。从废

墟上一座座崭新城市的建设规芳:所必须关注的环境安全等重大课题，到每一座建

筑的生命盾量保障;从灾区崭新动公共卫生与医疗体系的重建到灾区同跑每一个

个体的心理与健康保璋 z从灾区重建需要的物资资金支持到灾区未来发展所需人

才的培养;从宏观的吕家政策到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与我们心灵精神的深刻反

思;以及如何更好地关爱帮助就在我们身边的灾区伤员和刚刚来到济南格对复读

的 800 多名孩子。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需要我们去关注 G 我幻的学者

不能"失语"，我们的学生也不应该"失语"，尽管我们的能力和影响力有限，但灾区

的重建与未来需要我们共同的关注和共同的智慧。关注就是力量!全民族的共

司关注就是伟大的力量。

2008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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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地震灾区生态重建研究

一一汶J 11大地震的思苦

胡正明 沈鸦熠

(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2007 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地震对生态体系和环境的破坏，潜在地成路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长期的生态重建过程才能恢复。科学和有效的生态重建运动对于抗震救灾的全

面胜利以及震区经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c 在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下对地

震与区域生态体系、具体生态重建与总体区域重建及发展的影响关系的分析为生态

重建提供理论基础。汶)l! 震区生态重建的基本主各径主要表现为"差异化"、"市场化"、

"企业化"和"产业化"。

关键语:汶)1]大地震:地震灾区;可持续发展;生态重建

- ，\ .)1 言

1人磁坏强度和波及范围来看，匹 JII 汶)1/

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唐山大地震外最

严重的一次。面对突入其来的自然灾难，在

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芋，全匿人民迅速开

展了一场抗震救灾的宏伟有动，涌现出了许

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旦是，在不断被诸

多惑人画面所震撼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全方

位租深入地去冷静思考有关震区灾后恢复和

重建的问题。地震造成的表面损坏如房屋倒

塌、滑坡、交通租通讯中断、社会秩序被打乱

等相对来说容易恢复，{旦地震对生态体系和

环境的摄坏，需要一个长过程才能模复，将长

期或胁到人的的正常生产和生活。解决震后

重建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震区人民未来的生

活庚量租生活信心，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震区

灾后重建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自然环境、

技术创新、社会文化、政治法律和经济发展等

各个方面。其中，生态重建是所有灾后重建

工作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灾区人民的生存，对

震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可

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生态重建搞不

好，震区有关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特色文化

的保护和弘挠、新农村建设等工作就得不到

有效的保障，震区的灾后重建总体目标也就

难以实现。汶)11大地震后生态重建的问题已

经得到了许多组织及专家、学者的重视，如成

都生物所已向中国科学院提交了"开展汶川

大通震后的生态影响与恢复重建研究"、"地

震琦生物的影E向科技和梧关对策研究"以及

"汶)1/大地震重灾区生态安全与生态家园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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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措施"三项建议。①本文主要从可持续发展

的视角来探讨地震灾区生态重建的问题，就

地震灾区生态重建的路径和机制进行探讨，

为促进震区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公共管理与

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参考。

二、地震与区域生态

体系的影响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下探讨震后生态重

建问题，应先明确地震与区域生态体系、具体

生态重建与总体区域重建及发展的影嘀关

系。对这些互动影嘀关系及震后生态重建的

拉特性进行分析，可以为震区生态重建路径

和机制的目际、内容及工作凯理的探索提供

客观基础。

(一)地震对区域生态体系的具体影响

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房屋和道路破坏

是人们可~直接感受到的，面地震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则在短时间内不易被觉察。@因此，

对于地震对这域生态体系具体影响的客现评

rþ!tl具有一定的难度。成都生物研究所的X1J庆

认为关于地震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其生物效

应的研究是非常缺乏的，如此强烈的地震后

的生态班复工作，以往基本没有。③这表明汶

)11大地震所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影咱既缺少

已有理论研究的指导，又缺乏实践个案的有

效参考。需要专家依据震区的客就环境条

件，结合已有研究条件和事实，敢出一个较合

理的定性和定量评钻。

从自际上已发生的地震来看，与地震伴

生出现的环境问题主要有出下几个方面: (1) 

悟层、地的丧失和退化 ;(2)生物多样姓的丧失

藉野生物种的迁移 ;(3) 突发性的洪灾、持继

性的滑坡及土壤侵蚀 ;(3) 自然资渥减少川4)

用于燃料、建筑/住房自的的森林敬毁刊5)卫

生条件差和废物/废弃物管理不当在起的健

康危害 ;(6)建筑材料运输量大幅度增姐 ;(7)

渭水河道及河流/溪流两岸的碎物堆积 ;(8)

地表或地下水体污染 ;(9)河流补给过程中挂号

泥堆积造成的危害;门的心理一社会风险。@

这些环境i问题基本主#及到了地震对生态环境

和生态体系影响的主要方面。汶JII 大地震受

灾地区由于住于蹦出 横蹦出生物多样性保

护关键地区，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态环境

敏感的地区，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

因此地震对灾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援大

破坏，德可能会严重摸害灾区生态体系的基

醋。具体而言.汶 JII 大地震对区域生态体系

和环境的影响表现在:

1.农业受摸严重。汶)!I大地震的主震区

如汶)JI ，~己)11 ， Î克县等地在河谷区域和山体中

下部的坡地上的大量耕地被混石流和滑坡冲

毁，据悉受损面程将在 1000 万亩以上。虽然

这些主震区的农业并不发达，{f!此泼地震广

泛涉及到绵醋、德商、广元、程安和成都等四

川省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地震

造成了大量的农田被淹、被毁，农业生产设跑

破坏严重，土地生产力下降。另外，地震发生

后常有地裂、喷沙、冒水、地气逸出等现象，它

ff1能直接或间接改变土壤的结构和化学或

分，会导致x'Í农作物有害的植物泛滥成灾。⑤

2. 森林资漂和撞被遭到破坏。在我国历

史地震和现代地震记录中，都有边震对森林

植被蔽坏的记载。这些破坏一般是由出崩、

滑坡、 ÙJ 表i皮、地裂和混土流以及强烈的地面

① 成都生物研究所:<<成都生物所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在后科技行动>>. http://www.cas.ac.cn!ht邸/dir/2008/05 !l 9/

15/85/02. htm 

③ 刘庆:<<地震引发的农业和生态影响不容小觑>>，<<科学时报>>， 2008 年 5 月 21 日。

cr> X1J庆 z运地震引发的农业和生态影响不容小觑>>，<<科学时报 >>.2♀08 年 5 月 21 日。

③ 中国农业科学院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式四川I汶 JII 县地震震后的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设问题探讨队 http://www

caas. ne t. cn/caas/lndustryBure剖/newstext. asp? íd=5095&seek=2&.title= 民 JJ[汶 JII 县地震震后的生态环境与新农村建

设问题探讨

3 吴建生:<<地震与生态环境关系初探>>，<<山西-地震>>， 2000 年第 4 期，第 3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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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动所引起。②汶 JII 大地震的主震区位于耳 地其他特色物种和药材等具有重要作用。

睐、童提出租秦岭山系，是我吕森林资源的主要 (3)有利于恢复当地族带资源的开发和推广，

分布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潜本草原林温养和虽 但进旅游业恢复和提高到一个薪的水平，增

家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重点工程实施区， 加地方 GDP 和财政收入。 (4)有利于巩固震

森林面积大、蓄积离，生态区位重要。初步统 区各项重建措施已取得的成就，将次生灾害

计，地震造成的林业系统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更低的水平，组进震区

到 230 亿元人民币。② 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动植物艘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乎在每受到 (工〉地震灾后生态重建与传统生态重建

破坏。此次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提石挠、堪 的差异
塞湖等次生灾害，导致局部地区森林覆盖率 地震灾后生态重建与传统生态重建在战
下降，森林生态功能衰弱。地震损害了灾区 略目标上是一致曲，都是挺进入类社会的可
生态系统的基础，破坏了当地生态系统的平 持续发展。但是在成园、表现影式和具体策
衡，导致该区域内的部分动植物生存环境丧 略上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失，改变了部分珍稀动物的食物结构和生活 1.相比传统生态重建，地震灾后生态重
习性，或黝当地动植物特别是珍稀动植物资 建的形成原因更为直观和直接。传统生态重
摞的生存和生长，使其数量减少，并造成了区

建主要是基于历史遗留、发展和人为原因造
域生态功能的下降。

成的生态体系及环境的破坏现象，而产生的
(二〉生态重建对震区被复重建的总体影

人类社会修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体系的运
嘀

动。地震灾后生态重建则是人类社会针对由
地震对区域生态体系和环境的破坏性影

于受到大规模毁灭性地震活动引起的生态体
E向是地震灾害中最隐蔽、最严重的一种影响

系结构和功能破坏而采取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语式。虽然人们可以通过表弱的观察和勘

翻，获取部分直观的生态摄失数据租事实，提
恢复行动。由于生态重建形成)ffi园上的不一

是很难从本质上捏握隐藏在生态体系结构内
样，必熬导致两者生态重建表现形式和具体

部的各种潜在变化。因此，对生态重建的高
策略上的不一致。

度重视和科学题蜡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
2. 相比传统生态重建，地震灾后生态重

程。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科研皖所、政府和
建的表现形式更为严暖和急迫。在传统生态

当地居民必须密切联合起来，制定科学的生 重建的过程中，由于事先并没有造成直接和

态影响评估方案，严格落实各项生态重建保 大量的人员伤亡、动植物生存拭况恶化、基础

障措撞，分黯段、有步骤地结复生态系统功 设撞毁坏等，因此，其生态重建的范围和力度

搓，但进生态环境的可持费发展。生态重建 往往较小，行动速度和工作节奏相对缓慢。

对于震区经济社会的总体恢复重建具有以下 但地震灾后生态重建所面对的现状非常惨

战略意义: (1)可为区域农业、林业资摞的恢 烈，生态重建直接关系到拉震救灾整体行动

复提供良好的土壤条件租气候条件，保护和 的全面胜利，国匙，生态重建的范围和力度较 马' 

加速地方特色经济成长及其产韭化。 (2) 有 大，有动速度租工作节奏较快。

助于当擅自然保护区的重建，对于保护各种 3. 相比传统生态重建，地震灾后生态重

珍稀动植物如大肆疆、金丝猴、云衫，以及当 建的具体策略更为全面、细致和主动。地震

① 吴建冰、郭安红:((地震与环境生态>>，<<灾害于在队20号1 年第 3 期，第 87-96 页 G

② 中罔新闻网:<<汶 jl!大地震对中困造成的生态损失尚难准确估计>>， http:f儿earch3. c仨Inanevvt COE.c2.sixxs.org/ 

was40/sear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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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生态重建过程中，由于考虑到的梧关因

素更为复杂租多样，因此，所采取的行动方案

将更加的全面、结化和具体。同时，在地震灾

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更加强谓发挥人类社

会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必须先对地震给生态

环境造成的影嘀进行客观和科学测评，以此

为基甜副主详尽的实施措庭和方法体系。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地震灾区

生态重建基本落径

震区生态重建目标有短期租长期之分。

短期内，要尽快恢复和改善生态重建的基础

条件。其主要结施集中在打通和修复受损道

路，安置好灾民的生活，对灾区进仔洁毒和防

莲等。长期内，要着眼于灾区生态重建的制

度建设，从工业、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服务

业等各个有韭全国修复灾区生态体系的原有

结构和功能，追求灾区生态重建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应的统一和发展。地震灾

区生态重建的长期吾标本最主体现的是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理念和行动。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综合性

概念。 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发表

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把可持续发展运

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龟害的发展"该

定义最具权威性、概括性和需洁性，在全球范

噩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迄今为止，学者们

又从不同的角度街生出不同类型的可持续发

展定义，如从生态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从社

会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从经济角度定义可

持续发展、从科技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从伦

理角度定义可持续发展。9 由此可见，可持续

发震战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

可持续性、文化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的可持

续性、企业的可持续性等等。!ZSI此，笔者认为

震区可持续发展必续以自然资摞的协调发展

为基础，高度重视如部推进和实现经济的健

最增长，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水

平。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是摆在震

这灾后重建工作中的核心问题，对自然环境

改善、技术创新进步、人文社会发展等方面具

有统鼎力和支撑力。如果没有经济的持续发

展，震区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以及和谐社会

的掏建将难以实现和维持。因此，地震灾区

生态重建中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重视生态和经济的有效接合，促进区

域生态经济的全面发展。

从汶)fI地震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基于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重建基本路径主要表理为

"差异化"、"市场纯"、"企业化"和"产业化"。

1.走生态重建的差异化道路，发展特色

经济

生态经济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互促进的

经济发展模式，它需要把资握、环境和经济的

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结合考虑，最终实震

可持续发展。地震发生的眼山山脉龙门由

区，分布着汶)JI 、北) 11 ，青 JII 、茂县、九寨沟、平

武等多个重要的生态县，是我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林业资握

丰富，也是贝母、羌活、黄1t、虫草等多种地道

药材的分布和主产区。除了大摆搓、金丝猴、

云杉、冷杉、国梧等珍稀动植物物种之外，区

域内还分布着许多强具特色的经济植物，比

如，"茂汶苹果"远近闻名，再茂县、理县、汶

川、汉摞等地则是著名的花椒产地。③在生态

重建的过程中，应强调震区生态资源和环境

的差异住，报据震区各撞壤资摞分布的独特

性，努力梅建一个具有综合性和层次性的特

色经济体系。整合科技开发、市场导岛和政

策保障的力量，发挥震区不同地域的生态资

草草、住势，大力发展适合各地生态经济资摞状

① 郑笑冬、陈安民:<<丐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其内涵之管见>>，<<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 年第 11 期，第 5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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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宋全征、命继英，<<，在持续发展产生的背景、内涵及其应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年第 3 期，第 41~47 页 e

③ 任茎A八级地震后的"天府"生态>>，<<文汇报))， 2008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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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不同彭态的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

鱼、生态交通、生态撮善于业等，并将具有浓郁

汶JJI地震灾区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生态经

济成果推向全国和全世界。"只有民族的才

是世界的'气只有走具有民族地域特色和资源

特色的生态重建差异化道路，实现震区生态

重建的个性化定位，才能避免震区生态重建

过程的重复性和趋同性，从丽有效塑造震区

生态重建的新西程，最终为震在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应、生态效应和社会效应。

2. 走生态重建的市场化道路，提高重建

的效率和效益

尽管我国许多地区的生态重建工作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i且是仍然存在用计划经

济的手段进衍生态重建运作管理的现象。计

划经济手段影响和支配下的生态重建运动往

往带来生态重建资摞混费、生态重建项目规

划不合理、管理提乱、生态重建保护不力甚至

出现典型的生态重建"政绩工程"等问题。因

此，面对新形势下汶)1/地震灾区生态重建的

严唆任务，必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

模式进衍生态重建运动的创新和发展，坚持

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需要梧适应的生

态重建市场化和商品化道路。生态重建的市

场化要求对震区独特的生态经济资源和特色

经济体系进行商品化，实现生态环境的有份

化，大力培育震区生态经济资源市场，打造适

销对路的特色经济产品。司时，又要按照市

场化的运作挽制和模式加强对生态重建的有

效管理，建立畅通的特色经济产品交易渠道，

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生态经济资漂

租产品市场上交易主体和客体的积极性。在

生态重建的市场化道路上，又要充分发挥政

商部门的服务功能，减少行政命令和管理环

节，杜绝重建过程中的任伺花架子行为，一切

着眼于生态重建的效率和效益。

3. 探索生态重建的企业化运作思路，发

重建模式主要有群众运动壁、个体承包开发

型和企业化生态重建型三种。企业化开发由

于具有活力强、市场化程度高和多种吕标梧

统一的特性，开发效果显著。因此，在震区生

态重建的过程中，应倡导大力发展生态望企

盘。发展生态型企业有两层涵义:一是对震

区已有的传统生产制造企业进行改造，使其

成为"资摞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金鱼;

二是创建和发展新的生态型企业，开发和利

用区域内的生态经济和特色经济资、源。对于

后者商言，其组织功能就是以生态建设、环境

治理、环保产品和绿色产品开发为主，追求生

态环境优化和自身利益吕标相统一。生态型

企业参与生态重建和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

往往选择"公司+农户"、"公司÷费会十农

户"、"公司+政府十农户"、"公司÷基地附和

"公司+基范十农户"等合作形式和运营模

式，震区生态型企业可根据所经营的生态项

目和产品特性选择合适的彭式进行运作， re

震后各区域分散的农民、农户组织起来，形成

规模佐势，通过生态重建租生态产品开发，实

现农民的灾后致富和社会发展。注JI/地震灾

区应进一步做好生态资源和特色经济的对外

宣传与挂分工作，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吸引海

内外企业广泛参与其生态重建运动，努力培

育一挝具有国际水准的生态翠龙头企业和品

牌企业。

4. 如快震区生态重建中的产业化步伐，

培育支柱产业

生态产业化的本质就是利用一切现代科

技的夜极成果，在捉进可再生自然资源增值

的同时，不新开发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替代

品的产业。只有捏产业发展、经济建设与生

态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特色产业，才能在改

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在生态产业化

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生态经济产

展生态型龙头企业 业链的功能和作用。生态经济产业链的打造

震区生态重建的参与主体捞及亩产，其 应强谓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E要加强生态

中，企业是一支重要力量。吕前我屋的生态 经济垂直供应链的管理。在垂直供应链的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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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上潜，合理恢复和发展各种特色生态经济

资嚣，提高生态经济资源惨复中的科技水平

和管控能力;在垂直供应键的产业中潜，加强

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员量控制，将特色生态经

济资捷、有效转化为高贵量的特色经济产品;

在垂直功能供应链的下潜，重视特色经济产

品的整合营销和市场撞广能力，并强化品牌

的创建和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要完善生态经

济横向讲作链，加强生态经济产业的服务与

配套建设，在政策法艇、人力资窃、、基础设施

等方面增加支持力度。总体而言，实现汶 J !I

地震灾区生态经济的产业化发震目棋，需要

在资摞穆复、生产古tl 造、市场营销、人力资草草、

政商管理等各个具体方面加强细节管理，并

且按黑震区生态资源、生态经济和特色经济

的布局，科学雨合理地调整生态产业结构。

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调整，关闭那些琅费

资源、技术落后、污染严重、质量抵劣的企业，

对具有住势的、无污染无公害的以及附加值

高的农枚产业、旅挂号业、医药产业等产业进行

扶持，最终培育出一批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

支撑力和在全国革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支柱产

业。

四、基于可持续发展的地震灾区

生态重建运行机制建设

地震灾区的生态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行为

过程，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重建资金的投

入、重建主体的责任和权力、重建主体的利益

分配、重建效率和效益的实现但然是各种生

态重建模式和路径面对的主要挑战。由此，

建设奇效的生态重建运行机制是震区生态重

建全面胜利的保障。

1.实疆生态重建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地震灾区生态重建需要持续的投入大量

资金，影成一个合理的、长效的投融资机制刻

不容缓。当前，我国中西部生态环境投融资

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政蔚财政投资的有效性不

足、融资渠道狭窄、投融资改革不配套等问

题。①在地震灾害的压力T，震区生态重建的

长期资金投入问题将更为突出。因此，必须

改革现有的生态重建资金技人模式和方式，

探索适合震区生态重建的投融资机制。在投

融资凯割的探索中 ， fiil该吸引自有资本、民间

资本租外来资本的广泛参与，形成一个多元

的生态重建投资主体，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

丰富生态重建的资金来琼，减轻生态重建的

压力。在生态重建技融资渠道的具体选择

上，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式: (1)确保政府财

政投入租补站的连续性、针又才性租有效性;

(2)加大银行机枪的信贷支持力度 :(3) 考虑

采取友好债券刊U建立生态投资基金和引入

辰l跄投资 :(5)实路生态建设项目融资等。在

此基础上，根据坟JII地震灾区的特点，为每→

种技融资渠道创新具体的运作模式和功能，

追求灾区重建成本和风险的最小化。

2. 实施生态重建的"合作共赢"机制

生态重建是一个波及多无利益主体，影

响蕴围广和时间长的人类环境保护活动。任

何单打独斗的生态重建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卦须有效发挥群体的整合力量，建立一个多

方参与的合作乳制，达到各方"合作共赢"的

结果。在生态重建过程中 ， fiil联合政府、企事

业单住和群众的行为力量，晓确各自的责任

和义务，为生态重建提供必备的人力、物力、

财力租智力支持。不仅将政府、企业和群众

的不同行为聚集于统一的生态重建自挥上，

发挥相互间的合作行为，而且要分到在上下

级政府、不同企业、不同群众之间树立"合作

共赢"的意识，实理有效沟通和利益平衡。在

生态重建中，还必须加强震区内部不同地区

坷的交捷与合作，各地基层政府应将本地区

生态重建的成功经撞对外挂广，各地要集中

统势资摞、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从而确保震

区整体生态体系结梅和功能的稳定与繁荣发

景。另外，震区应加强与外界的合作，通过

① 杨锋涛 :((j西部生态环境重建投融资问题研究>>.<(经济与管理机2007 年第 12 期，第 77-80 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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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租"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学习非

震豆kJ及世界其他震区先进的生态建设经

验，既利用了外界的先进经验、技术租设备，

提高了人类关于震区生态重建的整体水平，

又可但使震区的生态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

整体融合、平衡.{JÊ进入类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3. 实施生态重建的"谁投资难受益"机棋

震区生态重建总体吕标的实现，需要发

挥政靖、企业和农民长期参与的积极性。因

此，就必须设计合理的机制将投资与受益紧

密联结起来，实现"谁投资谁受益"的震区总

体生态重建运作祖棋。这一抗击9本质上体现

了生态重建过程中的激励仔为及效边，有利

于调动多元利益主体在生态重建中行动的积

极佳。对于政府而言，其在震区生态重建过

程中投入了 2大的时政资金，在发挥服务功

能的同时.政府代表集体享有对震区生态资

嚣的最终产权，市参与到生态重建运动中并

有贡献的公务员在绩效考核、晋升上可以享

受相关的利益。作为生态重建产业化的重要

参与主体，企业在震区生态重建过程中所投

入的巨额资金，也应得黠合理的回报。在生

态经济产品的制造租营销过程中，企业应得

到有关政策法挠的支持，如手续办理、税收等

方面，并享有生态型企业及其生态经济产品

的最终产权。作为生态重建的直接参与者，

农民在生态重建中投入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甚至是生态经济作物的部分拥有者，他们也

应该获得一定的利益补偿，如政府可建立生

态型产品拚格补贴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挂钩

的补偿租资助体剖，提高震区生态环境的补

摆标准，引导农民将生态重建与经济发展有

效结合起来。除此之外，还要协调处理好上

述各投资主体之间的技益分配关系，实现"1

+1) 2"的整体效应。

4. 实施生态重建曲"长效"机制

震区生态重建中，要克服种种不利菌素，

特到是杜绝"边重建、边破坏"的短期行为，就

需要构建合理的"长效"视制加以有效约束，

确保生态重建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长效"

机制的建立必须强调生态重建中的监督行为

及其作用，萌确茧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实施

有效的生态重建监督措施与方法。政府部门

应加快震区生态重建法律法规的制定，明确

与生态重建相关的产权主体，并将与生态重

建裙关的麦、权、利有效结合、落到实处，科学

界定和构建震区生态磁坏和环境污染指标体

系，将其作为震区企业环保要求和管理的标

准。加强对生态重建的资金管理，严肃查处

侵吞、挪扉、私占民间专款和国家生态重建资

金的行为 c 基层政府管理部门，则要强化对

农户生态重建活动的教育和管理，避免农民

产生急功近利的生态重建活动 Q 另外，要通

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激发民间的梧互监督和白

我监督行为，保器生态重建的持续、稳定和键

康运转。

五、结束语

地震灾区生态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整合社会各方菌的资掠，发挥多元和益

主体的有动积极性。生态重建的成功与否，

对震区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关系到医家抗震救灾活动的全面挂利。

只有正确选择震区生态重建的途径和就剖，

才能挺进生态改善和经济建设的路祠发展，

既缺复震区健美的自然环境，又挺进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租生活水平的提高，确保震区生

态重建总体吕标的实现。

7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 重建家园 抗震救灾专刊

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移民安置方案的选择及依据

宋全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襄学费教授)

搞 要:汶)1]大地震的重建工作备受全国关注，其中移民安置问题尤为重要。移

民安置主要有1草地重建、异地重建和部分原地部分外迁三种方案，根据汶川的地段结

稳、自然环境、民族与文化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采取第二种移民安置方案是最

为合理的。

关键词:汶;1]地震;移民安直;方案选择

发生于 2008 年 5 月 12 吕的我国四川大

地震，其影响革围之大、破坏程度之惨烈举世

震惊。本次地震，影响国土面积达 10 万平方

公里，据民政部报告，从影响入口的角度看，

截至 26 日 12 时，四川|汶州地震己造成 65080

人遇难、360058 人受伤，失踪 23150 人 o 紧急

转移安置 1438.2414 万人，累计受灾人数

4550. 9241 万人。从破坏房屋的程度来看，地

震灾害中倒塌和提毁的房屋达到 1500 万坷，

大量的灾民需要重新安置。当我们痛定忠

痛，为在大地震中失去宝贵生命的人们市悲

哀时，我们更应将关注的自光投向那些活着、

但需要重新安置的千万灾民。本文报就我国

困户|地震灾区的移民安置方案问题，从社会

学的研究视角做初步探索。

一、非自愿移民研究

领域中的移民概念

在非自愿、移民研究领域，移民是指所有

那些因为各种自然灾害、重大工程等原因眼

减少或失去土地、房屋而需要重薪安置的人

1fJ 0 这既包括在原地重建的人群，也包括异
地重建的人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四川

8 

地震灾区的移民安量工作所包括的移司，主

要是指那些被紧急转移安置的 1400 多万灾

哥。

二、三种移民安置的一般方案

从世界各地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各种

移民安置方案中，我们总结归纳出三种移民

安置方案模式:

1.移民安置的原地重建方案。这指因自

然灾害等原因哥孩紧急转移到外地的移民，

在灾害过后，重新回到原边，重建被毁坏的经

济与社会的方案。该方案适合于地质结梅梧

对稳定、自然环境灾害发生的几率相对较小

的地苦。该方案的优势在于 1 一是移民熟悉

当地的自然环境，能够避免异地安置的自然

陌生惑，缩短和避免异地安置移民对新自然

环境的适应时间。二是完整保留了移民的原

有社会组织、社会情感与社会文化，便于移民

产生对社会组辑、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的熟悉

感。三是有利于移民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

恢复与重建。由于拥有嚣有的社会组织，可

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于，迅速恢复各

级社会组织、特别是政荷组织的基本事、能，?如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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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梧应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假复方案，

并进一步实施，从而实现在较短的时间内嵌

复当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目标。四是便

于移民的广泛社会参与，摆动移民参与经济

与社会重建的积极性。由于是原地重建，移

民为了尽快恢复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因

此有着极大的参与重建的积极性，这不仅有

利于加快重建经济与社会的进度和步伐，而

旦能够充分征求和考虑移民关于重建的建议

与意见，从商使得重建后的经济与社会更持

合移民的愿望。

2. 移民安置的异地重建方案。这指因自

然灾害等原因而被紧急转移到外地的移民，

在灾害过后，不再重新回到原地，而是在新的

安置埠，重建经济与社会的方案。该方案适

合于地质结构相对不稳定、自然环境灾害发

生的凡率相对较高的地带。该方案的优势在

于 z一是减少了灾区的清理环节，节省了重新

建设的成本。该方案不再关注己遭毁灭地区

的技觅，也不需要清理和班复灾区的社会生

产和生活的基本设施，这就相对减少了重建

的戚本。二是便于对新的安置区的高质量重

建规埠。规划一个新的安置区总的来说要比

在一个被毁灭的地区重建要容易得多，而且

丐以以更高的标准来越魁。兰是有利于新的

安置区的基础设施的整体、系统的建设，诫少

移民安置与重建的成本。毫无疑问‘异地重

建将减少老城区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丽导致

的新的拆迁移民和再安置问题的出现，从而

减少了重建的成本。因是便于发挥政府的主

导作用。毫无疑问，移民安置的异地重建方

案的实随主体将是相关政府及政府相关部

门。从国外灾后的移民安置的事例与经验来

看，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在移民安置的异地

重建方案中，都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3. 移民安置的部分原地重建、部分移民

外迂方案。这指医自然灾害等原因市被紧急

转移到外地的移民，在灾害过后，部分回击原

地，重建被毁坏的经济与社会;丽另一部分不

再重新回到原地，丽是在政府及梧关部门的

组织拚润下，外迁到新的安置地，重建经济与

社会的方案。该方案适合于地质结构的稳定

性居中、自然环境灾害发生的几率也相对居

中的地带。该方案的具体统点，可以说是汇

集了上文所提到的移民安置的原地重建方案

与异地重建方案的诸多位点。在此不再赘

述。

三、我国回)1]地震灾运的移民

安置方案选择及其依据

具体到我国四川地震灾茧的移民安置方

案的制订与选择，我们认为，基于西)11 灾区的

埠质结梅状况、自然环境扶昆、民族与文化状

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诸多因素，我们应选

择移民安置的部分原埠重建、部分移民外迁

的方案。主要依据是:

1.从地质结构的状况来看， lm)iI灾亘仅

适合一定规模的原地重建。我国囚川地震灾

区位于印度极块与直至欧极块的交汇点，是地

震的易发地带 龙门山地震带。在近一百

年的时间里，该地这已发生过 3 次大的地震

与无次小的地震和余震，造成的人员和经济

与社会的损失重大，触吕掠 JL'\o 这次大地震

及其余震的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是

地质结梅极不稳定的区域，是地震及余震十

分活跃的地带 c 据中国地震局报告，截止 5

另 26 8 13 时，汶 )JI 震区发生余震 8448 次。

其中 4. O~4. 9 级 154 次， 5. O~5. 9 级 23 次，

6. O~6. 4 级 5 次。毫无疑问，这种地质结构

极不稳定的地区，面 i拖着大规模原地重建的

经济与社会成果再次遭到地震毁灭的强有力

的挑战。

2. 从自然环境来看，依据中国地质科学

院地质研究所的专家唐烽介绍，龙门山地震

带从青JII 县起，经北JII 、茂县、绵竹、汶 )11 、都

江堪、大邑、宝兴等县市，到泸定县附近为止，

呈东北一一-西南方自展布，与龙门出踪大体

一致。由于这一带出廊、水系与构造带的展

布基本一致，再如上震区内出势巍d我陡销，层

峦叠蜡，河流强烈切割，多呈"V"彭峡谷，因此

一遇边震，此处地表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

就非常严重 c 从地震灾区的县城和乡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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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布来看.多分布在高山峡谷之中。一旦

在地震中形成蓄水量巨大的堪塞期，将对处

于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构成严重的

成协。根据航空遥感资料和专家实边调查韧

步分析，目前四川大地震灾在发现 34 处握塞

湖，其中 8 处水量在 300 万立方米以上。有

的堪塞 j胡水量己达到一亿立方米。毫无疑

坷，一旦堤坝堤塌会对下潜掏成极大威胁。

这次地震导致的交通和信息的中断次数之

多、中断时间之长以及救援的难度之大也表

明，这里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正因为如此，

有的专家认为高出峡谷的"自然培理条件本

身不适在大密度的人口生息"。所k..{，灾后重

建中，一昧地在灾区增加前震投入、增强拉震

等摄并非是最好的办法，适当考虑移民外迁，

在自然条件的承载范围内控制城市规模，将

灾区重建与灾豆的结构性调整同步完成是一

个更为合理的思路。

3. 从民族与文化状况来看，因 JII 地震灾

区是少数民族聚语区 c 这里居住着藏族、羌

族等少数民族，并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成

了强具一格的少数民族文化。这既包括强特

的建筑文化，也包括特有的民指与生活文化。

正因为如匙，这一少数民族地在及其文化，既

是西 )11旅辞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要理宝。从这个主义上看 p 要

保护好这一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使其发扬光

大，就不宜大提模的将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

迁移到外地。因为少数司族聚集区及其少数

民族文化的形琪，是与一定的地理环境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实现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的

异地安置，就必然改变与之梧适应的地理环

境。雨地理环境的改变，不仅影响着少数民

族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另外，从促进

民族融合、创造和谐社会的环境的角度来看，

也不宜大规模的外迁移民。众所周知，汶)11

就处在那则发生过暴力事件的阿项藏族羌族

10 

自治判。面藏族、羌族和汉族的文化和生活

习惯有较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对一些人

口稠密、超越自然资握承受能力的地区，实行

外迁移民，尽管是必要的，但其前提是:必须

考虑到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

展出及民族融合的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一前

提，而将一些少数民族聚集区的人口迁移至5

汉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就有丐能因为民族

文化、生活习惯的不同副产生民族坷的冲突。

全.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可以考虑

对部分社会基本设施提毁严重、地质结构不

适合重建、房屋大面积黯塌、需要房屋重建的

地区，适度实施外迁移民。从客就情况来看，

四川|地震灾区较之我国的东部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较能。尽管最近 20 年

多来，四JII 灾区的城市和乡镇的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较快，社会经济发展迅猛。但在这次

大地震中，一些县市和乡镇、特别是像北 JII

县、青)11 县那样的重灾区，社会基础设随几乎

全部被毁、社会经济几近陷尤攘痪、几乎所有

窍屋需要重建，而当地人民也有外迁的意愿，

在这种背景-"f，适度的外迁移民应当是一个

最佳的选择。仅以并不以重灾出名的青)11 县

为例，据青)11县爵县长赵银江分绍青 JII 县

的人口为 25 万，在这次大地震中，青同死亡

4664 人，受伤 14 万人，民房垮塌率 40% ，几

乎所有的窍子都成了危房， 99%的房子要重

建。如伺安置受灾群众是青JII 现在面 l酶的最

大型难""前几天，地震局的专家到青)11察

看，结论是青川县处于地震断裂带，不适合建

房。有关F一步的重建计划还没有确定。 f亘

受灾群众的长期安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

1fJ提倡百姓能走出去的就走出去，另外一部

分计划要迁移到新江，具体人数还没有确寇，

我们正在组织衬虱报名填志嚣。"显然，像青

JII一样的重灾区，适度外迁移民应当是一个

最佳的选择。



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 重建家E 抗震救灾专111

灾区重建与社区王作模式

高鉴国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摘 要:地方社区是受到灾难直接影响的对象，社这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仅凭自己

的力量克服灾难重创，需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支持下，逐渐恢复秩序和活力。以社区

为基础的抗灾和重建理念要求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出友，尊重丰土耳自身的主体权

利和根本需要。在基本手段上则是建立专业化的社z服务网络和争取居民参与，在

抗灾和重建的每一阶段，都把各种社区服务网络和社区居民参与放在重要地位。通

过居民参与过程调整社区发展体制，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

关键语:灾难;;f.土耳工作;社区参与 p服务网络

"灾难首先和首要是一种‘地方'现象"

(UN jISDR , 200门。地方社区是受到灾难直

接影响的对象， r司 5才救灾紧急反应也最早发

生在社区内部。如何认识灾难对社区的复杂

影畴，假复灾岳社区的社会功能‘改善和加强

社区提击自然灾害的能力，作为挽救生命和

重菇构建可持续生计的重要议题，己经引起

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o

一、重大灾难对社区的社会影响

一个社区遭受重大的突发性灾难侵袭，

直接的后果不仅是社区居民的个人和家庭生

活的严重提失，在心理层雷出现如"创伤后压

力心理障碍症"( Post-traumatÌc strεss disor

der , PTSD)等，而且在社区层面，组织架梅和

正常群体生活也被破坏。

L 消极影响 显功能

灾难具有突发性特征。某些灾难，如地

震和恐悔袭击，其发生和破坏性击果的不可

预测、不可制止和重复出现的可能，完全超出

了普通人们的"可颈防"和"可控制"能力。灾

难对社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后果包括:(1)社

区管理和支持系统的瓦解，社区管理机构受

到重创，消防、治安、卫生和医疗等系统一时

瘫痪认2)学校/工作环境的攻变 ;(3)社区基

础设施的破坏，交通、供水、下水道、供电等失

常氏的社区内聚力F降，人员提失或外移，邻

里/同事关系重组，居民处于孤立，过度自我

保护、德赖川日社会关系变换，大量外界人士

(包括救援工作者〉的汇聚，社区居民不得不

应对"外来者"，并与各种大型的宫蕾〈科层)

系统接触c

2. 社区抗灾的局限性

大望自然或社会灾害不由于个体或小莲

匮的偶发事故。小型事故，譬如车祸之后，家

庭和医友都会提供直接帮助，~亘在应对特大

地震、海味等造成的严重的、群体式的灾害

时，社区自身的抗翻能力有其局限性 Q 社区

成员自顾不暇，社区运有架构插入解体或失

灵，很难给予个体或家庭充分的关注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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