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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玖平的这本《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立足当前地震灾害频繁侵袭人类社会、严重破坏文明成
果的特殊历史时期，分析国内外多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总结各国及地区人民与地震斗争的经验，基于
系统学的思想，面向地震灾害这一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从全局、科学的角度顶层设计情景应对、
统筹优选与综合集成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及技术，就“震灾救援-震后恢复-灾后重建”问题开展系统深
入研究，构筑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
震灾救援系统工程针对震后混沌状态，运用情景应对的方法与技术，从应急决策、应急处置、救援保
障、技术支撑、心理应对及不同情境救援等方面处理各类应急事件；震后恢复系统工程在统筹优选方
法与技术指导下，从恢复正常秩序和奠定重建基础两个方面，并行优化基本生活恢复、生命线工程修
复、生活安全保障、救灾财物管理、重点生产恢复与次生灾害预防；灾后重建系统工程，以灾区“经
济-社会-生态”系统达到新均衡为目标，基于综合集成的方法与技术，论述重建研究进展、灾害分析
评估、非均衡态控制、对口援建系统、NGO援建体系、灾后生态重建、产业集群调整、典型产业重建
、灾后社区重建、政府职能转变。
结合2008年汶川Ms
8.0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开展田野调查，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震后救援·恢复·重建后评估具有较
大的参考价值。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既可供系统科学、公共管理、经济学与社会学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和教师阅读，又可为各级政府部门管理者提供决策参考。
一般公众也可从中得到实用的知识与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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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不管是震前还是震后，应抓住各种机会应用和强制推行抗震建筑标准。
抗震技术得以推广的关键在于抗震标准的简单明了。
例如，巴基斯坦砖石建筑抗震标准简单易懂，连村民都能理解、采纳和应用。
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由独立的专业小组对大规模紧急私人住房安置和公共基础设施重建进行建筑质量
检查和审计是非常必要、极为重要的。
巴基斯坦政府的建筑设计具有典范性，都要经地震专家审查后，进行实地推广。
然后，根据建筑设计标准对完工的建筑物进行核查，对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记录，并将这些问题及时
反映到设计中（如为避免这些问题发生而改变设计）。
同时，公布指导原则，明确一旦出现此类问题，应如何解决。
但是，仅颁布标准是不够的，必须把建筑过程视为一个进程，它是设计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建筑商
、当地技工和房主之间的一系列互动。
这一进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进一步细分。
有效的灾后重建工作需要建立一套评估测量体系，包括教育、培训、实施等，以加强灾后的每一项重
建工作。
6.预案内容灾后重建，不仅要保障人民群众重建家园，将生活和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更重要的是转
“危”为“机”，超越原有发展水平。
因此，灾后重建必须在科学评价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卓越的重建，必须是科学规划下的统筹建设，
提出地震灾后重建综合集成模式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地震灾后重建综合集成模式框架。
地震灾后重建作为一项非常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借助于综合集成方法来进行系统管理。
地震灾后重建综合集成模式包括灾后重建全过程集成管理和灾后重建保障体系构建两方面，分别从纵
向和横向两方面实现对地震灾后重建的综合集成管理，如图1.2 所示。
从纵向来看，地震灾后全过程集成管理大体可分为“一个前提”、“三个阶段”：以科学评价为前提
，分临时安置、重建准备和全面重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间都有互相交叉和耦合。
其中临时安置和重建准备几乎同时进行，它与科学评价一起构成了全面重建的基础和前提，历时较短
。
全面重建阶段历时最长，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恢复重建为主，如基础设施体系与房屋的
重建，行政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重建：后一个阶段以发展提高为主，如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
发展，巨灾防范与救助体系完善，改革体制、提高灾区和全国抗灾能力等。
从横向来看，每一个重建程序，都必须由组织、资金、政策、法制、监督和信息等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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