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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佘廉等著的这本《高速公路灾害预警管理——建设、运营与社会服务》论述了我国高速公路灾害
问题的紧迫性和针对公路灾害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对高速公路灾害进行了全新的定义、分类和
成因机理分析，对国内外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与服务的管理实践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运用预
警管理方法系统地预控高速公路灾害问题，对高速公路灾害预警管理系统的组织模式、管理方法、预
警指标体系与测评方法、防灾管理与应急管理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创新构造。

　　《高速公路灾害预警管理——建设、运营与社会服务》适合于公路运营企业、公路建设企业、服
务于公路交通的其他企业工作者，各级政府从事应急管理的政府管理者和交通救援工作者，公路与高
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研究人员，高校交通管理、路桥建设、应急管理等专业的教师与学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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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高速公路与高速公路灾害　　高速公路交通是全国交通大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速公路作为国家干线道路，在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发展速度最快的运输方式。
高速公路是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发展不仅可以驱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城市化
步伐，有效拉动沿路经济，还为当地人民生活带来明显变化。
然而，在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和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时常会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
损失事件。
这些灾害和事件对自然环境、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人文环境的危害，伴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建设里程的
快速增长而日益突出，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后果，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灾害现象。
无论是从自然生态健康角度、国家和谐型社会构建角度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对这种高速公路灾
害现象进行有效应对都是极具必要性和紧迫性的。
　　一、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作为国家干线道路，自投入建设以来，以其快速、经济、安全、舒适
的优势，大大带动了道路客货运输的需求，使我国道路运输业蓬勃发展。
自1998年以来，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每年的总投资额在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截至2009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6.5万公里①，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基本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达10万
公里②，形成以高速公路为龙头，国道、市道主干线公路为骨架，县乡公路为支脉，纵横交错、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
　　高速公路交通是全国交通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发步伐
，优化综合运输体系，还可以有效地拉动经济。
近20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表明，高速公路不仅使所到之处的当地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明显
变化（沈大、济青、沪宁、成渝、京石、京珠、京沈、京沪等高速公路就是有力的例证），而且有无
高速公路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明显加大。
这种明显的社会效应预示着我国的高速公路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高
速公路的需求必然大幅增长。
②产业结构调整导致运输需求结构的变化。
产品结构向着短小轻薄、小批量多品种和高技术方向发展，高附加值货物增加，对运输时间和速度要
求高，适合高速公路运输。
今后在中长距离运输中，高速公路运输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③高速公路运输技术经济特征的变化与运输装备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将使高速公路的运输作用得到
更好的发挥。
因此，高速公路对我国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的影响将日益加深。
　　“十二五”期间以及未来的高速公路建设任务，将以建设国家高速公路主干线系统和形成全国高
速公路网为目标，促使高速公路交通进一步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城市间快速旅客运输和货物运
输的需求，满足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体系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而随着交通量的增长，安全保障、通信信息和综合管理服务设施的完善，以及车辆行驶速度的提高，
在大中城市间、省际和区域间形成现代化的快速公路运输网络，将使全国高速公路网的运营效率和效
益得到很大的提高。
　　二、高速公路灾害　　高速公路建设对拉动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高速公路的建设热潮当中，水资源破坏、环境结构失衡、施工安全事故频发、质量隐患、突
发公共事件、贪污腐败等问题使人们看到，高速公路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工程建设项目，其不良
影响可能会导致社会性的灾害。
另外，高速公路建成投入运营，在有效改善我国交通结构与运输效率，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
产生了严重的负效应――高速公路灾害，如日益加剧的交通事故、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以及道路沿线
生态破坏和景观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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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灾害不但破坏道路的正常运作，也造成了极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沉重的社会负担。
因此，需要从社会综合的角度来研究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营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高速公路灾害，是指由于自然或人为因素造成的，对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和养护产生负面影响，
并对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造成灾难性后果（如重大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公害）的事件。
高速公路灾害按照灾害的形成阶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高速公路建设期发生的灾害，简称高速公路建
设灾害；另一类是高速公路运营期发生的灾害，简称高速公路交通灾害。
　　（1）高速公路建设灾害，根据其表现形态可分为自然环境破坏、社会环境破坏、施工安全事故
、质量事故等。
　　第一，自然环境破坏包括地质灾害（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地裂缝）、水土
流失（如土壤侵蚀、植被破坏）、空气污染（如粉尘污染、沥青烟尘）、噪声污染（如施工机械作业
噪声）、水污染（如施工区污水、管理区污水）、生态破坏（如野生动物、土地资源减少、林木破坏
）等。
　　第二，社会环境破坏包括对人文景观的破坏（特别是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以及因临时用地或永
久征地造成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和拆迁安置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三，施工安全事故是指由于施工过程中操作环境恶劣、机器故障、操作失误、安全管理体系不
健全及其他自然灾害、中毒等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
　　第四，质量事故是指由于材料质量问题、施工水平、工艺标准降低，以及因违规分包、转包行为
所造成的工程质量下降而带来的一系列事件。
　　（2）高速公路交通灾害，根据其表现形态分为自然灾害、交通事故、交通病害、环境破坏和人
为破坏五种。
　　第一，自然灾害是指高速公路沿线自然环境的突变导致高速公路无法使用或停止运营的事件。
其可分为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
常见的气象灾害包括气温（高温、寒冷）、雾、冰、雪、沙、洪水、台风等。
常见的地质灾害包括地震、地陷、泥石流、山体滑坡等。
　　第二，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高速公路上进行与交通活动有关活动
的人员，因违反交通法规和其他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常见的交通事故包括追尾、翻车、爆胎、车辆损坏、危险品（尤其是化学品）泄漏等事故。
　　第三，交通病害是指由高速公路交通不.与中断、道路病害导致的财产损失与社会损失事件。
其可分为交通堵塞和道路病害。
交通堵塞是指因通行车辆超过道路能力、运营管理不当、道路病害导致通行阻塞的现象，包括交通拥
挤、交通中断、交通分流等。
道路病害是指因自然的、人为的损耗导致道路无法正常使用或不能使用的事件，分为路基病害、路面
病害、构造物病害、附属设施病害、交通安全设施病害等，形成原因有外因（车辆、自然等）和内因
（设计不合理、养护不到位等）。
　　第四，环境破坏是指高速公路运营者及道路使用者造成的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规的事件。
其包括空气（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绿化病害等。
　　第五，人为破坏是指怀有恶意的人及机构对高速公路进行侵害而导致交通中断的事件。
其主要有高速公路运营失误（包括内部管理人员故意破坏）、行人的侵入破坏（挖掘、偷盗）、刑事
犯罪（爆破路桥设施）、社会动乱等。
　　目前，在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发展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的同时，高速公路灾害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
如果不能遵循科学的管理思想，采取正确及时的管理手段，切实提高高速公路建设与管理的水平，高
速公路灾害的发生便会随着通行里程的快速增长而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节高速公路灾害的特点　　应对高速公路灾害的有效对策，需要建立在对高速公路灾害成因
有一定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然而，由于我国高速公路管理理论的滞后性或偏差性，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决，所以迫切需要
研究当前高速公路灾害的成因机理和社会治理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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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思路研究高速公路灾害治理问题，必须首先科学认识高速公路灾害的性质及特
征，把握我国现阶段高速公路管理实践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探索出当代高速公路的科学
化管理之路。
　　一、高速公路灾害的不可避免性　　高速公路灾害是由高速公路的自然突变或建设、运营、养护
管理不良引发的，使高速公路建设和运行陷入极端窘困的一种状态。
它的现实特征可以表现为三种现象：一是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遭受严重的、连续的重大事故与损失；
二是出现严重公害（如破坏环境安全的重大污染事故）；三是因自然灾害导致建设中断、道路交通中
断。
这三种现象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表明高速公路的灾害状态，它们互相联系、互为因果关系，且都有
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一旦发生便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得到改变。
　　高速公路灾害的发生，不但使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目标难以实现，而且会破坏和强制改变高速公
路运营机构的组织状态和业务管理流程。
从高速公路灾害的成因来分析，它是高速公路外部环境突变和内部管理不当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高速公路灾害的发展过程来分析，它是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中的局部破坏和失控逐渐演变为全局性
破坏与失控的过程。
从高速公路灾害的结果来分析，它不但使当事人和社会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使交通参与人员遭受重大
精神打击，而且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如社区经济瘫痪、社会动乱等。
虽然高速公路灾害的发生、发展及后果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环境特点的高速公路而言有很大的差异，
但不同的高速公路灾害具有共同的内在本质特征：客观性、普遍性、社会性和综合性。
其中，客观性是决定其他特征的最本质的特征，它使高速公路灾害成为普遍的、处处存在的高速公路
现象。
　　1.高速公路灾害的客观性　　高速公路灾害的客观性，是指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在外部环境客观
变化规律（如气象变化规律）和内部管理客观规律（如管理波动规律）的交互作用下，引发灾害的必
然性。
它是由高速公路环境变动和内部管理不当对高速公路造成冲击与破坏的客观后果所决定的。
这一是因为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的环境变动是客观的，管理活动也是客观的，而管理者由于对这两种
客观现象的认知与把握能力有限，使高速公路灾害的发生难以避免；二是因为高速公路灾害的判别标
准是客观的，不以高速公路建设机构或个人自己选定的判别标准为依据，而是以社会性的公认识别标
准为客观依据。
但是，高速公路灾害的客观性只是反映了高速公路灾害难免发生的基本趋势，并不足以说明高速公路
灾害发生具有不可知性，更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灾害无法防止或回避。
　　最能表现高速公路灾害客观性的是高速公路灾害发生的突发性，即高速公路灾害在某个具体时空
点上突然爆发。
它有三种产生原因：①因高速公路环境发生突变而使高速公路的建设与运营在猝然间陷入灾害之中，
如重大自然灾害、恶性交通事故、大范围的路面病害、通信系统紊乱等。
②因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的内部管理问题的累积后果而爆发，如长期的管理不善导致某一时刻引发道
路中断和社会骚乱。
③因重大的管理行为失误而爆发，如高速公路运营调度中的错误的变向放行指令、错误的封闭指令等
。
　　2.高速公路灾害的普遍性　　高速公路灾害作为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其社会
存在也是普遍的。
这种普遍性表现为灾害可以在任何时空条件下存在。
高速公路灾害的普遍性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发高速公路灾害的客观条件变化的普遍性，如气
象变化的普遍性、地质灾害现象的普遍性、车辆故障的普遍性等；二是直接造成高速公路灾害的内部
管理行为失误的普遍性，如道路养护不善现象的普遍性、高速公路信息技术缺陷的普遍性。
　　3.高速公路灾害的社会性和综合性　　高速公路灾害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综合性。
　　（1）高速公路灾害的社会性主要体现为：首先，高速公路运输本身就是开放性的社会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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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会把个人风险行为带到交通中来，由此形成诸多高速公路灾害的诱因。
其次，高速公路由干线、支线形成快速运输网络，其运输范围所涵盖的社会区域就是高速公路灾害可
能被引发的区域和灾害后果影响之处。
最后，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的客货量之大，所发生事件险情之多，是高速公路灾害后果与社会经济和人
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直接原因　　（2）高速公路灾害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灾害的发生与预防上。
一些高速公路灾害一旦发生，其危害后果具有传导性、次生性，最终可能导致高速公路运输系统的整
体瘫痪。
而在灾害防治过程中，单项措施难以生效，只有从法律法规、工程技术、教育、管理和经济等多方面
进行全方位综合防治，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二、高速公路环境致灾的规律性　　任何高速公路灾害都是在外部环境突变和内部管理不善的共
同作用下形成的。
显然，由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变动所形成的高速公路环境，会对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质量的高低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环境变化的本身并不是盲目的或可以任意被改变的，它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
各种人为政策的影响是有限的，高速公路的社会环境也不可能总是随着人的意志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过去在探讨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原因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环境变化的内在规律性，而把解决
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策上。
这常常诱使我们仅仅着眼于高速公路外部制定对策，忽视高速公路内部管理原因或把内部因素置于从
属地位。
同时，在对高速公路环境本身进行变动成因分析时，只关注政策的过程和效应，而忽视环境整体的客
观变化特点，从而导致有关政策调控未能达到如期目标。
我国高速公路近几年来灾害现象一直得不到迅速、有效的缓解，便是例证。
　　1.自然环境致灾规律　　自然环境致灾是指高速公路自然环境的突变导致高速公路无法建设、使
用或运营停止，可分为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
其对高速公路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毁坏高速公路设施，造成高速公路瘫痪，如水毁、地
震等造成桥梁坍塌、地陷。
二是影响高速公路使用功能，造成事故隐患。
例如，冰雪季节道路结冰诱发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失、人员伤亡。
地质灾害与气象灾害的发生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有其规律性，这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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