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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册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几次重大地震的对策及震后应急措施，以及灾后重建的一些经验教训，包括日
本、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含唐山、丽江、新疆、台湾）的案例。
尤其是日本部分，日本是多地震国家，地震防灾有独立的法律体系、预防计划，特别是阪神大地震及
其灾后重建的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受灾情况及灾后重建也可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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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日本案例　　第一章　日本地震对策及震后应急措施　　1　日本地震对策概要　
　1.1　日本防灾对策的发展历程　　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
由于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日本成为世界上灾害最频发国家之一。
根据1998～2005年的统计数据，虽然国土面积只占世界的0.25％，但其6级及6级以上地震发生的次数却
占到全世界发生总数的20.8％。
　　日本每年因为自然灾害遭受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20世纪50年代前期，由于大型台风和大规模地震的影响，死难人数达到几千人的灾害多有发生。
随着防灾体制的建立和强化，国土保护的加强，气象预报的进步及通信手段的进步，日本的灾害应对
能力得到了加强，由于自然灾害产生的损失也逐渐减少。
　　日本防灾体系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　　1.战前初创阶段（1880～1945年）　　明治13年（1880年
），日本制定了救助受灾贫民的《备荒储蓄法》。
1890年后，由于风灾水害连绵不断，导致中央储蓄金严重透支，1899年《备荒储蓄法》被废止，开始
实施《罹灾者救助基金法》。
该法对设立救灾基金及国家每年酌情向道府县支付部分救助补贴金进行了规定。
明治后期，日本的利根川、淀川等大河川每年发大水，特别是1894的水灾使日本蒙受巨大损失，为此
，政府制定了后来被称为治水三法的《河川法》（1896年）、《砂防法》（1897年）和《森林法》
（1897年）。
1899年，日本制定《灾害准备基金特别会计法》及《灾害土木费国库补助规定》，规定灾后重建的土
木工程费用，一般由国库临时提供。
　　2.战后复兴阶段（1945～1960年）　　1946年12月日本发生了里氏8级的南海地震，地震和海啸造
成1432人死亡和下落不明，11591座房屋倒塌。
而《罹灾者救助基金法》作为当时惟一的灾害应急对策暴露出救援物资筹措不力、组织协调不灵等弊
端。
鉴于此，日本政府于1947年又制定了《灾害救助法》。
该法在强调有组织地进行灾害救助活动的同时，明确了国库与都道府县关于救助费用的分担比例。
为保证国土开发过程中灾害预防能力的加强，日本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保全国土的防灾法律，
如《海岸法》（1956年）、《地陷等防止法》（1958年）以及《治山治水紧急措置法》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震后重建案例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