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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常法律是调整各类紧急事件的法律的总称。
《法意：中国非常法律研究》将主要围绕“中国非常法律”进行研究，同时论及其他国家非常法律的
制度理论。
《法意：中国非常法律研究》首先介绍非常法律在国外和国内的形成历程，建立非常法律的体系结构
，指出中国非常法律由战争法律、紧急法律和应急法律所组成。
《法意：中国非常法律研究》主要探讨应急法律制度，对其四个子部门——自然灾害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法、事故灾害难法、社会安全事件法——分别进行了详细研究。
在中外非常法律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认为必要理论、权利理论、国家理性理论、特权理论、宪法
专政理论、社会安全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共同构筑了非常法律的理论基础。
最后，本书对中国法律制度的理论模式和理论特性进行了整体分析，结合依法治国的建设目标，探索
了中国非常法律制度的未来发展之道。
　　本书适合法律、公共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研究人员、实践工作人士做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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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灾害治理体系的全方位发展 灾害治理体系内容丰富，不仅仅包括传统的被
动救助机制，还包括预警、及时响应等一系列复杂的具体治理措施。
改革以来，中国的自然灾害治理体系开始全方位地发展，各种法律法规、应急预案明确规定建立预警
机制、响应机制、救助机制、应急保障机制等内容，以下将分别论述这四大机制。
 1.预警机制 自然灾害的预警机制极其重要，因为面对即将发生的自然灾害，人类时常无力扭转大自然
的力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躲避”或者采取各种减缓预防措施。
这就要求事先必须有足够的预警信息。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0万人死伤的大悲剧。
而在距离唐山仅115公里的青龙县，在震中损坏房屋18万间，其中倒塌7300多问；但是由于获知了预警
信息，采取了有效的地震预防措施，全县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
这个反差强烈的对比，昭示了预警何等重要。
改革以来，各种灾害法律法规，例如《气象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地质灾害防治条
例》以及相关应急预案等都规定要求建立预警机制，承担预警职责的部门包括气象部门、地震部门、
水利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等。
这些专业部门拥有专门的监测机构和人员，以及各种现代科技监测手段。
对于承担灾害救助职责的民政部门，则建立了自己的灾害信息报告制度。
1989年民政部《关于加强灾情信息工作及时准确上报灾情的通知》指出：当时各地灾情信息反映太慢
，往往都是在广播、电视、报纸上先看到消息，过几天，民政部才收到各地的报告。
为了改变这一问题，该通知建立了规范的灾情速报机制。
1990年民政部《关于加强灾情信息工作的通知》强化了这一预警机制建设，要求各级配备专职或兼职
的灾情信息人员，建立汛期值班制度，进一步规范了报灾的主要内容。
1997年3月民政部颁行了《灾情统计、核定、报告暂行办法》，2004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自然灾害救
助应急预案》进一步规范了灾情报告、灾情续报和灾情核报机制，充分完善了民政部门的灾情信息预
警机制。
如今，承担预警职责的各专业部门也在不断加强合作，共享预警信息。
2004年民政部推动建立的各部门灾情会商机制，大大强化了各部门的预警机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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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非常法律研究》适合法律、公共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研究人员、实践工作人士做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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