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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沿海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的新领域
——

海陆关联工程防 灾减灾
‘

于 良 巨 、 王 斌 、 侯 西 勇

中国 科学院烟 台海岸 带研究所 烟 台 国家海洋局北海 分局 青岛

摘 要
： 近 年 来 ， 沿 海 重 大 工 程 在 规 模 上 扩 大 和 数 量 上 迅 速 增 加 ， 然 而 灾 害 的 频

繁 发 生 给 其带 来 严 重 的 威胁 。 如 何提 高 并 改 善这 些 工 程 的 防 、 减 灾 能 力 ， 已 成 为 当 今 我 国

特 别 是海 岸 带 可 持续 发 展 的
一

大 难题 。 文 章 在 概述 了 国 内 海 陆 关 联 工 程 发 展 状况 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列 举近 年 发 生 的 典 型 灾 害 事 件 ， 提 出 将综 合 灾 害 风 险 管 理 作 为 海 陆 关 联 工 程 防 减 灾 的

新 模 式 ； 通过 分 析 我 国 海 陆 关 联 工 程 灾 害 风 险 管 理 的 现 状 与 不 足 ， 提 出 了 沿 海 综 合 灾 害 风

险管 理 亟 须 实 施 的 对 策 ， 即 ， 建 议 成 立 综 合 性 的 常 设 机构 ， 研 究 制 订 海 陆 关 联 工 程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的 管 理 政 策 和 法 规 ， 加 强 海 洋 海 岸 带 灾 害 观 测 预 报体 系 建 设 ， 启 动 重 大 科研 专 项 等 。

关 键 词
： 海 陆 关 联 工 程 ；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管 理 ； 海 岸 带

空 闾 的显著利 用 或者 同时 影响 到 这 两 类空 间 区

域的工程项 目 ， 或者说 ， 工 程项 目 在海 岸 带 区

地球 表层 系 统中 的大气 圈 、 水 圈 、 岩石 圈 、 域
一

定空 间 范 围 内 涉 及或 影响 到 区域 乃 至 国 家

生物圏 、 人类圈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 形成 了 统
一

的 的 经济 建设 、 社会 民 生 和 环 境生 态 的 重大 工程

整体 。 其 中 ， 海 岸带处 于 几大 圈 层 之 间 交 界面 ， 项 目 ， 主要特征 是 陆 地与 海洋 ， 以 及 自 然 与 社

是一个海 、 陆 、 气 、 生 等 诸 圈层 互相耦合 的 区 会之间互相联 动 、 互相关联和互相影响等 。

域 ， 不但气 、 海 、 陆 相 互作 用 剧 烈 ， 而 且也是 世纪 年代以 来 ， 以 风暴 潮 、 台 风 、 海

当今人类 活动 最 为集 中 的 区 域 。 人 口 密 度 及人 冰等海 洋 灾 害 所造成 的损 失 每 年达 数 百亿元人

类活动 的增 加 ， 干扰 了 圈 层 之间 相 互作 用 的 机 民 币 。 伴随 全球 极 端气候事 件 的频 发 ， 未 来各

制 ， 与 此 同 时 ， 人类 自 身 及 其 活 动 也 受 水 圈 、 类海 陆关联工 程 灾 害发 生 的频 率有 不 断增 加 的

气圈 等 圈 层的 影 响 ， 表 现为 受 海 冰 、 台 风、 风 趋 势 。 未来 年我 国 沿海 地 区经济 发 展和人 口

暴潮等灾 害 因 子频率与强 度增加 的影响 。 聚集 的 趋势 仍将延 续 ， 海 陆 关联工 程 建设正 处

进人 世纪 ， 随 着我 国 工业 化和城市 化进 在全面建设 的高 潮 期 ， 沿 海 自 然 灾 害和 人为 事

程加快 以 及 国 家东 部 沿海率 先发展 战 略的 提 出 ， 故对经济社会发展 造 成重大损 失 的风 险 越 来越

沿海核电 站 、 大 型 油 气储运 设施 、 跨海 大桥 等 大 。 近年来 ， 沿 海 重大工程 的 自 然 灾 害 和 人 为

各类大批影 响显 著 的 工 程项 目 的数量 和 规模持 事故表现 出 点 多 面广 的 特点 ， 灾 害 的 多 样 性 、

续 的增 加 。 这些 工程与 传统 的海洋工程 或 海岸 破坏性对地 区 、 国 家乃 至 全球产生 了 深远 的影

工程相 比 ， 投 资规 模 更大 、 建设 和 运行 中 对 陆 响 。 以 日 本 年受 地震 海 啸 俺 没福 岛 核 电 站

域和 海域具有更 加 显 著 的 影 响 。 这 些 工 程项 目 为标 志 ， 引 起 国 内 外对海 岸 带灾 害 的 广 泛关 注 ，

可称为海 陆关 联 工程⑴
， 主要 指 在 建设 过程 以 特别 是随 着 沿 海 涉 核 、 涉 油 大 型 工 程设施 相 继

及运行维 护 阶 段 中 同 时 涉 及 对 陆 域 空 间 和 海 域 建设和投人使 用 ， 已 逐 渐 成为 我 国 灾害 风 险 管

基金项 目 ： 中 国科学 院重点部署项 目 （

— — —

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
； 中 国 工程

院重大咨询项 目 （

—



第 期 于 良 巨
， 等 ： 我 国 沿海综合 灾害 风险管理的 新领域——海陆关联 工程 防灾减灾

理和研究 的关 注 焦点 之一

。 然 而 ， 目 前沿 海 防 （ 石化类 ： 据 石 油 和 化学 工 业规 划 院 的

灾能力 总 体上仍 比 较 低 ， 而 总 体防 灾 形 势十 分 初步统计 ， 截至 年 ， 我 国 共有各 级各 类 化

严峻 ， 防灾减 灾任 务 艰 巨 ， 现有 防 灾 减 灾 体 系 工 园 区 近 个 （ 主要 包括专 业 化工 园 区 、 经

面临 重 大 考验 。
由 于灾 害 的 多 发趋 势 和不 确 定 济开发 区 中 的化 工 产业 片 区 以 及 符合 园 区 特点

性 ， 如 果不对海 陆关联 工程 防 灾 减 灾 进行 系 统 的化工产业集 中 区 ） ， 分布 在除 西藏 自 治 区之 外

研究 ， 科学判 断未 来 发 展 趋 势 ， 就 无法 有 针 对 的 个省 （ 市 、 自 治 区 ）
、 多个地 级市 （ 地

性地采取措施 ， 做 到 防 患 于 未 然 ， 甚至 在 重 大 区 ）
。 目 前在沿海 布局 的 大 型 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灾害和事 故发 生 时造 成无可 挽 回 的 损 失 。 如 何 有 个左右 。

预防 、 应对这些灾 害 并 尽快消 除 这 些影 响 ， 对 （ 核电类 ： 我 国 已 建 成秦 山 核 电 厂 一二

海陆关联 工程进 行灾 害风 险 管 理 ， 如 何 把 灾 害 三期 、 田 湾 、 大 亚湾
一 期 、 岭 澳六个 核 电 站

风险管理的 实 践上升 为理论 ， 即 把 灾 害风 险 工 台 机组投人 运行 （ 年 月 份 ， 红沿河核 电

作理论 化 ， 已 经 成 为 政 府 管 理 的 重 大课 题 。 站一号机组试运行 ） ， 大 部分在建 、 筹建核 电站

综合灾 害风 险 管理 已 经成为 国 际 社会 获得 广 泛 位于东 部沿海地
；
在 建核 电机 组 台 ， 装 机容

认 同并将在各 国 广 泛 实 施 的风 险 管 理理 论 与方 量达 万千 瓦
， 在 建规模 继 续保 持世 界 第

法 ， 本文在综述海 陆 关联 工 程的 发 展及其 灾 害 一

。
今后一段 时期 ， 我 国 仍 将处 于核 能 高 速发

风险管理现状 的 基础 上 ， 通 过 对其趋 势 与 薄 弱 展 的 时期 ， 是 目 前世 界 上 在 建 、 筹 建核 电 站 最

环节的 综合分析 ， 依 据国 际 上 综合灾 害 风险 防 多 的 国 家 。

范框架 ， 就海陆 关联 工程的 综 合灾 害 风 险管 理 （ 交通运 输类 ： 国 内 具有 代表性 的 交 通

对策提 出
一些政策 建议 。 运输类型有 ： ① 跨海隧 道 ， 如 厦 门 翔安海 底 隧

道 、 青 岛 黄岛 湾 口 海 底 隊 道
、

拟 建琼 州 海 峡 跨
海 陆关联工程 防灾减灾的 形势

了 口 比

海工程 、 渤海湾 跨海 工程 等 （ 含 隧道 方 案 ） 等 。

海陆关 联工程 不断扩大 的数量 与规模 ② 跨 海大桥 ， 如东海跨海大桥 、 澎湖 跨海大桥 、

从世界 范 看 ， 大 宗 原料輔 品 的 运
舶職大 桥 、 平 潭龍大 桥 、 胶州 湾 跨

海运节 省 运输成 本 。 随 着我 国 资 源 对 外依 赖

上升 ， 无论是进 口 的 原 料还 是 出 口 的 商 品 ，

輔 大 桥 、 舟 山 跨 海 大 桥 、 厦 门 海 沧 大 桥 等 。

主要依 靠海 运 实 现 。 近 年 来 ，

港 口 及聽 矿碰头 ， 纟卩 巾 海 、 香 港 、

了各 自 的石 化 、 钢 铁 、 港 口 等产业 的发 展 规 划
广州 、 宁 波 、 深 圳 等港 口

；
最具代 表 性 的 为 上

与发展 目 标 ， 纷纷 提 出 要 大规模建立 石 油 加 工

和石化产 品 深加 工基 地 。 以 大炼 油 、 大钢 铁和
⑷

大港 口 等 工 程项 目 为 特征 ， 少 则 几 百亿 动辄 上
地众多 ’ 如 ’ 营 口 市鲅 钢 铁基 地 、

千亿元的 投 资规 模 ， 基 本 形 成 了 沿 海 布局 和
河北 曹妃 甸 京 唐 钢 铁基地 、 山 东 日 铁

托资源 优势 的布局特点 。

目 前 ， 我 每 年 建设雌 以 千 计 的浦工

程和其他涉海 工 程 中 ， 沿海 大 型 工 程约 占 近年来 海陆 关联工程典型灾害事件

以上 ， 涉 及沿海 核 电 站 工 程 ， 海 洋 石 油勘 探开 事 件一

： 年 月 日 时 分 左

发 工程 ， 沿海 石 油 化 工 （ 炼化 ） 基 地工 程 ， 沿 右 ， 大连 新港 至 中 石 油 大 连 保税 油 库输 油 管线

海石化储藏基 地 工 程 ， 沿 海 机场 ， 重 要海 堤 防 在油 轮卸 油 作 业 时 发 生 闪爆 ， 引 发 管线 和储 油

护工 程 ， 大型 港 口 码 头 工 程 、 沿海 钢 铁 基地 工 罐原油起火 ， 致上万 吨 原油 人海 ， 创 下 中 国 海

程 、 大型 沿 海 能 源 工 程 、 大 型 跨 海 桥 梁 工 程 上溢油事故 之最 ， 造 成 大面 积海上 污 染 ， 直 接

等 。 这些海 陆关联 工 程可 分 类 四 类⑴ 均对海 经济损 失 超 亿元 。

岸带 和海洋环境有重大影响 。 事件二
： 从 年 月 初 至 中 下旬 ， 黄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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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受 到北方频 繁冷 空气 影 响 ， 出 现近 年 同 害 发 生次 数较多 ， 每 年风 暴 潮 次 数就 达 几 十次 ；

期 最为 严 重 的 海 冰 灾 害 ， 渤 海 海 域结 冰 面 积 已 ② 种类 多 ， 事故 种 类有 爆 炸
、

火灾
、

泄 露
、

淹

经达到 万 约 占 渤 海 海 面 的 。 冰情 没 等 形式 ； ③ 机理复杂 ， 除 自 然灾 害 的原 因 外 ，

对沿海 水 产 养殖 、 港 口 运输 和 油 田 钻井 平 台 作 人为 管理也是不 可 忽视 的 重 要 因 素 ； ④ 影 响 巨

业等 造 成 影 响 ， 仅 山 东 沿 海 灾 情 估 计 损 失 近 大 ， 海岸带 区 域人 口 及 资产 密 集 ， 灾 害
一

旦 发

亿元 。
生 则损 失严重 ， 对周 围环 境影 响 巨 大 。

事 件三
： 年 月 日 时 分 ， 受 日 本 福 岛 核 电站 事 故 ， 仅 海 啸 等 自 然

台 风
“

梅花
”

影 响 ， 大 连 开 发 区沿 海 大 型 化工 灾 害对 当 地 的 冲 击 与 淹 没 影响 相 当 巨 大 ， 但 更

企业福 佳 化工 在 建防 潮 堤 坝 发生 溃 坝 ， 海 水倒 严重的 是 ， 自 然 灾 害 造成 的对 核 电 站 的 破坏 及

灌进人 石化储存
“

罐 区
”

，

一

度 引 起公众对 化工 其产生 的核 辐 射等 次 生灾 害 影 响 。

一 旦发 生 类

业安全风 险 的 担 忧 ， 该环境事故 进一 步 恶 化 了 似 的 海洋 灾 害 ， 不 但会对海陆 关联 工 程设施产

化工厂与公众的 矛 盾 ， 并引 发社会群体事件 。
生 强大的破 坏力 ， 还有可 能 造成 核 事故 、 危 险

事件四 ： 年 月 日 和 日 渤海蓬莱 化学品泄 漏和 溢油 等次 生 灾 害 ， 这 是 造成人 们

一

油 田先后 发生 两起溢油 事故 ， 大 量原油 及 产生恐慌效应的 根本原 因 。

油 基泥架 人海 ’ 对勸 海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严 重 的 污
海陆关联工 程 防 灾减 灾在 沿海综合 灾

染损 害 ， 引 起 了 国 内外 的广 泛关注 。

害风险管理 中 的定位
事 件五 ： 年 月 日 在 日 本 发生 的 严

重地震 海 啸 灾害 导致 核 电 站 泄 漏 ， 大量 高 浓 度 海陆 关联工 程 防灾 减灾 的 定 位

核辖射物 质 人海 ， 引 起 了 人们 对 沿海 重 大 工 程 我 国海 陆 关 联 工 程 经 过 多 年 的 建 设 发

的关注 和担忧 。 展 ， 在推 动 地方 经济 社会发 展 中 成 为必 不 可 少

然而 ， 相关企业和管 理者 并不 能 吸取教训 ， 的
一

部分 ， 但从 防 灾 减灾 角 度 ， 并 未 被 有关 管

年大连石化又 分别 发 生
“ ”

火灾 和 理部 门所 重视 。 海 陆关联工 程 防 灾减 灾 是 在沿
“ ”

火灾 ， 后 者火 灾 中 有 人 遇难 。 海地 区实 现可持续发 展 中 的
一 个极 其 重要 问 题 ，

年 月 日 时 分左右 ， 在 同
一区 域的 中 石 海陆关联 工 程 数量 的 增 加 及 灾 害频率 和 强 度 的

油 大连 石 化公 司
一联 合 车 间 三 苯 罐 区 发生 增大与经 济社 会 的 发 展不 相 适 应 ， 正 成为 我 国

号储罐 闪爆着火 ， 并相继 引起 号 、 号和 沿海地区 的严 峻 挑战 ， 同 时 也使其在 综合风 险

号储罐着火 ， 造成 名 工人 死 伤 的 事故 管理方面 成为 大有 可为 的 新领域 。

悲 剧 。 目 前沿海地 区 的 经济 快速 发展 ， 但 由 于规

海 陆关联工程灾 害特点 和 面临 的 挑战 划 、 设计 、 施 工 和 管 理 不 当 ， 石 化工 业 园 区 、

不 同 于 内 陆 自 然 灾 害 特点 ， 海 洋 自 然 环 境 核电站 、 交通设 施等 重大海 陆关联 工 程本 身也

及 水文气象条件 复 杂 多 变 ， 导致 海上 或海 岸带
可能成为 潜在环 境致 灾 因 子 ， 所 带来 的 次生 灾

发 生的 灾 害 称 为 海 洋 灾 害 ， 可分 为 气 象 灾 害 、

害相 比 自 然 灾害 本身 可能 更 为 直接 和 严重 。 因

水文灾害 和 地质 灾 害 。 大气 的 强 烈 扰 动 ， 如热 此 ， 海 陆关联 工程 防灾 减 灾 的 主要 任 务 ，

一 方

带 气旋 、 温带气 旋 等 ， 海洋 水 体 本 身 的 扰 动 或
是最大 限 度地 减少 海洋 自 然灾 害 的 损 失 ； 另

状态 骤变 ， 海底 地震 特殊 地 质 构 造及 其 伴生 之
— —

海底滑坡 、 地裂缝 ， 都 可 为 海 陆 关联 工程结 构 灾害 应 急管理 与综合灾害风 险管理

物带来灾 害 。 另 外 ， 由 于结构 物 有 的 使用 钢 铁 全面认识 和恰 当 评 价海 洋灾 害 给海 陆关 联

材料 ， 海水 使钢 铁及 其他金 属 材 料受 到 严 重腐 工程造成的 风险 ， 既是 我 国 海洋 防 灾减灾 工 作

蚀 ， 大 大影 响着 钢质构筑物 的使用 寿命 。 的基础 环节 ， 也 是沿海经 济社会 可 持续发 展 的

上述原 因造 成 的 灾害 特 点 如 下 ： ① 发 生 频 迫切 需 要 」

。 海 陆关联工 程 的 防灾 减 灾 就 是 防

繁 ， 由 于 海 洋 气 象与水 文 、 地 质构造 复 杂 ， 灾 止或减少灾 害发 生 、 减 轻灾害 损失 ， 包括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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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报 、 防 灾 、 备 灾 、 抗灾 、 救灾 、 灾害 恢 复 发 减灾研究与 管理 相 比 ， 差距 比较 巨 大 ， 其 综合

展各个环节 ， 而 围 绕整 个 减 灾 过 程所 进行 的 管 风险 研究与 管理远 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 要 。

理即 是灾害 管理 。 传统的 灾害 管理强 调应 急 管 相 关理 论研究滞 后

理 ’ 其实质是危机 管理 ， 单纯 应 对某个 单独
経 国 范 围 看 ， 不仅缺 少海 陆 关联 工 程 防

件 ’ 关注灾 害 事 件本 身 ， 强调 灾害 后 的 救济
减灾的 规麵究 框架 ，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管理 的应

轻 视 灾 备 ’ 即 重
腿究 也不足 。 目 前对大 型 海洋 工程 的 灾 害 风

胃合 力 度 不 够 。 比 之下 ’ ■ 管 指
险研究 ， 多 是借 鉴 甚至 套 用 灾害 风 险 的 般理

采用 科 学 、 系 统 、 规 范的 方 法 ， 对 海 陆 关联 工
论 ， 没 有充分结 合 和 体 现海 陆 关 联 工程 的 特殊

程所遇到 的 风 险进 行识别 、 处 理 的 过 程 ’ 以 最
性 ， 停留 在 比较 肤浅 的层 次上 ， 既缺乏 风 险 管

縛系 建设方面 的 研究 ， 也 对典型 灾 害 机 理机

，
制研究不足 。 内 学者 多从宏 观 层 面 研究 海洋

着手进行准备 、
画 、 减 轻和 早膽报等工 作 ’

工程 的防 减 灾 问 题 ， 对 微观 工 程 主 体的 关 注 较
对可 能 出 现 的 灾

，
预 先处 理 ’ 将许 多可 能发

少 ， 普遍注 重静 态 的 工 程 灾 害 的 防治 ， 轻 视动
的 灾害 消灭

，
牙 或献浦态 ’ 尽量赚

态贿難 鼓 巾減后 的 评 价 ， 轻灾

前的预 警 ， 以 描述 现 象或政 策 性 研 究 的规 范性

，
— 入

、

胃
躲较多 ， 定量 实 证性研 究不 多 。 对各 类 工程

各种灾 害进行 风 险 识别
：

估 计和 评 价 ， 并 在
冑 害 的 形 成 的 机理 机 制 、 预 防 、 监 测 、 预 报 、

■± 胃 — 、 ― 、 、

识、别 、 测 定 、 控制 、 应 急 预 案 和 事 发 时 的 快速
育与 工 程 手 段 ， 通 过 整合 的 组 织 和 社会 协作 ，

…血 曰 、 山 他

反应研究 ， 是这
一 领域 重要 的 研 究方 向 ， 也期

通过全 过程 的 灾 害 管 理 ， 提升 政 府 与 社会 灾 害
⑶ —

望 目旨 成为新 的研允热 点之一

。

管理和 防灾减 灾 的 能 力 ， 以 有 效地 预 防 、 减 轻
在 研究 内 容 上 ， 需要 加 强 各 类 灾 害 对 各类

各种灾 害 ， 从而 保 障公 共利 益 以 及 生 命 财产 安
—

八
工程的致灾 形 成 机理 ， 工 程灾 害评 估 和 风险 控

全 ， 实 现社会正 常运 转和 可 持续 发 展 。 这 种
制

制 、 防 护 对 策 ， 目 削 对 防 灾 减 灾 的 体 系 结 构 、

综合管 理就是创 造一 种 环 境和 条件 来协 调 各 方
系统模型

、
运行 机理 、 调 控预警手 段等研究 少 ，

面工作 ， 从而 完 成将 损 失 降 到 最低 的 目 标 。 这

灿 女
、 一

特别是 对 能 源 类 海 陆关联 工程 在灾 害 发 生过程
种 条件 包 括 管理 机制 、

运 行 机制 、 法规 体 系 、

技术体系和 能力献五大 支持雜 。

柄能

，
的 次

，
灾 害 问 题 。 此 外 ， 以

，

灾

综 合灾害 风险 管 理 强调 的 是灾 害 应 急 管
的职 此部 门 减

—
主 ’ 综 合 性 的 灾害 管

工作 的 关 口 娜 ， 要 求 膝 日 常 的 应 急 准
賴式 和 方法 捕観 层 次

、

， 从海

备 ， 预 备和 预 警等基 础 性 工作 ， 通 过提 高 企 业
关

，
工程 防火 减 火 的

士
质 内 涵 来说 ， 方 面

和 政府 的突 发 事 件 的 事 件 预警和 防 范 能 力 ， 充

分实现 日 常 预 防与 应 急处 置 、 常 态 管 理与 非 冑
一《 自 ■ 、

工

态管理的有 机结合 。

铺 、 产业界 、 管理 者 为 一 体的 跨学 科综 合

的前沿研究科学 ， 需 要在 方法上进一步探索 。

海陆关联工程综合灾 害 风险管理 实施
科技支撑力 量不足

陳减 灾 麵 要赚細 灾 害风 险

尽 管 国 内 海 陆 关联工 程 的发 展 在 海 洋 灾 害 成果 为基 本 依 据 ， 用 风 险 的 理 念认 识和 管理 灾

风险 管理上 提 出 了 新 的 形 势 与 要求 ， 但在 海 陆 害 ， 最大 限 度 地 减 灾 海 洋 致灾 因 子 对海 陆关联

关联工程 综合灾 害 风 险 管理 实施 中 的 存在诸 多 工程 的 影 响 ， 谋求社 会 经 济 的 可 持 续 发展

不足 ， 尚 不能 为管 理 提供 有效 的 支持 。 特别 是 在减 灾 的科 技 进 步领 域 ， 无论人 为 还 是 自 然 灾

与我 国 陆 地大 型 工程 青藏 铁路工程 、 三峡 大 坝 害 防御 。 中 国 与 发达 国 家相 差仍 甚 远 ， 安 全科

工程 、 南水 北调 工程 以及 西气 东 输工 程 的 防灾 技在 中 国 尚 未形 成完 善的 支撑体 系 ， 技术 与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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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均显不 足 ， 从而 导致 应 急 响 应 与 风 险 管理 技 隐 患 ； 有 的 规 划 中 都 对 防 灾 减 灾 进 行 了 布 置 ，

术落后 ， 缺少 减灾成 套技 术 与减 灾科 技 的投 人 ； 但 在实际 工作 中 ， 往 往 不 能 尽如 人 意 ， 没 有 将

在综 合应 急 与 风 险管 理 上 ， 国 家 缺 乏 综 合减 灾 规划 中设置 的 防 灾 减灾 用 地 落 到 实 处 ， 各 类灾

科 技平 台 ， 导 致 一 些 减 灾 科 技 设 施 建设 重 复 ， 害 防御措施不协调 。

“

综 合
”

仅 限于 救灾 ， 而 未

不能发挥综合 灾害风 险管 理的作 用 。 能贯穿于 减 灾涉及
“

测 、 报 、 防 、 抗 、 救 、 援
”

海洋 灾 害 监测 能 力不足 的整 个过 程 中 。 另
一 方 面 ， 规 划 制 定 对可 能 产

与美 国 日 本 等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 海洋 观 测 能 生 的各类灾 害风 险考虑 不 足 。 目 前风 险 管 理还

力 建设与 国 际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差 距 较 大
。

例 如 ，

主要集 中 在 自 然 灾 害 、 灾 难 等 传 统 的 风险

美 国 对海洋的研究 经 费达到 亿美 元外 ， 还有 领域 ’ 对工程决策失 误等带来 的 风险关注不 足 。

亿 亿美 元的 海 洋 观测 专项 经费 ， 同 时
有关政策建议

建造 了
一

系 列 新 型观测 设施 ， 其 目 的是 保 持美

国 在海洋 领 域 的 领 先地 位 。 美 国 、 加拿 大 联 合
海陆 关联 工程 综合 防 灾减 灾 进行 综合 灾 害

正在 东 北 太 平 洋 海 底 建 设 的 深 海 长 期 观 测 风 险管理 ， 从 根本上 提 高 各类 大型 工 程 的 防灾

网 海王 星 （ 计划 最具代表 性 ，

减 灾能 力 ； 加 强 防灾 减 灾 体 制 、 机制 及法 制 研

它布设在 水下 约 海 床 上 ’ 覆 盖 海域 约 究 ， 实现综合 防 灾 减灾 的 良 性 互 动 ；
加 强 自 然

万
， 可 以 长期 观测海洋 内 部 和海 底各 种 灾 害形 成机 理 的研 究 ， 提高 自 然 灾 害综合 管理

物理 、 化 学
、

生 物 、 地 质 过 程 ’ 进 行几 十 年 的 水 平 ； 加 强科学技 术 的 应 用 研究 ， 使 其在 监测

海 洋学 和 板 块地壳 构 造 过程 研究 。 在 日 本 列 岛 预 警 、 分析评 估 、 应 急 保 障 及指 挥决 策 方 面 发

东部海域 沿 日 本 海 沟 的 跨 越 板 块边 界 ， 日 本 建 挥 大 的 用 。

设了 长约 宽 约 的 光 电 缆 连 成立综 合性常 设机构

接 的深 海 地 震 观 测 网 （
。 主 成立类似 国 家 防汛 抗旱总 指 挥部 办公 室 的

要 监测 地震 ， 目 前 正 向 地震 、 海洋 学 和 生 物 学 常设机构 ， 专 门 针 对海 陆关联 工 程 进行 综合 风

等 多学科观测 和研究 方 向 发展 。 险 管 理 ， 统一 协调 交通运 输 部 、 海 洋 局 、 环 保

相 关法律 法规 及 标准 滞 后 部 、 国 家安监 局 等 工 程 管 理 部 门 和 企 业 ， 以 及

灾 害 风险 管 理 中 的 法 律 和政 策具 有 重 要作 中 央 和地 方政 府 间 的 关系 ， 整 合 相 关资 源 ， 部

用 ， 并 应将减 轻 灾害 风险 战 略纳 人 到 国 家 和 区 署 与领 导减 灾规划 和灾 害的 预防 、 救助等 工作 。

域的 发 展 目 标 规 划 中 。 然 而 ，

一

方 面 ， 国 家 层 研究制 定相 关政策和 法规

面 的环 保 法 、 安 全 生 产 法等 法 规 更新 速 度 慢 ， 将海陆关联工 程综 合风 险 管理 的 关键 环节

没 有形 成整 体 的 安 全环 保法 规体 系 ’ 不 能 满 足 和基本框架 、 主要 内 容 、 对 策措 施等 以 政 策 和

现实 的需要 ， 另
一 方 面 ， 专 门 灾 害 风险 管 理 的 法规的形式确定 下来 。 加快完善灾 害 分类分级 、

法律制 定 和 政策 不 健全 ， 计 对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管 风 险 预 防 、 监 测 预 警 、 应 急 准 备 、 信 息 发 布 等

理的相 关法 规很 少 ， 更 多 是 以 单
一 灾 种 的 评估 方 面 的 具体 制 度 ’ 解决 单

一法 规政 策 存在 的 操

制 度 呈现 ’ 如 《 防 震减 灾 法 》 、 《 地 质灾 害 防治 作 性不 强 ’ 衔 接不 畅 、 相 互脱 节等 问 题 ’ 充 分

条例 》 ， 缺少层级较 高 的 上 位 法 规范 。 行业 法 发挥法规政策 在灾 害风险 管理 中 的 引 导 、 规 范 、

规不健全 ， 在工 程建设 各 阶段 缺 乏 国 家 强 制 性
辦 、

促进 作 用 。 可 以 借 鉴 日 本 的 做法 ， 如 日

丰示准 的 建立与 执行等 。

本 在综 合灾 害 风险 管 理体 系 中 ， 以 《 灾 害对 策

规划 保障 措施不 力 基本 法 》 和 《 大规 模地震 对 策 特别 措置法 》 为

在现有 区 域或 产业 规划 中 ， 减灾 规 划 不到 依 据 ， 专 门 针 对某 一类 型 灾 害进行立 法 或 特别

位 ， 例如 ， 在沿海 的各 类 经 济 社会 发 展 规划 布 规定 ， 如用 于 日 常 风 险 管理 的 《 台 风 易 发 地带

局 、 重大基础 设施 的建 设 过 程 中 ， 普 遍 缺 乏 海 灾害 防治等 相 关措施特别 法 》 、 《 密集地区 建立

洋 灾害 风险 的评 估 内 容 ， 这 带 来 了 很 大 的安 全 防灾街 区 的 促 进相 关 法 》 等 ； 用 于 应 急 风险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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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 《 原子能 灾 害 对策 特 别措施 法 》 、 《 石 油基 综上分 析 ， 推进 海 陆 关联工 程 的 灾 害 风 险

地等灾 害 防治 法 》 等 。 管理 ， 需科学 分析评估 自 然 灾 害对 沿 海 环境 和

建设海陆关联工 程综 合灾害风险管理体系 重大工程安 全存 在潜 在重大 影 响 ， 以 预 防 、 减

对 灾 害 预警 、
预 报 ， 灾 害 评 价 、 灾 害 风 险

轻火害 和 事故 的 不利 影 响 为 目 标 ， 通 过 动贝 相

区划与 规划 ， 灾 害 应 急 处 置 （ 应 急 预案 、 求 援 利益方积极应 和 控制 日 益 增 多 的 灾害 风 险 ’

队伍等 ） 进 行 系统 和 综合 管 理 ■

， 同 时 合理地组
进

一步制定 海陆 关联 工程安 全和 防 灾 减 灾规划 ，

织与协调 不 同 管理部 门 和利 益 主 体在灾 害风 险
高标准建设沿海 安 全 和 防 灾 减 灾 工 程 ， 构 建 海

管理中 的作用 ， 以 充 分发挥 各减 灾 主 体的 作用 。

陆关联工程 安全 和 防灾 减灾标 准 体 系等 更 为有

开展海 陆 关联 工程 灾 害 风 险 识 别 与 监 测 体 系 ，

效的风险 管 理 计划 和 实 施对 策 ， 在 此 基 础 上 ’

建立相 应的 数据库 、 评估 指 标 和模 型 ， 结合海 增强对各 种灾 害事故 风 险 的 控制 力 ， 完 善 应 对

洋功能 区划 、 土地利 用 规划 等 区划 规划 编制 灾
各种 灾害 问 题 的 机制 ， 减轻 灾 害造 成 的 损 失 后

害风 险 图 及 专 门 区划 。 实 施综 合风 险 调査 ， 加
果 ， 实现海 陆关联 工程 综合风 险管 理 的 战 略 目

强风 险 隐 患 排查 。 统 筹协 调 、 优 化 结构 、
整 合

标 ’ 打造一 个安 全 、 和谐 、 可持续的 海岸带 。

资源 ， 全面加 强 灾 害 应急 预案 体 系 建设 、 灾 情

信息 管理 系 统建 设 、 灾 害 应 急 指 挥 体 系 建设 、

灾害处置 队 伍 建 设 、 物 资 装 备储 备 体系 建设 、

于 良 巨 ， 侯西 勇 ， 施平 陆海关联工程及其科 学研

科技 支撑 平台 建设等 。

如 海洋科学 ’
：

张 继权 ， 刘兴朋 ， 严登 华 综合灾害风 险管理 导论

加强海 洋海岸带 灾 害 观测预报体 系建设
北 京 ：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

加强海洋 观测预报体 系 建设 ， 完 善 国家 与地 中 国 海洋 工 程 咨 询协会 《 沿海大型 工程海洋 灾害

方结合 的海洋 观测 预报 服务体 系 ， 进 一步完 善海 风险评 价 技术 导 则 （ 征求 意 见 稿 ） 》 编 制 说 明

洋观测 网络 ， 加 大海洋观测站 的改造和升级力 度 。

进一步 提升海 洋预报和 服务的精细 化水平 ， 提高 罗 沙 海 洋局局 长 ： 避免 日 本海 啸后 发生 的 灾 难在

海洋灾 害预警报产 品 的针对性 和有 效性 ， 不 断丰 我 国重演

富预警报产品 ， 拓展 海洋 灾 害预警报 信息发 布 的
°

—

范围 。 努力 实现大 范 围
、

全天候 、 全天 时
、 精细

—

’
’

女儿 沾 斯 进
、

命 由世 由 丨 丨

厂 口 昧
陈婧 ， 刘 婧 ， 王 志 强 ， 等 中 国 城市综合灾 害 风险

化 、 动 态化的海洋 海岸带灾害监测保障 。

管理现状与 对策 自 然灾害 学报 ，

启 动重 大科研专 项
—

应启 动类似三峡工程 的重 大工程 科技专 项研 李颖虹 ， 王凡 ， 王东 晓 中 国 科学院 近海海洋 观测

究和灾 害防治 专项 ，
以重大工 程事故演化基础理 研究 网络 建设 概 况与 展望 中 国 科 学院 院 刊

论研究为突破 口 ， 围 绕工程 典型 重 大事故致 灾机
—

理 、 演化过程 、 预 防控制 ， 揭 示灾害 事故发 生发 刘 春晓 我 国 将完 善海 洋灾 害 风脸 评估 机制

展规律 ； 重点 开展重 大灾害 风险 辨识与 防治 关键
（ ：

技术与装备 ， 典型事 故发生 机理 、 动 力学演 化 过
’

—

。

程研究 。 安 全避 险 、
应 急 救 援关 键技 术 与装 备 ，

张继权 ， 宪夫 多多 纳裕
一

综合 自 然 灾 害 风

建立基于现代 化 、 信 息化 、 可 视化和 智能化 技 术
管理⑴ 城市与 减灾 ， 雇

史 培军 邵 利 铎 赵 智 国 等 论 综 合 灾 害 风 险 防
的工程建设女全风险 管理 息 系统 ， 加 强工 程

麵式 ： 寻求 全球变 化影 响 的 适 应 性对策 〗 地学

全风险管理理论以 及重大 事故预测 预报 和 防治技
胃 ，

术的 研究 ； 开展典型职业 危害控制 和治理技 术 与 史培 军 ’ 杜 鹃 ， 叶涛 ， 等 加强综 合 灾 害风 险 研

装备研究 、 个人劳动 防护用 品 和 器 具研发等 ；
加 究 ， 提 高应 对灾 害风 险 能 力 ： 从 第 届 国 际综 合 灾

强行业领域安全技 术 标准建设 ， 提高海 陆关联 工 害风险 管理论坛看 我 国 的综 合减 灾 自 然 灾 害

程 的灾害 防治标准 。 学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