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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然灾害风险及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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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全面地影响当今人类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也使自然灾害风险显示出新的特征:自

然灾害事件或社会灾害风险持续增多,灾害风险对人类的影响具有全球性特征,自然灾害风险的传播与转移现象显著增强。

全球化过程不仅积极地推进自然灾害管理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为应对全球化新形势,建议:提高

全球化进程中自然灾害风险特征的认识;把灾害风险管理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建立基于风险管理的灾害风险管理范

式;积极推行自然灾害风险转移;切实加强对新型灾害和突发灾害地防御;积极开展减灾防灾领域地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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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社会经济现象。近年来,在 WTO等国际经济和贸易组织

的推动下,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浪潮席卷全球,它全面地影响当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对
现代的自然灾害及其风险管理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全球化背景下,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影响的范围和深度都

在不断增大,未来自然灾害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在增加,这对人类自然灾害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全球化及其本质特征

全球化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象过程,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

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和扩大,它是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分工发

展超越民族、国家疆界,而愈来愈向全球范围扩展和延伸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历史前进的一种客观趋势。
全球化带来了一种人类生产和生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状态,它深刻地影响和改造了社会的状态和行为

方式。首先,全球化会压缩时间和空间,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时间密集、空间压缩的环境中,这一进程加快改变了

人们的时空观,引起了人们价值观的激变,人们交往的速度、强度、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这种情况使人们几乎

来不及判断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就匆匆被裹挟进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其次,全球化是一种社会经济过程,而不是

一个结果和一种制度或意识形态。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其负面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大[1]。历史上

社会进步和飞跃最终都对人类社会有利,但不可避免地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一方面,现有的全球化导致

南方国家经济与社会解体,民族工业面临严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发达国家将其发展模式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试
图消除南方国家的文化及特性。另一方面,由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发达国家的合作、财政和信贷政策

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要求,导致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南北差距日益加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

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独立发展更加困难,使得当地社会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常脆弱[2],增加自然灾害的风险。

2全球化背景下自然灾害风险的新特征

全球化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世界的能力,也加快了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

全球环境变化的速度,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3],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

统造成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全球自然灾害的发展也因此显示出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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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自然灾害事件或社会灾害风险持续增多

在全球化过程的推进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干扰和影响前所未有,全球气候环境变化更加

明显,导致局部地区和全球环境频繁出现极端的气候事件,其强度和频率在不断增加,新的灾害风险和社会发展

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些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灾害风险表现的重要特征。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意味着我们要面对

更多的各种各样风险[4]。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台风、高温热浪、浓雾、极端低温等极端的天气现象呈现出强度加强、破坏力增大

的趋势。最近35年以来,全球强台风已明显增加,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北太平洋、北大西洋出现约4500次台

风,能量增强了50%。2011年冬天的强劲寒流横扫欧亚大陆,多地出现百年一遇的极端低温现象。低温雨雪天

气引发了交通瘫痪、电力供应中断,供暖供电供气受影响,学校停课,多国进入紧急状态。全球冷热不均将成“常
态”。厄尔尼诺现象、拉尼娜现象等影响全球的极端气候事件将会不断增加[5]。

自然灾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最为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自然灾害遭受财

产损失、流离失所甚至丧失生命。据联合国网站报道,2010年全球共计发生了373起自然灾害,全球共有大小洪

灾182起,还发生了83起风暴、29起极端天气,以及23起破坏性地震,使近30万人失去生命,造成财产损失高

达1100多亿美元。由此,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瓦尔斯特伦说:“灾难预警机制再也不应当只是

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如果各国不从现在就开始行动起来,人类将为自然灾害付出更大的代价”。应对自然灾害

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除自然灾害风险的压力外,这个时代还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人为灾害的风险以及许多新的灾害事件[6]。例

如,目前许多国家面临处理化学事故、生物灾害、核事故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日益增加的威胁;高层建筑失火、
油气田大火和石油泄漏、城市大面积断电的不时出现给社会带来恐慌和灾难;通讯事故的时常发生造成个人、企
业与银行不能通讯联系,信用卡验证和付款以及支票结算等出现问题引起金融秩序混乱;信息化时代社会对计

算机和互联网的依赖,我们的安全、经济、生活方式和生存常常因为电力、通信和计算机故障而变得充满不确定

性和高风险,随着越来越多先进工业社会的关键系统迁移到互联网,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新型破坏活

动(间谍、黑客和其他的恶作剧)的影响[7]。同时,还可能面临未曾预料的,来自发生在遥远他国的灾难的威胁,
比如,俄罗斯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使周边几个欧洲国家遭受核辐射的伤害。

2.2灾害风险对人类的影响更具有全球性特征

自然灾害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孤立的,往往会在某一时间、某一地区集中出现,形成灾害链和灾害群。在新

时期,社会构成越来越复杂、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增加。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的福岛9.0级地震,由地震引发海啸和核泄漏,而核泄漏影响全球的环境安全,造
成全球部分地区大气环境放射性物质超标,日本周边地区和海域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由此,引起社会的恐慌,如
在中国和韩国一度造成疯狂抢购食盐的状况,多国拒绝进口日本被核污染的食品和蔬菜,导致日本多家企业破

产,失业人数增加。因此,现代灾害的发生具有灾害链更长,自然灾害与人为社会灾害的关联性更为密切,灾害

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和灾害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等特点[8]。
全球化加强了人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也使自然灾害能够影响灾害发生以外的地区。比如撒哈拉的干旱,

不仅瓦解了当地经济而且给邻近地区带来不利,灾民到处流动,救助范围不得不扩大,灾害影响全球化。

2.3自然灾害、社会风险的传播与转移显著增强

由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通过国际贸易、海外保险与投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互联网、通讯技术、数字

化新媒体技术等新技术途径,各种潜在的自然和社会风险可以在空间上出现跨国转移[9],在时间上的传播也显

著加快。
在 WTO框架下的推动下,不但一些重要的战略物质,诸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等能源与矿产资源在世界各

国和地区加快流动,而且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量也在大幅上升,使各种风险在空间上加快传播,影响范围明显加

大。世界上一些高风险区的形成,不仅与这些地区的自然灾害致灾因子频发有关,还与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国

际化水平有关[10]。

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对外贸易程度较高的地区,出口加工贸易

经济面临的风险明显加剧[11]。此外,国外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销形式多样的灾害保险和再保险业务,也使

灾害风险造成的影响区域明显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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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球化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高能耗的、对环境破坏严重的企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
将诱发自然灾害的风险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同时又缺乏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法律措施,导致一些不发达国家

面临更高的自然灾害风险。
在全球化进展的同时,区域化进程也在加快,世界各国和区域性的经济贸易及政府合作组织不断加强,诸如

“东盟10国”。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这些区域化组织的加快发展与加强联系,也使各种灾害风险因素在空间

的传播与扩散加强[11]。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人员交流越来越密切,导致某些疾病的传播速度在

加快,影响范围在扩大。比如: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从1983年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HIV)患者到目前全世

界艾滋病患者达4000万人,而且受感染的人群还在不断地增加。全球化的发展导致自然灾害的影响范围、影响

程度都在不同程度的扩大。

3全球化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灾害及其风险呈现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这对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机遇

与挑战。由于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交通和各种交流手段的革新,世界联系更加密切;也由于全球化的不

公平竞争、不合理的国际社会经济秩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这将对自然灾害的管理产生深

刻影响。

3.1全球化对自然灾害管理的积极意义

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大小和影响程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社会制度以及

相关的防灾减灾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情况下,科技、教育、经济发展水平越发达,综合国力越强、防御和减

轻自然灾害的能力越强,自然灾害社会易损性就越低,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小[12]。全球化过程

中,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信息资源的共享,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灾害发生、发展规

律的水平;也加快了各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这有益于各国的自然灾害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减灾防灾

能力的增强。
全球化能够推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进步,而科学技术进步是实施防灾减灾、减小自然灾害易损性的重要方

面。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防灾减灾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

然灾害的防御和灾害的恢复工作。先后发射了风云系列卫星,遥感、雷达、地理信息系统等新兴技术在防灾科技

中的应用,为国家防灾减灾体系提供了技术的支持[13]。另外,在全国建立了3万多个气象观测站,并加强了天气

气候灾害人员预报预测能力的培养。在台风、暴风雨(雪)、沙尘暴、高温热浪等气象灾害来临之前能够准确地进

行预测和预报,使人们能做好防灾减灾的应对准备。
全球化积极推动了国际防灾减灾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全球防灾减灾的经验、技术、资源的共享和自然灾害救

助模式的建立,有利于面临巨灾时的国际救援合作的开展,有助于加强各国和各地区的自然灾害管理。一些国

际减灾防灾计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防灾减灾体系的建立,提升了这些国家的减灾防灾能力。
比如“国际减灾十年”(IDNDR)、全球变化人类行动计划的综合风险防范核心科学计划(IHDP-IRG)[14]、联合国

国际减灾战略(ISDR)[14]、国际科学联合会灾害风险综合研究科学计划(IRDR)[15]。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

积极参与全球的自然灾害治理,提高了社会对灾害的防范能力和适应能力。国际扶贫基金会、国际红十字会、国
际人道主义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扶贫工作,都对增强社会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减小灾

害的易损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2全球化对自然灾害管理的消极影响

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全球化,不仅助长了人们一些过高的社会期望,而且也加剧了国家和地区间的不公平

竞争,加速推进了一些隐含灾害因素的社会进程,这对灾害风险管理是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是使灾害的易损性加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始商品,而市场的

价格要么是几十年的低价,要么持续不稳定。在欠发达国家几乎没有机会进行产品加工和形成市场,他们依靠

进口工业化国家生产的高价格商品[16]。
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比如,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1990年时只有26.4%,而到了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经上升到49.95%。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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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几乎增加了一倍。城市化造成人口趋于集中在城市和城镇,一批大城市、特大城市不断涌现,而大城市人口的

不断膨胀造成了许多城市问题,人口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城市市政建设的速度,大量市民居住在不安全的地域,尤
其是在山区和沿海地带,高层建筑的不断增多、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犯罪率的上升等,增加了灾害爆发的风险。

全球化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社会越是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脆弱,增长的社会期望可能会加剧灾害的

易损性。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自动化,然而却忽视了不利的环境影响,消费者希望在能源

供给和水供给等方面得到和以前一样绝对安全的服务。贸易和工业的激烈竞争导致了人力资源的缺乏和利润

的减少,使得对环境灾害的有效合作响应也在减少。发达国家不断提高技术,想通过更好的预警系统和更安全

的建筑体系来预防灾难。社会越来越依赖先进科技,如果科技失败,将会引起更大的潜在灾害。事实上,可信的

系统也并不确保能抵抗环境的压力和其他增强的风险因素。新建的高楼大厦、大型水坝、沿海人工岛上的建筑、
核扩散、不断扩张的交通(尤其是空运)都是引起潜在灾难的社会和技术案例。在欠发达国家,不合理的调整、改
变技术可能会导致更深远的问题。甚至低水平技术的引进,如修建一条穿山的道路也会使乘客暴露于危险之

下,因为可能会产生山体滑坡等灾害。
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不断加剧,局部战争社会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局部

地区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导致社会的极端主义组织、恐怖主义组织、国家分裂组织的存在。陷于战争和武装冲突

的地区,社会难以稳定,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活动猖獗。战争造成社会动乱,经济生产遭到破坏,失业人口不断

增加,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机制成为空谈,难民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环境不断恶化,医疗救助难以为继,社会的易

损程度陡然升高,甚至爆发人道主义危机。此时在自然灾害面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适应,生活极其困难、
社会保障难以实现,增加了社会灾害的易损性。

4应对策略

全球化是社会经济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它是一种发展过程,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全球化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促进了全球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人类科技的巨大进步。
然而,在短期内也带来了很大的风险,一些负面影响还会加剧。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4.1要清醒认识全球化进程的自然灾害与风险特征

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推进,全球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双刃效益以及对自然灾害风险影响也逐渐显露,如今人

类不仅面临日益加剧的传统地质灾害、气象水文灾害、生物灾害,而且更多面临城市信息灾害、经济恐慌、环境灾

害、交通空难、疾病蔓延、恐怖袭击等人为灾害风险,如果对当代面临的各种出现的和潜在的灾害风险缺少认识,
当各类灾害出现时就会因缺乏应对的预案而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17]。

由于全球化时代自然灾害与社会风险既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社会问题,需要

从更宽的视野上来认识它们,开展多学科、多灾害、多机构的综合研究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然灾害和风险发

展规律,寻求科学合理的风险应对技术和措施。

4.2把灾害风险管理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在快速和日益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是一个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相比的充满不确定性的高风险时代,
传统风险的衍生动态与影响路径在改变,同时新的风险又不断涌现,挑战人类应对极限。科技和社会发展带来

的潜在风险以及地球环境系统一些突发事件(地震、台风、滑坡、泥石流等),一旦发生,将远远超出目前社会的防

范能力,引起社会的高度震荡。这些事件可能危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稳定,已成为国家非传

统安全的重要威胁之一[18]。要尽快把灾害风险作为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纳入政府决

策和发展规划中,把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把减灾防灾工作上升到国家危机处理的层面,
形成日常行政管理、应急管理和极端事件的灾害风险管理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与机制。

4.3建立基于风险管理的灾害风险管理范式

全球化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充满不确定的和高风险的社会。生活在

这样的时代,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学会如何减小风险,如何在风险下生存乃是灾害管理的根本问

题[20]。
风险管理是许多国家实施灾害管理的一个基本策略[19-21]。灾害应急管理通常包括预防、备灾、响应和恢复4个

阶段。开展和加强这4方面能力的建设是当前减灾防灾,应对未来灾害风险的基本要求。要加强学习和培训,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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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管理部门的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熟悉风险判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等技术与方法[22-23]。只有加强全

社会的综合灾害风险的防范能力建设,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才可能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

4.4要高度重视灾害风险的转移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通过贸易、金融和科技手段,各种自然和社会风险在不同国家间的输入输出的空间转移

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表明,对于灾害风险的管理,已不是传统的灾害应急管理问题,它已经演化成与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经济科学以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密切相关的综合性的新问题。对此,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认真

开展风险转移问题的评估和分析工作,制定出相应的对策。
一方面,要预防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有害于中国生态环境的一些项目或产品转移进中国

境内,人为地制造一些潜在的灾害风险。为防范于未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进入中国的海外产品和投资项目

的审查,应该开展项目的灾害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将那些对生态环境和安全带来威胁的项目挡在境外。
另一方面,也可利用风险转移的形式,如保险转移方式、再保险转移方式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转移的方

式将可能面临的风险转移到其他主体,分担和减少灾害风险压力。在进行国际投资时,也应对投资的海外地区

的自然地理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对投资对象有全面的风险评估,对于不同的自然灾害风险,制定不同的风险转移

策略,以确保海外投资的安全。

4.5切实加强对新型灾害和突发灾害的防御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气候变暖在加剧,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然

灾害相对高发和新的灾害风险不断出现的时期。近年来,一些灾害的突发性也大大增强,灾害的强度也大大增

强,超过了经验估计水平,50年一遇,甚至100年一遇灾害事件也时常发生,这些灾害和风险影响生命安全、人体

健康以及交通、电力、通讯、金融等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全稳定。要把握全球化过程对灾害风险带来的新特点和新

趋势,研究它们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的影响,要及时发现和研究新型灾害风险发生发展和影响规律,要提高防

御水平和标准,增强灾害的防御能力,抓好从监测预报、预警防御、抗灾救灾等各个环节的建设。

4.6积极开展减灾防灾领域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发展对自然灾害的影响,给社会的自然灾害管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

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全球经济系统,免受全球性的困扰而独善其身,特别是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巨灾来袭。
全球化背景下,自然灾害不再是单一国家、单一部门、单一区域性的灾害问题,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

的问题。全球性的灾害问题,需要国际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需要建立全球性的灾害应急管理体制。自然灾害的

全球治理也将会成为未来灾害管理的一种趋势[24]。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际联合防灾减灾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

一种必然的趋势。全球化要求防灾减灾组织形成社会化、组织化、全民参与性的更为广泛的防灾减灾体系,去应

对复杂多变的各种灾害。因此,我们应该主动加强国际减灾防灾领域的合作,从政府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学术

团体各个层面全面介入国际减灾防灾事务,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不断提升减灾防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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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DisasterRiskandStrategy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

GUOYue
(School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Sincethenewcentury,thetideofglobalizationhasswepttheworld,influencedcontemporaryhumansocio-economicas-
pectsinacomprehensivemanner,andalsoaffectedthepictureofnaturaldisasterrisk,whichacquirednewcharacteristicsorincreas-
ingcontinuingincidenceofnaturaldisastersrisk,globalizationofdisasterrisktohumanimpact,significantenhancementofdissemi-
nationandtransferofnaturaldisasterrisk.Globalizationnotonlyactivelypromotesthedevelopmentandprogressofnaturaldisaster
management,butitalsohassomenegativeimpactonnaturaldisasterriskmanagement.Inresponsetothenewsituationofglobal-
ization,werecommendtoraisetheawarenessofnaturaldisasterriskcharacteristicsundertheglobalizationprocess;heightrisesto
nationaldisasterriskmanagementsecuritystrategy,establishingdisasterriskmanagementbasedonriskmanagementparadigm;ac-
tivelypromotenaturaldisasterrisktransfer;strengthenthedefenseagainstnewtypesofdisastersandsudden-onsetdisasters;active
i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disasterareas.
Keywords:globalization;naturaldisasterriskcharacteristics;naturaldisastermanagement;countermeasures

(责任编辑 陈 琴)

131Vol.31No.5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http://www.cqnuj.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