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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2年，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行为科学研究院承担了国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第一次国家自然
灾害评估”，这一重要研究由地理学家吉尔伯特·F.怀特（Gilbert F. White）主持，从社会学的角度评
价灾害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最近20年美国减灾的进展，并提出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和未来减灾的建
设性方向。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无论是联邦机构还是学术界，还只有少数人认识到社会应该具有保障
功能，即社会遭遇灾害时的应急功能和灾后恢复功能。
1992年夏，来自美国各地的60多位灾害和风险研究专家聚集科罗拉州多埃斯特帕克市（Estes. Park
，Colorado），在全面反省20年来美国自然灾害状况后，得出结论：灾害社会学研究应该继续发展。
　　1994年10月，博尔德市的科罗拉多大学再次集合了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他们组成了
“第二次国家自然灾害评估”项目工作组。
与此同时，联邦相关的决策机构如白宫自然灾害与风险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s 0n Natural Hazards
and Risk. Analysis in the White House）、联邦应急管理局（FEMA）的决策层也注意到了灾害与社会之
间的关联。
1972年以来有关自然灾害评估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均被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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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我国连续遭受了两场严重的自然灾害。
一是年初发生在南方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二是发生在四川的“5&#8226;12”汶川特大地震。
救灾需要的是速度，灾后重建需要的是理性。
今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规避自然灾害，但尊重自然的发展理念和方式，能勉励在我们一旦遭遇自然灾
害时，实现最佳的减灾效果。
《人为的灾害》不局限于1972年以后20年间灾害问题研究的归纳，而是基于美国自然灾害与不当的工
程行为之间相关关系的多学科研究，阐述今后灾害研究的方向和应有的政策取向。
    本书引导你关心灾害的实质问题，书中随处闪烁思索的光芒。
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即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本书是1994年10月组成的美国“第二次国家自然灾害评价”项目组的研究成果。
它主要引导我们关心灾害的实质问题，书中随处闪烁思索的光芒。
它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政府官员和专家，即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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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波尔特市从幼儿园的儿童开始推行强制性的第12级减灾教育项目。
使这里每一位儿童知道什么是洪泛区、生态环境、洪水灾害、洪水预报，懂得保护警报设施等。
成年人减灾教育则是新观念灌输，通过交互式的教育方式开展。
在政府的赞助下，媒体和宣传手册不断发放到市民中。
在社区、地方团体组织下，很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其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更乐于接受以城市生态博物馆的方式了解灾害和环境，这种博物馆侧重区域的社会、
经济与自然系统，以及大洪水产生和灾害的相互关系这些知识的普及。
博物馆工作主要由志愿者承担，其中有训练有素的大学学生、老年市民，以及来自大学和当地联邦科
研机构的一些科学家。
生态博物馆不仅吸引了当地居民，也有许多旅游者慕名而来，由于它的成功而成为其他城市建立区域
生态博物馆的范例。
　　在波尔特市的洪水和水灾公众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只要人类有比较理智的行为，
洪泛平原其实是理想的生活环境，洪水也有很多造福人类的优点，例如洪水泛滥带来了养分丰富肥沃
的泥沙，泥沙的沉淀改善了平原的土壤，洪水以后往往庄园丰产。
洪水沉淀的泥沙可以直接用作表土。
有水塘的地方，洪水经过以后鱼类增加了，人们因此而对垂钓的兴趣大增。
　　对社区公众关于水和生态环境的教育并不仅限于洪水泛滥和水灾。
洪水灾害使人们的注意力通常会自然转向另外一些公共政策以外的东西。
例如波尔特市人了解洪水产生的过程，同时知道了他们居住在科罗拉多平原的边缘上，还是一块缺水
的干旱的地方，注意到了在夏季城市经常面临缺水。
年复一年居民们听到更多有关水权纠纷的故事。
波尔特市供水的费用日益增长。
为了尽量降低用水而不影响当地的生活质量，波尔特市开始废弃一些耗水的装饰性工程，不再在晴天
的中午用喷灌去灌溉草地，或向道路洒水，而是在美丽的花园里，岩石间种上抗旱的本土植物、花卉
，如仙人掌之类的植物。
由于各种宣传和教育，市民们主动放弃了耗水的草坪，建起了种植大方实用和耐旱植物的庭园、平台
花园。
无用的岩石或堆或砌或铺，然后种植上耐旱植物，成为这里社区公园和家庭园地的一大特点。
　　另外一个全新的减灾教育是科罗拉多大学设置的减灾专业。
这一跨学科的专业将培养减灾的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学生来自工程、物理、体育和社会科学等领域，
他们实际是从事政策研究和管理的专业人才，他们汇集到一起，进行减灾的专门培训和再教育，并且
共同探讨有关自然灾害的广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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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为的灾害》是第二次国家自然灾害评估报告研究成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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