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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ldquo;中央大学&rdquo;共同发起&ldquo;两岸三地人文社会
科学论坛&rdquo;，由三校轮流主办，每年一次。
2009年，第四届论坛又轮到南京大学主办。
经三方共同商定，第四届论坛的主题定为&ldquo;灾害与公共管理&rdquo;，南京大学将承办本次论坛
的重任交给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政府管理学院、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研究中心共同承担。
 灾害是一个古老的话?。
千百年来，人类面临各种灾害的侵袭，对灾害的抗争和思考也从未停止过。
在西方，早在基督教《旧约全书》中就有&ldquo;诺亚方舟&rdquo;的传说；在中国，华夏的文明史几
乎从&ldquo;大禹治水&rdquo;开始。
在同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人类对灾害的认识愈来愈全，灾害不仅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为的，甚至还
有社会正常运行的受阻；关注灾害研究的学科愈来愈多，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科、人文和社
会科学界的学者们纷纷加入其中；防灾减灾的能力也愈来愈强，由救灾、防灾减灾、综合减灾等几个
阶段，正迈向应急管理阶段，各国政府(国家)、企业(市场)、民间组织(社会)各界都高度关注救灾、减
灾、防灾，并在救灾、减灾、防灾的过程中愈来愈形成合力，相互援助，众志成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校决定利用各自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探讨&ldquo;
灾害与公共管理&rdquo;。
 在三校领导、相关院系与部门以及参与论坛的各位教授学人的精心组织和共同努力下，本届论坛
于2009年11月7&mdash;9日在南京举行。
论坛特邀嘉宾、国际著名灾害研究专家、美国匹兹堡大学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middot;康福特教
授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研究员?别为论坛提供了题为《灾害恢复的动力机
制&mdash;&mdash;地震应急系统的恢复力与&ldquo;熵&rdquo;》和《有效应对灾害，创新公共管理》
的主题学术演讲。
论坛分为七个分论坛，与会者分别交流研讨了&ldquo;政府灾害管理制度研究&rdquo;&ldquo;灾害应对
的社会支持与社会动员&hellip;&lsquo;灾后重建与恢复&rdquo;&ldquo;灾害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变
迁&rdquo;&ldquo;灾害的文化、社会与网络传播&rdquo;&ldquo;建筑与空间技术在灾害管理中的应
用&rdquo;以及&ldquo;灾害风险的预警与管理&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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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增强政策的民众参与，尤其要尊重网络民意在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合法地位
。
目前民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渠道相对较少，因而网络民意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才凸显重要。
如果说“孙志刚事件”所推动的收容遣送制度改革是网络力量在政策制定中的初步体现，那么时至今
日，网络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
2008年6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和在线网友进行交流，成为互联网进入我国
政治决策领域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网民作为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参与群体的地位得到肯定。
截至2007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达2.1 亿，超过美国居全球首位，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已是16.2 小时
，认为“互联网对工作／学习有很大帮助”的网民占93.1 ％，认为“互联网丰富了网民的娱乐生活”
的比例高达94.2 ％，网民对互联网的正面作用评价很高，互联网已在网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吉登斯在谈到风险社会的出路时，提出了与“解放政治”相对应的“生活政治”概念，认为“解放政
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相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
，因此失去了对选民的吸引力，而“生活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它要解决的是集体人面
临的挑战。
第三，重新看待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以最多的利益相关群体可接受的政策为好政策。
近些年，我们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仍然十分依赖于专家话语和科技理性，不顾民众对风险的
可接受性而强制推行，引发社会不满，其中典型的表现便是各地屡禁不止的“强制拆迁”。
对于推行“强制拆迁”的地方政府而言，他们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仍然停留在“成本一收益”的比较
，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强制拆迁”政策所带来的风险——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由于专家话语不合时宜的泛滥，也导致专家的信用贬值，专家被戏谑为“砖家”。
就风险的可接受性而言，在我国当前的众多社会风险中，“社会不公”是最不可接受的。
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91％的人关注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比例居所有供选问题之首
；多数人认为和认同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过大，认为当前收入差距拉大“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
以接受”的人只占18.7 ％，而其余809／6的人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相当多的人认为贫富差距拉大
的原因不合理、不公平，约709／6的人将其归咎于权力腐败；相当多的人对富人的看法比较消极或否
定；大多数人认为政府有责任减少贫富差距，75％的民众希望政府采取行动降低收入差距。
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任何公共政策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社会不公，它足以抵消实行该政策的任何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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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害与公共管理·第四届两岸三地人文社科论坛论文集》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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