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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运用比较分析尤其是个案分析方法，在深入分析自然灾害的法律特性、防灾减灾法理的基础上，
对防灾减灾的法律价值、国家行为意义、灾区和灾民的特征、赈灾的法律机制、灾害状态的法律对策
、国家的减灾责任、灾区的减灾责任和《防震减灾法》修订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与
论证。
全书的理论基础是，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具有致灾性和减灾性，在自然灾害状态下，人员、财物和
社会关系本身，都具有易损性，这种易损性是人类行为致灾性的表现。
本书通过“5.12”汶川大地震危害性与破坏性具体个案的分析和研究，给予验证。
本书倡导以“超越、融合、共享”的残奥会理念，促进我国地震预测预报的“土办法”与“洋办法”
结合，从防灾减灾义务系统化上构建我国减灾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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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减灾法理编　　第一章　自然灾害的法律性质　　第一节　自然灾害的属性　　“自然灾害”概
念的提出，与人们对自然和其与自然间相互关系的认识，有密切关系。
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往往是不正确的。
那时候，人们把自然灾害看作是神的意志，是一种灾异现象，预示着国家将灭亡，社稷将遭殃。
在科学发达的今天，人们对自然和自然灾害等现象，大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许多认识是自然规律的
正确认识的表现。
尤其是，人类以积极的立法，通过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控制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规范人
们在自然灾害中的种种行为。
　　运用法律义务设置、科学技术知识手段、抗灾工程建设，以及提高人们的防灾减灾意识，来防御
自然灾害，以人类的法律规范这种制度资源，以及人类的人工之力，在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抢险救
灾、临时安置，在灾后进行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有意识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损失，是现代防灾减灾法律义务设置的主要目标。
　　一、自然灾害的自然属性　　自然灾害，又称天灾。
理论上给它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以自然变异为主因产生的，并表现为自然态的灾害；或指发生在生态
系统中的自然过程，是可导致社会系统失去稳定和平衡的非常事件，或者可能导致社会破坏和损失的
自然现象。
　　这些概念，都从灾异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灾害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即一般而言，人们对这种自然过程的后果，只能加以承受，而无法逃避。
史籍载：“尧遭洪水，人民泛溢”、“汤七年旱，民有无粮卖子者”、“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甚
而“百川沸腾，山冢猝崩，高山为岸，深谷为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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