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大法律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大法律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0648

10位ISBN编号：750369064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高晋康 等 著

页数：3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重大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历史已经定格了汶川大地震的伤痛，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但是，灾难中的悲痛与激情总是会在时间的洗涤中淡漠，唯其嵌人社会、民族与国家灵魂中的行动会
凝聚成厚重的历史。
在这种意义上，历史的价值不仅在于纪念，而且在于历史中的行动及其规则的沉淀。
因此，我们在痛定之际，仍需反思大地震中的行动与大地震后的法律。
　　汶川“5·12”大地震后，随着各项救灾措施的施行，尤其是抗震救灾重心向灾后重建工作的转移
，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交织激荡，常态下制定的法律出现了一些不适，很多棘手的问题难以“依
法解决”。
因此，完善法律规范以支持灾后重建，使常态法律与特殊时期法律相衔接成为抗震救灾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
　　面对现实存在的一系列重大而又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我们紧急组织法学院同仁，以及来自法院
、律师事务所、银行等部门的人员，通过组织研讨和写作的方式开展了另一种形式的“抗震救灾”。
我们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出发，着眼于为抗震救灾寻求理论对策，拟定提纲对地震引发的重大法律
问题展开研究。
　　本书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探讨灾后恢复重建涉及的重大宪法行政法问题、重大民法问
题、重大经济法问题、重大社会法问题、法律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灾后恢复重建的外国法律借鉴。
具体而言，涵盖了如何构建我国的灾害救助体系、灾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财产损失的承担、标的
物风险转移时间的界定、金融债务的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承担等问题。
此外，在研究国内的灾后重建法律问题时，作者高度关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实践，重点对美国、德国
和日本等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作了介绍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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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灾后恢复重建重大宪法行政法问题研究　　第一章　灾害救助法律体系研究——以四川
汶川地震　　灾后重建为中心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季风影响十分强烈，东临太平洋，东南沿海受台风影响较大，地质构造活跃，
地形条件复杂，山地和高原约占国土面积的69％。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的自然灾害种类多、频度高、区域性强、季节性强、灾害损失严重的特点。
从夏朝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有一部与政府相关的灾荒史，所以，救灾成了一部历史。
这不是一个灾荒的自然史，而是灾荒的政治史。
　　当发生巨大灾害时，作为个体的个人或组织自我恢复能力往往极弱，需要国家（或政府）和社会
的救助。
一般地说，灾害救助包括政府救助、社会救助、个体自助三层救助，但政府救助是最重要和必要的。
这主要是由于在现代法治国家，救助灾民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项义务：首先，国民对国家有
尽忠的义务、有纳税的义务，反过来国家在国民遇到灾难的时候便有救助义务，国家不能逃避或回避
这个责任；其次，在防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和破坏时，个别灾害救助者（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等）无
力承担灾害救助的责任，更无法承受救助失败所引致的风险。
相反，政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却能组织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救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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