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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汶川地震是近年来中国经历过最为严重的“巨灾”。
这次巨灾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也直接检验了中国社会应对巨灾的能力，为应对巨灾
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通过总结和分析这些经验和教训，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应对巨灾的能力，也能够为人类应
对巨灾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

汶川地震影响区域广，大量灾区属于乡村。
乡村地区的抗震救灾在整个抗震救灾工作中占很大比重。
作者曾深入汶川地震灾区的十几个县、上百个乡镇进行调研，发现乡镇基层干部的“领导力”在抗震
救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后，组织了对四川主要灾区绵阳市9个县(区
、市)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的深入访谈，并最终完成了238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访谈。
基于这些资料，《巨灾下的乡村领导力》对乡村地区应对巨灾的领导力进行了探讨。

研究发现，巨灾与一般性突发事件在规模、破坏性、持续性以及次生、衍生灾害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
差异。
这就决定了在巨灾情境下，原有应对一般性突发事件的许多基本假设都不存在了。
这是巨灾挑战性的根本来源，并且由于乡村人口空心化和乡镇制度架构的约束，巨灾挑战对于乡村尤
为突出。
这种情况下，汶川地震的经验表明乡村地区的软性应急能力比物质方面的应急能力在应对巨灾时能够
发挥更为关键和重要的作用。
乡村基层领导力就是这些软性应急能力的最突出代表。

访谈资料反映出许多灾区乡镇干部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了
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动员和利用了乡村中已有的本土资源和知识，弥补和超越了物质方面应急能
力的不足和局限，克服了各种不利的条件和因素，有力地应对了巨灾的冲击和破坏，最大限度地减小
了巨灾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研究发现，乡村基层应对巨灾领导力可归结为四个维度。

 (1)感知力。

乡村领导者在巨灾发生后各类信息混乱不清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意识到所面临的局面，包括巨灾的危
害性、威胁性以及乡镇应对灾害的基础条件等的能力。

 (2)动员力。

乡村领导者在巨灾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和破坏的情况下，基于乡村本地动员应对巨灾所需要的各类资
源和知识的能力。

 (3)执行力。

乡村领导者在巨灾严重冲击社会秩序、造成社会组织程度陷入低点的情况下，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应对
工作，执行处置计划或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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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决策力。

 乡村领导者在巨灾发生后不断出现的非常规决策情景中有效决策的能力。

以上四个维度都极大地体现在领导者个人的能力方面，并且四个维度间存在互相支持、紧密联系的互
动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应对巨灾领导力结构。

对于乡村地区而言，从客观约束条件和实际效果看，采用加强建设物质方面应急能力的策略存在很大
的不足，在效果和效率上都不可行，而采用以加强乡村领导力为核心的建设软性应急能力的策略，具
有更好的效果，在经济上也更为可行和有效率。
把乡村领导力建设作为应对乡村巨灾威胁的应急准备措施，是更为有效和理性的选择。

应对巨灾乡村领导力建设的任务可以分解为两个环节。
一是选拔环节，尽量选拔那些更具有应对巨灾领导力或者更具应对巨灾领导力潜质的干部到乡镇领导
岗位工作。
二是培养环节，通过各种方式的培养，可以有效提高在任乡镇领导应对巨灾的领导力。

应对巨灾乡村领导力的探讨，更揭示出巨灾与中国目前应急管理制度间的不协调。
以“一案三制”为中心的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无法充分有效地解决应对巨灾的问题，而以领导力为代表
的社会抗逆力建设才是更为有效和基础性的迎接巨灾挑战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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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汶川地震造成了极为惨重的生命损失。
截至2008年10月，地震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
除人员死亡外，地震还造成大量人员受伤和被埋。
截至2008年7月15日，仅四川省医疗卫生机构共收治灾区伤病员1336621人，其中累计住院治疗90066人
，共向20个省转运伤员9034人。
截至2008年7月15日，四川灾区从废墟中共救出83988人。
除了生命的损失和肢体的伤痛外，由于汶川地震巨大的死伤数量，加之地震发生在下午，学校和医院
等公共场所死亡人口多而集中，包括大量未成年人，对于灾区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
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灾区群众，包括那些伤残者和失去亲人者，会逐渐从恐惧、哀伤等心理
阴影中走出来，但必然有相当数量的灾难幸存者会陷入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中，需要社会和政府予以
额外而长期的关注和帮助。
汶川地震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地震影响范围非常大，造成破坏类型多样，对经济损失的评估难度很大。
根据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发布信息，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在综合了各个受灾地区地方政府调
查上报汇总情况、大量灾损评估组实地调查情况和不同遥感资料，最终评估汶川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8451亿元人民币。
其中四川省最严重，占到总损失的91.3 %，甘肃省占总损失的5.8 %，陕西省占总损失的2.9 %。
在直接财产损失中，房屋的损失最大，民房和城市居民住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7.4 %。
包括学校、医院和其他非住宅用房的损失占总损失的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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