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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原园、塞耶斯、沈福新编写的《现代洪水风险管理》通过对国内外洪水风险管理发展历程的分析回
顾，系统总结了洪水风险管理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和经验，针对当今社会面l临的防洪减灾问题和挑战
，深入分析了洪水风险管理的时代特征，研究探讨了现代洪水风险管理思路、途径以及管理框架，并
针对洪水风险及其不确定性，系统论述了适应性洪水风险管理的方法体系，在风险应对、空间规划制
定、风险应急管理机制建立、洪水风险图编制、突发洪水风险应对以及洪水保险制度等多个方面提出
了原则和技术思路。

《现代洪水风险管理》是一本学术性、系统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专著，可供城乡规划、水利规划设计
、科研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管理等有关技术、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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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确定规划程序及相关要求。
国家政策要明确规划程序，并指出在此程序中每一级政府需要满足的要求。
同时，还应明确国家政府在履行决策程序时所需要的信息。
　　（4）决策标准和重点。
除非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否则拥有的资源无法同时满足所有既定或需要的活动。
国家政策必须确定出不同行业和区域可接受的风险程度，并明确国家减灾资金的分配重点。
　　（5）保险。
如果国家有洪水保险的话，国家政策应该确定出中央政府在所有洪水保险活动中的职责范围（见第14
章）。
在采用洪水保险的地方，国家政策需要确定出一些关键要素，如成本回收、政府补贴、私人部门的作
用以及下一级政府部门的作用等。
　　（6）财政责任。
确定洪水风险管理财政责任范围时，需要密切结合国家规划和预算活动。
在国家政策和指导文件中，应该指出下级政府部门在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方面可以获得的财政支持
比例，同时，包括财政支持划拨的时间。
　　为保证负责实施的人理解政策的意义，政策制定的程序应该是协作的、透明的、以科学为基础的
。
这需要确定出存在显著风险的区域，以及未来导致风险改变的主要因素。
收集到的信息越多，用于决策的证据便越完善。
但是，在确定资源分配的重点之前，必须要认识和了解资源分配范畴内的风险，以及洪水管理的职责
——通常针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
国家政策的某些要素可能会保持不变，但随着新信息的出现，如人口和自然环境发生改变时，其他要
素可能会随之改变。
　　4.4.2流域规划和战略的制定　　根据国家部门的政策和指导文件，流域机构、省或州政府和单列
市承担起制定洪水风险管理战略和实施方案的重要任务。
流域战略和规划应关注以下内容：　　（1）了解已有的行动和正在进行的规划程序。
纵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划程序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一些活动刚刚开始；而另一些活动将
要结束。
规划制定者包括一系列的机构和个人，既有政府机构，也有非政府机构。
这一从下至上的方法对流域规划的制定有重要作用，而是否考虑这些已有的活动会决定规划的成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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