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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 且灾害区域分异特征明显! 然而应急救援基地布局与建设仍存在着救援力量部署

缺乏针对性( 基地运行机制不完善( 跨区域协同救援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针对自然灾害进行综合区划! 建设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 对救援力量进行针对性部署! 是优化我国突发事件区域应急联合救援体系的有效途径) 在分

析我国自然灾害区域分布特征的基础上! 对我国进行区域划分! 提出遵循依托现有的原则! 在各区域内设立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 同时对救援网络构建( 中心建设与运行机制进行思考& 将我国划分为九大区域! 依托国家陆

地搜寻救护基地! 由政府牵头( 大中型企业投资入驻! 建设九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建立以消防为主! 其他救

援力量为辅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等观点认识)

关键词! 自然灾害' 区域' 应急救援中心' 布局设计' 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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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 健全的应
急救援体系! 可以缩短灾害发生时的应急救援时
间! 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 而应急救援基地建设
是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
于 $%<V 年 <% 月 <% 日!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中! 提出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 关
于根据灾害的差异性对我国进行自然灾害的综合
区划! 布局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研究! 现今
学者已展开相关的研究! 如夏一雪"<# 认为! 以现
有八大国家陆地搜寻救护基地为依托! 建立区域
应急救援中心! 作为区域联动的实体管理机构!

发展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徐慧"$# 认为! 以
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 构建区域应急管理联动
机制! 可以提高应急管理效率! 提升灾害应对能
力和水平) 高萍""# 认为! 实施科学合理的突发自
然灾害应急管理区划! 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工
作! 同时! 将我国突发性自然灾害分为宏观( 中
观和微观三个区域层面) 滕五晓等"&# 认为! 通过
建立集权式的应急救援模式! 实现区域应急救援
与指挥一体化) 周静"## 认为! 依托现有企业资源
进行合理布局! 建设应急救援基地! 采取企业投
资( 政府补助( 有偿服务的资金保障机制) 弓顺
芳"S#提出! 建设以消防队为主体! 发挥领导作用
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其他救援力量为辅的应急
救援联动机制)

可见! 现今我国应急救援基地的布局与建设
存在一定程度缺陷! 如救援队伍缺少应对大规模!

高难度突发自然灾害的跨区域作战经验' 救援力
量部署分散! 缺乏针对性! 灾害发生时不利于调
配' 存在应急救援队伍重建现象! 未构建起健全
的应急救援指挥体系' 应急救援物资的生产储备(

配置和应急分配制度不完善' 自然灾害一旦跨行
政区发生! 会出现不同行政区业务交叉! 易造成
应急信息沟通不畅( 应对突发事件时*各自为战+(

*彼此分割+的现象) 由于我国自然灾害具有广泛
性( 区域性和相互关联性特征! 本研究依据自然
灾害类型的区域差异性! 带来的区域应急救援需
求差异性原则! 系统探索我国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布局设计问题! 希冀该研究能够有助于解决我国
应急救援由于*区域分工+( *部门分工+明显而造
成的应急救援协调联动性差! 跨区域应急难! 救
援资源分散割据! 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

<!灾害区域差异性及其总体特征基础
分析

<9<!自然灾害区划必要性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 其救援任务往往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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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自身的应急救援能力! 单独的行政区域
难以有效地应对! 或由于灾害本身跨越多个行政
区域! 需要区域内政府联合应对! 自然灾害区划
有助于区域防灾减灾工作的有效实施! 从根本上
提高区域应急救援能力) 因此本文从自然灾害差
异性出发! 进行区域的综合划分)

<9$!灾害差异总体特征分析
本文同时依据中国种植业信息网自然灾害数

据库( 国家减灾网( 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信息对
灾害差异性进行分析) 由于缺少历年来港( 澳(

台地区自然灾害相关的统计数据! 本文选取中国
大陆 "<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作为数据统计分析
和区域划分的研究对象! 拟以 $%%<>$%<V 年中国洪
涝( 旱灾( 低温( 台风( 风雹五种主要灾害年平
均受灾面积的省域分布数据为研究基础! 以此来
刻画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 由于我国各行政区域

的面积差异较大( 仅以各行政区域年平均受灾面
积为依据! 对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描述!

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 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自然
灾害差异性! 因此本文利用年平均受灾面积占行
政区域面积百分比来表示其受灾害影响程度! 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行政区域灾害强度! 进而对我
国进行自然灾害的综合区划$表 <%)

由表 < 可知& 中国受旱灾影响程度的表现最为
严重! 洪涝次之! 低温风雹( 台风的影响程度依
次减弱! 其中旱灾和洪涝年平均受灾面积所占行
政区域面积比例之和约为 $&9\%<_! 超过五种灾
害年平均受灾面积所占行政区域面积比例总和的
#%_) 各省域各灾种之间! 其空间分布规律极其明
显! 区域受灾面积总体表现出东部大于西部! 北
部大于南部的格局! 且由北向南! 由东向西呈现出

表 <!我国主要自然灾害灾害差异性统计分析表

区域
面积

T万 `R

$

人口
T万人

县数 总和T_

年平均受灾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T_

洪涝 旱灾 风雹 低温 台风

全国 =S#9= <"=%%V <S"S V9$#$ <S9&&= "9&SV "9#<V <9\$& ""9&<<

北京 <9SV $<\< $ %9%%V %9%$# %9%<S %9%S# T %9<<&

天津 <9<" <##\ % %9%%= %9%"V %9%<V %9%%$ %9%%& %9%\%

河北 <V9\\ \#$% <%< %9$%# %9=&& %9"VV %9<$# %9%%$ <9SS&

山西 <#9S" "\%$ V# %9<&% %9V#" %9<$$ %9<"V T <9$#"

内蒙古 <<V9" $#$= <\ %9$S= <9\#% %9$#& %9<=< T $9&S"

辽宁 <&9#= &"S= $# %9<&$ %9V"< %9%#$ %9%&% %9%"# <9<%%

吉林 <V9\& $\<\ <= %9<<S %9=&S %9<<# %9%&< %9%<# <9$""

黑龙江 &#9&V "\V= S" %9S<& <9VV# %9"%# %9<\% %9%\S "9%#%

上海 %9S" $&<V < %9%%S T %9%%$ %9%%< %9%<% %9%<=

江苏 <%9$S V%$= $# %9"\& %9$&# %9<%S %9%S& %9<<# %9=%&

浙江 <%9$ #S#\ "" %9<$< %9<%$ %9%<" %9%S= %9$#V %9#S"

安徽 <"9=\ S$## #& %9S\= %9&\S %9<%% %9<S# %9%\& <9&=&

福建 <$9<" "=<< && %9<%" %9<%# %9%<< %9%#$ %9<"S %9&%S

江西 <S9\ &S$$ \% %9&S% %9$V\ %9%V< %9<S= %9%#$ <9%&=

山东 <#9"V <%%%S S% %9&=# %9V"$ %9$"V %9<S% %9%SS <9\=<

河南 <S9\ =##= V# %9#%$ %9\#$ %9$SV %9<&& %9%%$ <9SSV

湖北 <V9#S #=%$ &% %9VV< %9\%= %9<"& %9"&S %9%<< $9%V<

湖南 $<9<V SVS% \% %9\V" %9#V" %9<<< %9"#$ %9%## <9VV"

广东 <V <<<S= "= %9<\& %9<== %9%<< %9%V\ %9"V\ %9V#V

广西 $"9S &VV# S& %9"&% %9"=& %9%$\ %9<%< %9$#V <9<$%

海南 "9& =$S <% %9%"< %9%## %9%%< %9%%V %9<#$ %9$&S

重庆 V9$" "%\# $< %9$\& %9"<$ %9%&# %9%&# %9%#\ %9\"&

四川 &V9<& V"%$ <$& %9#=\ %9\&\ %9<<& %9<$\ T <9#V&

贵州 <\9S "#V% S" %9$%& %9&&% %9<%" %9<&\ %9%S< %9=#S

云南 "V9"" &V%< =V %9$<V %9\=& %9<&V %9<V< %9%<\ <9"#=

西藏 <$$9V ""\ S& %9%%= %9%<% %9%%# %9%%" T %9%$\

陕西 $%9#S "V"# V% %9$$& %9S<S %9<&& %9<<V T <9<%"

甘肃 &#9&& $S$S S& %9<"" %9V"S %9<#" %9$<# T <9""\

青海 \$9$" #=V "& %9%<& %9%=& %9%"S %9%$& T %9<SV

宁夏 S9S& SV$ << %9%$# %9$$< %9%&& %9%&\ T %9""V

新疆 <SS $&&# SV %9%=% %9""= %9$=% %9<S= T %9V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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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种逐渐复杂( 多种灾害齐发的趋势) 位于我国
北部边界地段的内蒙古( 黑龙江! 我国中部地区
的河南( 湖北( 山东( 河北( 湖南以及四川等地!

综合受灾面积百分比皆大于 <9#_! 是我国受自然
灾害影响程度较大的行政区域! 同时灾种都较为
复杂) 黑龙江( 内蒙古受灾面积由洪涝( 旱灾(

低温( 风雹灾害共同造成' 湖南( 湖北两省受暴
雨洪水( 旱灾( 低温冻害等灾害的影响相对更多'

河南( 河北( 山东则主要受干旱灾害与洪涝灾害
影响! 风雹与低温灾害次之' 四川受暴雨( 洪涝
灾害影响较大) 此外! 由于其地质特征! 四川地
震灾害和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北京( 上海( 天津(

青海( 西藏五个行政区域平均受灾面积所占百分
比低于 %9$_! 说明其受灾害影响程度较小! 但各
灾种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布特征' 天津( 北京两
市频发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 洪水( 冰雹' 青海(

西藏两省份的受灾面积主要是由干旱( 低温( 洪
水( 风雹共同造成的! 上海则以台风( 洪涝灾害
为主)

$!自然灾害区域救援中心划分规模与
功能

!!在上述对于灾害差异性的数据分析基础上!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

! 提出自然灾害区划的观
点思想& 即以区域灾害差异性为主要划分依据!

兼顾行政区域! 将全国划分为 = 个宏观区域! 在每
个区域内! 依托现有国家级陆地搜寻救护基地和
省消防总队! 分别建立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实现
应急救援力量的合理部署)

$9<!自然灾害区域救援中心划分规模
$<%区!

本区位于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其中包含江
苏( 上海( 浙江( 安徽四个行政区域! 该区人口
较为集中且经济水平发达! 灾害发生时易形成较
严重的损失) 由于受海洋季风影响强烈! 台风登
陆大都在本区! 台风到来时带来的暴雨( 洪涝(

大风等灾害易给该区造成极大影响! 同时本区地
处东南沿海地震带和环太平洋地震带! 其中广东(

福建受地震灾害的影响较大)

$$%区"

该地区位于南部沿海地段! 由广东( 福建(

广西和海南组成! 灾害类型与区 < 类似! 但由于区
域划分需考虑跨区域应急救援便捷性! 因此将该
四省划为一区域)

$"%区#

本区由黑龙江( 辽宁( 吉林东北三省以及内
蒙古组成! 灾种较为复杂! 由于东北地区经济以
工业( 农业发展为主! 洪涝等灾害对该地区经济
损失影响较大! 干旱( 低温( 风雹以及森林病虫
害( 森林火灾对农作物影响严重) 同时黑龙江东
南部地处环太平洋东北地震带! 是地震灾害发生

的主要地区! 泥石流( 滑坡等地质灾害也属于该
地区的局部灾害)

$&%区$

近年来! 随着京津翼一体化的迅速发展! 三
地间政治( 文化( 经济联系愈加紧密! $%<& 年 V

月! 北京( 天津( 河北三方签订了,京津翼应急管
理工作合作协议-! 因此! 三地应划分到一个区
域) 该地区灾害形势较为复杂! 其中河北省的灾
害损失是由洪水( 干旱( 冰雹和低温灾害造成的!

北京( 天津两市受灾害影响程度较小! 北京作为
中国首都! 承担着我国的经济( 政治中心的角色!

应加强救援力量部署) 此外该区域位于燕山地震
带和河北平原地震带上方! 地震灾害较为频发!

人口伤亡! 经济损失严重)

$#%区%

本区为河南( 山东两省! 是我国农业大省!

且自然灾害分布特征较为相似! 受干旱( 洪水和
冰雹的影响极大! 该区东临渤海( 黄海! 包括了
淮河( 黄河等河流中下游和河口地区! 是我国受
洪涝影响最大的区域)

$S%区&

本区包含湖南( 湖北( 江西三省! 位于我国
东部平原以南的中国中部地区! 对本区影响较大
的自然灾害中! 洪涝的影响最为严重! 干旱次之)

该区地处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农业发达的同时!

水量丰富易造成洪水泛滥! 对农业! 交通影响较
大! 台风登陆沿岸省市到达内陆! 使其受到台风
暴雨的影响较为严重) 此外病虫害也较为普遍!

地震和地质灾害也有局域性分布)

$\%区'

该区位于黄土高原中部! 黄河中游! 由甘肃(

山西( 陕西( 宁夏四个行政区域组成! 本区的南
部和中部是中国中部重要的农业区! 主要灾害为
干旱( 冰雹和低温! 对农业影响较大) 同时有一
定的地震灾害( 滑坡( 泥石流! 此外! 由于暴雨
的影响! 黄土高原存在着严重的水土流失)

$V%区(

本区域位于我国西南地区! 由四川( 云南(

重庆( 贵州四个行政区域组成! 该区各行政区域
自然灾害特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主要自然灾害
有洪涝( 干旱( 地质灾害( 地震等) 四川地区灾
害相比其它地区! 种类更为繁多& 地震及地质灾
害频发! 其中以地震( 泥石流( 滑坡( 崩塌等灾
害为主) 且该省大部分区域夏季常有较大规模暴
雨洪涝灾害! 受洪涝灾害的影响程度最大)

$=%区)

本区由西藏( 新疆( 青海三个行政区域组成!

据中国统计年鉴近十年地震相关数据统计得! 四
川( 云南( 西藏和新疆是中国大陆地震最频繁的
省份! 其中新疆( 西藏地区地域宽广但人口较为
稀少! 经济水平较低! 是中国主要的牧业生产地
区! 该地区主要由内陆高原和高山组成! 由东到
西! 从草原逐渐转变为荒漠! 具有风大沙多!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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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稀少! 全年降雨量低的特点! 主要灾害有干旱(

大风和冰雹! 其次是滑坡( 泥石流和滑坡)

$9$!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布点功能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布点是以地理位置和应

急救援力量为主要依据! 其中地理位置和交通优
势为基本依据) 拥有雄厚的应急产业基础也是中
心选址的重要条件之一! 包括应急物资制造的相
关产业! 高水平的应急产业研发队伍) 此外还需
有完整的紧急医疗救援系统! 具备应急救援理论
实践知识科研能力( 深厚的应急救援历史和经验
基础) 本文以上述条件为选址依据! 遵循依托现
有的原则! 对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进行布点)

目前中国共建有 V 个*国家陆地搜寻与救护基
地+$下文中皆简称陆搜基地%! 在对 V 个陆搜基地
进行研究时! 发现其辐射的区域与上述自然灾害
区域划分基本一致! 且除区&外! 本文划分的九
个区域内都有一个陆搜基地) 因此可考虑以 V 个国
家陆搜基地为依托! 建设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作
为我国区域应急联动救援的实体管理机构)

!区以浙江陆搜基地为基础! 建设区域应急
救援中心! 主要承担区内地震( 台风( 洪水( 泥
石流( 山体滑坡等突发自然灾害! 以及爆炸( 建
筑物崩塌等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

"区依托广东
陆搜基地! 建设具备应对地震( 台风( 洪涝泥石
流( 山体滑坡等灾害的能力的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区依托沈阳陆搜基地建设救援中心! 主要承担
区域内风雹( 洪涝地震( 地质灾害救援任务'

$

区依托石家庄陆搜基地! 实现京津翼三地的跨区
域综合救援'

%区以平顶山陆搜基地为基础! 组
建能够应对干旱( 地质灾害( 洪水等自然灾害!

以及矿山等事故灾难的综合应急救援力量体系'

'区以兰州陆搜基地为基础! 整合救援队伍! 使
该区能够充分应对地震( 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以及矿山( 坠崖( 建筑物倒塌等突发事件'

(区依托重庆陆搜基地! 建设具备应对地震( 洪
水和地质灾害能力的救援中心'

)区以新疆陆搜
基地为基础建设救援中心! 主要承担我国西部地
区风雹( 干旱( 地震以及地质灾害的应急救援
任务)

此外! 现今&区内没有陆搜基地! 该区内!

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 可以
利用湖北省会武汉作为中国重要的交通和通信枢
纽的地位! 以位于武汉的湖南消防总队为基础建
设辐射湖北( 湖南( 江西三省的区域应急救援中
心! 整合现有应急救援力量! 使该区域充分具备
应对洪水( 干旱等灾害的应急救援能力)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运行体系

"9<!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模式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建设应以政府应急指挥

体系为基础! 依托现有的应急救援基地! 由企业

进行投资! 同时寻求政府资金补助! 支持企业或
社会组织入驻( 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管理中心及
下辖基地建设( 运营的建设模式! 建立国家>区域>

省>市>区县>乡镇>街道>社区一体化全面覆盖的综合
应急救援网络)

"9<9<!依托现有! 政府牵头" 企业入驻的建设
模式

!!在国家一级! 依托现有的国家级陆搜基地(

省级消防总队和国家应急救援基地"V#

! 以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国家武警队伍为我国应急救
援的中坚力量! 将国家财政资金作为主要资金来
源! 根据该区域灾害特征! 围绕重点灾害! 由中
国地震局等应急管理部下设组织机构牵头建设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 在省( 市( 区县( 乡镇! 由区
域内大型企业联合出资! 同时努力寻求政府资助!

由当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牵头建设( 管理! 以应
急救援指挥机构为核心! 以现有的各专业救援队
伍为基础! 以社会救援力量为补充! 建设基层应
急救援中心( 基地' 另外基层救援基地延伸至社
区! 即在学校( 农村等社区内! 由志愿者组成应
急救援委员会! 由学校( 村等社区内相关职能部
门对该委员会进行领导! 由乡( 镇应急救援基地
负责其应急培训工作! 保证基层应急救援能力达
标) 鼓励重点企业和社会组织以市场化方式组建
应急救援队伍! 或由企业入驻应急救援中心( 基
地! 进行基地的日常运营! 减少政府压力)

"9<9$!统一调度的指挥模式
依托现有应急救援指挥机构! 在区域内建设

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使其负责传达应急救援命令(

制定应急救援方案( 现场进行组织指挥( 调集应
急救援力量( 协调各方救援等工作) 当一个行政
区域发生灾害时! 属地指挥中心利用互联网实时(

动态地向区域总指挥中心上报灾情及救援现状!

同时也向区域内其他同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传递
灾情信息! 确保联合救援基地在灾害发生后第一
时间进行预警' 而区域总指挥中心根据灾害级别
做出响应! 根据应急救援信息平台数据的分析结
果! 迅速指派区域内其它救援力量进行跨区域应
急救援! 从而实现应急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

"9<9"!建立以消防为主! 其他救援力量为辅的综
合救援队伍

!!应急救援力量包括以消防队伍为骨干的! 申
请设立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专业救援队伍! 由地
震( 矿山等专业救援队组成! 以企业专职消防队(

志愿消防队( 民间志愿救援组织为主的社会应急
救援力量! 应急救援中心工作人员和应急救援专
家组等五部分综合应急救援人员"=#

) 其中! 专业
救援队伍和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在我国应急救援力
量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区域应急救援中心除承
担原陆地搜救的职能外! 应整合水域救援队( 空
中救援队( 山岳救援队( 森林消防救援队等其他
专业应急救援力量! 建设布局合理( 辐射全国的
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 以便实现区域内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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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和有序的跨区域支援) 区域内各应急救
援队伍应接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的统一协调指挥!

参加区域应急救援中心组织的应急救援培训和演
练! 不断强化应急救援能力! 培养应急救援专业
素质' 共同参与制定区域内突发自然灾害应急预
案! 明确各自职责' 参与跨区域应急演练! 提高
自身队伍协同作战能力)

$%<V 年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 原隶属于公安部管理的公安消防部队退出
现役! 划归由应急管理部管理! 同时组建国家综
合消防救援队伍"<%#

! 公安消防部队的一系列改革!

证明其作为我国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的地
位) 由于我国消防队伍是应急救援的骨干力量!

且消防队伍在全国部署范围广! 密度大! 所以可
以考虑! 依托现有消防救援队伍! 建设应急救援
基地! 重点组建以政府专职消防队伍为主导! 发
挥领导作用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 在中心总部成
立综合救援队! 下设救援分队) 基于灾害风险评
估! 在区域内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散部署! 确保基
层救援队伍在灾害发生时实现高效( 快速的应急
响应! 实现常态与非常态应急救援相结合! 大灾
抢救生命与平时群众遇险救援相结合)

"9<9&!完善数据库! 建设数字化信息平台
通过公民自查( 政府评估( 第三方有效监督

的方式! 对突发事件发生后灾情和救援情况( 各
区域的自然灾害差异性特征分析和建筑物危险程
度( 各基地应急救援队伍和资源状况等大量数据
的采集处理和分析! 完善数据库! 构建数字信息
平台与应急救援信息网络! 实现对应急救援有关
资源( 信息的有效管理以及情报信息的共享) 基
于信息平台的数据! 分析各区域灾害趋势! 评估
风险状况! 以此为依据对应急救援基地进行合理
布局! 对应急救援力量实施针对性部署和灾害发
生时的合理分配! 从而为应急救援协调提供科学
决策和指挥依据) 同时借助信息平台建立高效地
灾害情报传递系统! 该系统不仅为应急救援指挥
系统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信息! 同时形成与公众良
性沟通的重要桥梁)

"9$!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运行机制优化研究
"9$9<!综合保障机制

在资金保障方面! 用于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基地的资金主要指初期建设投入资金! 中心( 基
地战时应灾与日常运行所消耗资金) 初期建设所
需资金采取多方投资( 多元参与的筹集方式& 由
政府牵头筹措资金! 以依托的大中型企业投资为
主( 政府补助为辅! 同时利用社会团体组织公募
等形式! 发动社会力量筹资) 对于日常运行与战
时应灾的资金消耗! 应完善政府财政支持政策!

根据救援队伍参与日常培训( 演练的数量与质量!

中心( 基地间协同联动处置灾害资金与装备的消
耗程度! 进行合理补助! 避免补助不足或过多的
现象) 此外应急救援中心( 基地除在平时进行应
急值守( 战术训练! 战时承担应急救援任务的职

能外! 还具有普及公众应急常识! 提高公众应急
自救能力的职责! 救援中心( 基地在日常运营的
同时! 可通过有报酬地组织公民或企业进行应急
救护培训( 防灾减灾演练! 实现自负盈亏! 减少
政府财政压力)

在救援装备配置方面! 对相关投资主体做出明
确规定& 为满足企业自身的救援需求进行配置的装
备! 由企业自行配备' 应用于中心( 基地建设! 完
成本区域救援任务所消耗设备( 物资( 药品等资源!

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助' 属于中心( 基地执行跨区域
救援任务而消耗的装备( 物资( 药品等应急救援资
源! 由灾害发生时被救助的地区属地政府承担)

"9$9$!应急救援协同联动机制
建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 促进应急救援力量

的有效融合! 可以有效地提高应急救援效率! 通
过完善协同作战方案! 与临近基地签订救援协议!

对实现区域联动协同应急意义重大) 灾害发生时!

自身不足以应对时! 可向协议基地求救' 灾害存
在跨区域特征时! 由多个区域协同应对! 同时向
国家上报灾情及救援情况) 另外要编制科学的应
急预案! 以应对在协议基地的人力( 财力( 物力
救助下仍不足以处置区域突发自然灾害时的情况!

此时可向上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上报! 交由上一
级中心处理! 也可提前与其它基地另外签订救援
协议! 作为备选方案)

"9$9"!考核评估机制
完善评估机制是规范应急救援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各区域应急部门尽快制定区域应急救援
基地建设标准( 指南以及评估标准! 并以此作为
评价其建设实效的依据! 将基地建设成效纳入政
府与相关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中! 同时可尝试依
据考核评估结果! 确定基地建设的经费补助机制)

设立严格的考核标准! 对队伍成员进行专业考核
和资格认证! 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应急救援队伍
的专业能力! 以考核评估结果为依据! 对社会救
援力量进行选择性征用! 且通过组织参与应急培
训( 联合演练等方式提高其应急救援与协同作战
能力! 确保灾害发生时救援工作的有序进行)

"9$9&!培训演练机制
专业的应急救援能力是救援队伍迅速应对和

处置突发事件的重要保证! 为了确保从区域应急
救援中心到基层应急救援基地! 应急救援队伍都
具备过硬的专业救援能力! 更好地承担区域内与
跨区域救援的责任! 应根据救援队伍的类型! 建
立统一的专业教育培训体系) 通过培训( 考试(

技术竞赛( 交流等多种形式促进救援技术的提升'

通过开展日常训练! 模拟实战演习! 组织联合应
急演练等活动! 提升应急队伍救援能力) 考虑到
不同种类救援基地应对的灾害类型与级别不同!

同一救援队不同救援人员承担的救援任务! 发挥
的救援作用也不同! 因此可制定分级分类培训演
练机制! 通过针对性地制定相应培训方法( 培训
内容! 对各类型队伍人员进行分专业( 分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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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演练)

"9$9#!普及公众防灾减灾常识
应急救援基地除具有平时应急值守( 参加培

训演练! 战时承担应急救援任务的职责外! 还具
有日常普及公众应急常识! 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
力! 应急救援中心和基地应当定期开展普及公众
应急意识教育和培训活动' 通过建设信息平台和
利用媒体向公众展示基地的救援工作! 普及应急
救援知识! 提高公众对应急救援的关注度' 此外
基层社区内! 由应急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救援委员
会是提升公民自救互救能力的有效途径! 政府部
门应重视基层社区救援队建设! 及其应急救援能
力素质养成! 规范统一其日常管理)

&!结论及讨论

面对自然灾害的跨区域特征! 以及我国救援
力量分散等现实问题! 本文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提出建设九大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根据灾害差异
性对救援力量进行针对性部署! 为实现联合应急
救援提供有效途径) 同时提出政府牵头( 企业入
驻的建设模式! 建立以消防为主体的综合救援队
伍等相关研究观点! 可为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与下
辖基地的建设( 运行管理提出可行建议) 随着我
国自然灾害区划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解决我国应
急救援基地运行! 与跨区域联合救援现存的问题!

尽早进行科学区划方案! 建立应急救援网络! 完
善应急救援机制等工作都是十分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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