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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灾害防治时空挑战纾解的敏捷路径
!

赵一诺! 黄思齐! 李尧远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S%S$#%

摘!要! 非常规灾害防治实践面临难以及时有效应对的时空挑战! 包括被动响应的时空动态挑战' 碎片化治理
的非耦合挑战' 快速决策的时空数据挑战与复杂耦合系统的统筹挑战! 灾害防治亟需一种敏捷高效' 动态响应'

协调耦合' 全面统筹的顶层设计( 该文系统考察了敏捷治理理论与灾害防治需求间的契合性! 并构建了开放性
的敏捷灾害防治)时空$0@OJ=1:EPJ%*二维螺旋模型! 应用敏捷方法为灾害防治工作的设计' 实现和部署提供了
一个全面的框架! 为纾解灾害防治的时空挑战! 并在灾害防治全流程中达成迭代学习' 技术介入和松散耦合的
高效治理提供了一条敏捷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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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国际灾害学术界在自然灾害基本问题
领域的研究已建树颇丰! 对各类自然灾害的成因'

爆发' 时空演变的认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

近年来不可控因素增加! 灾害的复杂性' 多样性'

放大性和外延性有增无已! 各国在预防' 备灾和
减灾工作中面临复杂的时空挑战! 灾害防治模式
需要被重新审视( 在这种情况下! 应对大规模灾
害事件需要超越任何普通组织的资源和能力"S#

!

故灵活性和响应性正受到多数国家及学界研究者
的关注( 见时知几! 敏捷路径作为响应复杂环境
变化特征的一种新型范式! 亦是防灾减灾模式研
究中的新颖课题"$#

! 或将作为一种综合的' 基于
灾害管理全流程的整体设计方法! 为纾解灾害防
治的时空挑战提供潜在解决路径(

本文在阐明非常规灾害防治实践时空挑战的
基础上! 通过回溯敏捷研究现有成果! 系统厘清
了敏捷理念与灾害防治需求的契合度! 并构建了
一个弥合现有灾害防治实践和复杂动态环境之间
差距的全面敏捷框架! 以便为灾害防治研究与实
践提供一个敏捷路径的马赛克图景(

S!实践自省! 非常规灾害防治的时空
挑战

!!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 其所产生的
经济' 社会' 生态等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 而灾
害防治工作的重点正是减轻这些损失! 以有效的
方式迅速做出反应( 然则! 对非常规灾害作出有
效和及时的反应往往受到突发性' 不确定性' 高

风险的重压""#

! 致使灾害防治受到难以及时有效
应对的时空挑战! 严重制约灾害防治的成效(

S9S!被动响应的时空动态挑战
非常规灾害的主要特征是突发性' 不可预测

性' 复杂性' 不可控性' 不确定性' 巨大伤害性
以及环境的时空动态变化"&#

! 故灾害防治依然被
动响应居多的实践现状! 曝露了其未能实现动态
响应灾害时空动态变化的困境( 众所周知! 与任
何静态甚至情景性的方法相比! 依据灾害时空变
化的动态方法将更受关注( 而在现有研究中为制
定有效的灾害防治方案提出的若干模型' 方针和
程序却没有顾及在防治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时空需
求的动态变化"Y =U#

( 因此! 灾害风险管理方法亟需
一种动态' 及时' 持续地识别风险! 并能够根据
灾害动态变化的时空特性解决各种突发事件的治
理方案(

S9$!碎片化治理的非耦合挑战
灾害防治实践中! 参与主体碎片化治理的)非

耦合*现象仍然在一定范围延续( 一是政府内部的
部门之间缺乏协调! 没有标准化的对话平台"##

!

正如利伯塔尔$-@JZJ;MQE8%等人提出的)碎片化的威
权主义*概念所述">#

! 难以达成交互与协同治理的
耦合性( 二是政府与其他灾害防治行动者! 如企
业' 社会组织' 媒体等! 在灾害防治实践中存在
碎片化治理的非耦合现象"T#

! 也构成了非耦合挑
战的核心! 是以亟需在行动者的复杂耦合网络中
建立一个交互的系统! 以协调组织之间的防治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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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快速决策的时空数据挑战
显然! 高效的灾害防治工作需要可靠' 灵活

和快速的决策! 故快速收集有关灾害关键数据对
于确保高效的防治工作至关重要( 因灾害数据具
有独特的时空特征"S%#

! 故回顾多个国家的灾害防
治实践! 可以观察到为科学研判收集灾害时空数
据仍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核心问题"SS#

( 其挑战性
一方面体现在行动者的多样性' 信息源的数量和
异质性' 行动耦合性与情景的动态性所带来的数
据获取和记录挑战! 另一方面! 数据的复杂性也
掣肘了依据数据决策和管理的可用性! 灾害防治
主体间的非耦合性亦阻碍了快速和有效的数据挖
掘与处理(

S9&!复杂嵌套系统的统筹挑战
目前灾害的情况比以往都更加复杂! 灾害防

治主体间的复杂治理网络结构! 加之自然' 设备
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紧密
嵌套的系统! 其复杂性的指数级增长致使灾害防
治的全面统筹更具挑战性"S$#

( 复杂环境中灾害的
全局最优解与局部最优解是迥然不同的! 且由于
对复杂嵌套系统的掌握始终只在有限的时间和空
间尺度上有效! 故没有研究人员能够完全掌握整
个系统的复杂性! 这对灾害防治中的科学研判需
要全面统筹! 并交付出基于整体最优目标的行动
策略构成挑战(

$!理论审视! 非常规灾害防治需求与
敏捷方法的契合性

!!为证实在非常规灾害防治工作中开展敏捷变
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我们首先进行了适当的概
念审查! 以明确敏捷的核心意涵与灾害防治需求
的理论契合性(

$9S!理论回溯! 敏捷治理的核心意涵
对现存的研究追本溯源可发现! 敏捷的概念

最早出现在 $% 世纪 T% 年代初的主流商业文献
中"S"#

! 早期的敏捷研究探讨了关于制造' 管理'

生产及其他商业领域中敏捷性的概念"S& =SY#

! 提出
了)响应需求变化* )协同作业* 等核心敏捷理
念"SU#

! 但)敏捷*一词在 $%%S 年敏捷宣言出现后才
变得广泛流行"S##

( 其后! 敏捷理念在组织管理与
行政管理领域的应用进一步拓展! 其意涵逐步充
实并发展成为一种多学科的开放理念! 研究灾害
治理响应复杂环境变化的动机促使我们在跨学科
的背景中考察敏捷的内涵(

结合敏捷实践来回溯讨论敏捷价值观的研究!

本文将敏捷方法的核心意涵归结为动态响应' 弹
性构造' 技术介入' 全面统筹' 循环迭代' 敏捷
形塑与多元共治的松散耦合"S> =$$#

! 并最终采用我
国学者薛澜对于敏捷治理的定义& )敏捷治理意味
着是一套具有柔韧性' 流动性' 灵活性或适应性
的行动或方法! 是一种自适应' 以人为本! 以及
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

(*

$9$!理论考察! 非常规灾害防治需求与敏捷价值
观的契合性

!!对于非常规灾害! 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控
制局势至关重要( 因此! 灾害防治需要一种能够
应对突发且高度自适应的方法( 敏捷是对变化做
出及时响应的能力! 应用于灾害防治是一个有效
的概念& 敏捷组织应该能够在特殊条件下动态地
重新配置知识' 技能和资源! 以适应突发事件的
复杂情境! 这在灾害响应与恢复过程中都至关重
要( 为考察敏捷方法中适应灾害防治需求的理念!

本文通过使用敏捷原则$括号已标明其序号%' 定
义来核实其与纾解灾害防治时空挑战的需求间的
契合性"$&#

! 如表 S 所示(

表 S!非常规灾害防治需求与敏捷的定义% 原则比较

灾害防治需求 敏捷性的定义和原则

以人为本

敏捷治理意味着是一套具有柔韧性' 流动性' 灵活性或适应性的行动或方法! 是一种自适应' 以人为
本! 以及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决策过程"$"#

( $敏捷定义%

通过早期和连续型的高价值工作交付满足)客户*( $敏捷原则第 S 条%

识别最好的工作是从自我组织的团队中出现的( $敏捷原则第 " 条%

敏捷高效

在敏捷环境下! 应在组织环境中实现并改善战略竞争优势的)手段*! 以便为企业提供更快! 更好和更
低成本的价值"$>#

( $敏捷定义%

大工作分成可以迅速完成的较小组成部分( $敏捷原则第 $ 条%

在定期修正期! 让团队反映如何能高效! 然后进行相应的行为调整( $敏捷原则第 T 条%

动态响应

组织以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式感知' 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 其速度要比这些变化的速度快"$T#

(

$敏捷定义%

创建可以改善可持续工作的流程( $敏捷原则第 Y 条%

欢迎改变的需求! 即使是在项目后期( $敏捷原则第 # 条%

利用调整获得竞争优势( $敏捷原则第 S$ 条%

不断地追求完善( $敏捷原则第 SS 条%

协调耦合

集成的敏捷治理包括简洁' 协作' 沟通导向' 经济且不断发展的有效问责框架' 控制' 流程及结构!

以通过业务敏捷目标' 绩效和风险管理的战略调整来使敏捷业务价值最大化""%#

( $敏捷定义%

为积极员工提供他们需要的环境和支持! 并相信他们可以完成工作( $敏捷原则第 & 条%

在项目期间每天与项目团队和业务所有者开会( $敏捷原则第 > 条%

全面统筹

集成的敏捷治理包括简洁' 协作' 沟通导向' 经济且不断发展的有效问责框架' 控制' 流程及结构!

以通过业务敏捷目标' 绩效和风险管理的战略调整来使敏捷业务价值最大化""%#

( $敏捷定义%

维持完整工作的不变的步调( $敏捷原则第 U 条%

不断地追求完善( $敏捷原则第 SS 条%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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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灾害防治的所有实践都是围绕拯救生
命与保护生命展开的! 体现着以人为本的目标取
向! 与敏捷原则中)响应客户需求*原则的阐述相
一致+ 其次! 灾害防治的时空动态挑战诠释了敏
捷高效和动态响应的重要性! 敏捷方法则允许面
对不确定性时快速和有效地改变以响应变化"$Y#

+

再次! 缺乏协作的)非耦合*现象可能会浪费灾害
防治的时间' 资源与财政! 而信息交互共享与多
层次' 跨组织的)松散耦合*范式正是敏捷方法的
核心支柱"$U#

+ 此外! 灾害防治需要统筹协调多种
救援服务和救援物资! 而敏捷方法可以在提高速
度' 效率的同时兼顾灾害防治的整体成效! 以达
到全局最优的总体目标"$##

! 故敏捷方法与灾害防
治需求在以人为本' 敏捷高效' 动态响应' 协调
耦合' 全面统筹的整体性价值观上具有高度契
合性(

本文进一步扩展了对敏捷灾害防治研究的考
察! 发现亦有学者得出了灾害风险管理标准流程
的四个阶段均受益于敏捷方法的结论""S#

( 综上!

敏捷方法与灾害防治需求的取向相契合! 敏捷的
灾害防治路径是可行和可取的(

"!敏捷治理! 非常规灾害防治时空挑
战的纾解

"9S!非常规灾害防治的敏捷时空螺旋模型的构建
当前! 非常规灾害防治所面临的时空挑战的

叠加使得灾害防治工作步履维艰! 通过实践自省
与理论考察! 本文注意到多数研究在灾害防治过
程没有定义一个全面的方法学框架( 目前被广泛
接受的灾害风险管理的标准流程包括减灾$*JFCPB

M@7A%' 备灾$*JEF@AJLL%' 响应$*JL:7ALJ%和恢复
$*JP7NJ;H%四个阶段$图 S%

""$#

! 然而! 多数研究
集中在灾害防治标准流程中的单个阶段! 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研究集中在整合灾害防治的全
流程上! 运用敏捷方法整合不同阶段的职能也将
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图 S!灾害防治的基本流程图

本文以治理模式的自我革命与创新为突破口!

提出了一种基于灾害防治全流程与敏捷方法相结
合的设计框架! 在灾害防治全流程的原有模型上
叠加敏捷方法的迭代螺旋! 称之为敏捷灾害防治
的时空螺旋模型$图 $%! 是以充分发挥敏捷方法
)迭代学习' 技术介入' 松散耦合*的优越性! 提
高灾害防治的动态性' 高效性与靶向性(

图 $!敏捷灾害防治的)时空$0@OJ=1:EPJ%*二维螺旋模型

本模型以灾害防治的全流程为基点! 囊括了
与灾害防治流程相关的全部工作! 包括拯救生命'

减少财产损失和加强灾后恢复的进程! 这是本模
型的一个重要特征( 根据敏捷方法迭代循环的核
心原则! 本模型的另一个特点是允许并鼓励灾害
防治的全过程中对变化的快速动态响应( 此外!

本模型参考敏捷原则引入了对用户的需求变化的
及时考察! 响应了灾害防治以人为本的目标导向(

灾害防治的敏捷时空螺旋模型最后一个特点是具
有)时间$!& !"#$%,空间$%& %&'($%*的二维立体
属性( 时间$!%与空间$%%的互动性体现在! 在任
一时间截面上! 均存在一个)持续监测,科学研
判,动态响应,敏捷形塑*循环的敏捷灾害防治空
间! 同一空间$%%中各流程的主要职责如下(

"9S9S!持续监测
为确保在发生任何变化时及时意识到并适应

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 持续监测工作是必须的!

且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介入使得实
时感知' 持续监测灾害时空数据的挑战得到纾解(

"9S9$!科学研判
科学研判流程需要系统整合来自灾害复杂嵌

套系统的不同资源的分布式知识和信息! 从而形
成一个具体和可靠的知识库! 利用技术介入带来
的强大数据分析决策功能及时处理并交付基于整
体最优导向的灾害防治行动方略(

"9S9"!动态响应
在任一灾害空间$%%中! 均存在着多层级' 多

职能的灾害防治主体保持交互关系的灾害防治)松
散耦合*网络! 他们能够在特殊条件下动态地配置
人力' 技术和资源! 以适应未来时间$!%中突发事
件的复杂情境(

"9S9&!敏捷形塑
本文在敏捷方法对环境变化动态响应的单向

互动的基础上! 强调任一时间$!%截面中的灾害防
治行动对于未来的灾害空间$%%具有塑造和引导作
用! 故敏捷灾害防治实践与决策应不仅关注当下!

U$$



!$ 期 赵一诺! 等& 非常规灾害防治时空挑战纾解的敏捷路径

更要主动承担起引领未来灾害变化趋势的重要
职责(

概而论之! 敏捷灾害防治的时空螺旋模型中
的空间$%%概指其中敏捷灾害防范多参与主体网络
与其所处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嵌套系统! 时间
$!%则蕴含了敏捷灾害防治实践在时间向度中不断
循环迭代的旺盛生命力! 使灾害防治实践可以在
学习迭代中动态重置! 更具弹性与适应性( 值得
一提是! 本模型的空间$%%向度和时间$!%向度间
需要实现有机配合' 动态平衡的状态! 才能保持
可持续发展! 在迭代学习的过程中达到敏捷高效'

动态响应和全面统筹的总体目标(

"9$!非常规灾害防治敏捷时空螺旋模型! 灾害防
治时空挑战的纾解

!!虽然笔者认识到! 敏捷模型不可能完全抵消
目前实践面临的时空挑战! 但可以通过结合敏捷
方法来减轻其对灾害防治实践成效的影响! 而高
效' 动态响应与全面统筹并非本模型研讨的唯一
新兴趋势! 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框架! 敏捷灾害防
治模型可以有效封装以下特征(

"9$9S!迭代学习
敏捷的灾害防治可以启动迭代学习过程! 以

加强社会生态系统的弹性与适应力( 笔者认为灾
害防治实践中参与主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是复杂嵌套的! 存在双向的相互作用( 本文将这
种相互作用描述为一个具有弹性的敏捷螺旋! 其
为灾害防治创造了一种更具有弹性的制度安排!

盘旋上升象征着敏捷灾害防治实践中迭代反思的
过程! 其中参与主体们共同关注灾害的复杂变化
过程! 并从过往的耦合交互中学习经验' 迭代进
步! 从而定期反思' 评估' 重组灾害防治策略以
响应环境变化! 培养应对复杂冲击的更大的弹性(

其中! 弹性被视为系统在意外冲击事件中幸存下
来并从该经历中学习的适应能力"""#

(

"9$9$!技术介入
灾害防治需要以信息为中心的范式! 同时!

在灾害防治中有效的信息系统必须足够灵活! 以
促进新的信息来源快速整合来适应不断发展的情
况! 同时又足够坚固! 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
可靠! 以支持全面统筹的整体决策""&#

( 目前! 物
联网' 云计算' 数据挖掘' 数据可视化技术等新
技术的介入成为纾解灾害防治时空挑战的一种实
用性选择( 本文所提出的敏捷灾害防治模型支持
新型技术的广泛介入! 以提升对灾害时空数据的
特性认知与规律剖析! 一方面为灾害发展趋势的
分析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持! 另一方面保障灾害时
空数据挖掘分析的最短时效! 从而做出将次生'

衍生灾害影响降到最低的调度策略(

"9$9"!松散耦合
如前所述! 灾害防治实践参与主体间是一种

复杂的耦合系统! 其中跨层次' 跨职能的参与主
体间的沟通与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 高度整
合的系统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将意味着灾害防治
的参与主体间不能完全独立地运作! 一些参与主
体成员可能会受到影响! 甚至停止工作( 然而敏
捷灾害防治模型所预期的境况是任何参与主体能
够在没有显著效能损失的情况下独立且兼容地工

作! 故本文倡导在敏捷灾害防治实践中建立一种
多主体' 多层次协同共治' 持续交互的)松散耦
合*系统( 在松散耦合系统中! 参与主体间可以按
需进行交互' 识别和适应! 以便因地制宜' 因时
制宜! 协同达到救助并满足灾害受害者的需求的
共同愿景(

总之! 本文构建了一个灾害敏捷防治的)时空
$0@OJ=1:EPJ%*二维螺旋模型! 虽然这个模型是
概念性的! 但是它代表了灾害防治的敏捷路径的
可用性! 并有望纾解灾害防治实践所面临的时空
挑战! 提升灾害防治实践的成效( 诚然! 本模型
同样具有开放性! 可以适用于各类的灾害防治实
践! 但其具体治理模式和行动方案应深厉浅揭!

从而达到更高的适应性(

&!结论

灾害的强度和频率似乎在稳步增加! 其复杂
性的指数级增长是灾害防治工作面临挑战的一个
关键因素( 本文系统考察了我国灾害防治实践面
临的时空挑战! 包括被动响应的时空动态挑战'

碎片化治理的非耦合挑战' 快速决策的时空数据
挑战与复杂耦合系统的统筹挑战( 敏捷方法作为
一种创新' 全面和集成的路径! 在国际灾害防治
领域中发硎新试! 其对纾解灾害防治时空挑战是
切实可行的! 这也将成为敏捷治理理论发展和实
践探索的新方向(

本文从实践自省与理论考察两个方位出发!

剖析了敏捷方法与灾害防治需求的契合关系( 基
于以往的敏捷研究和应用! 在灾害风险管理的全
流程之上构建了敏捷灾害防治的 )时空 $0@OJ=

1:EPJ%*二维螺旋模型! 通过在灾害防治实践中引
入迭代学习' 技术介入与松散耦合的新兴趋势!

探究达成以人为本' 动态响应' 持续交互' 全面
统筹总体目标的敏捷路径! 以提升灾害防治实践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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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1)4G̀(*G5! )̂1)+(̂ Ĝ ! /3(.! JME8<07H7ME:;7FCPM@7A

LHLMJOEAF aEAZEA LHLMJOOEMJ;@E8@\EM@7A 7RWCLM=@A =M@OJEAF

;JL:JPM=R7;=QCOEA LHLMJO"'#<0QJ@AMJ;AEM@7AE8W7C;AE87R:;7B

FCPM@7A ;JLJE;PQ! ST##! SY$U%& YY" =YU&<

"SY# 0,̂ [)/3G3! +(+,̂ ,G<0QJAJKAJK:;7FCPMFJNJ87:OJAM

IEOJ"'#<3E;NE;F ZCL@AJLL;JN@JK! ST>U! U&$S%& S"# =S&U<

"SU# 5)1).55! 1,*3,_G̀ ! 4)+,1[̂ ,*,+,<,I@8JOEACREPB

MC;@AI&& 0QJF;@NJ;L! P7APJ:MLEAF EMM;@ZCMJL"'#<GAMJ;AEM@7AE8

'7C;AE87R:;7FCPM@7A JP7A7O@PL! STTT! U$$SV$%& "" =&"<

"S## .(c-[* !̀ 3G431 G̀03'<0QJEI@8JOEA@RJLM7"'#<17RMKE;J

FJNJ87:OJAM! $%%S! T$>%& $> ="Y<

"S># 13,*G.G3! ?3,+4?<,I@8JOEACREPMC;@AI@A :;EPM@PJ‐ ,:B

:8@PEM@7A 7REOJMQ7F787IH"'#<GAMJ;AEM@7AE8W7C;AE87R7:J;EM@7AL

f:;7FCPM@7A OEAEIJOJAM! $%%S! $S$YVU%& ##$ =#T&<

"ST# /̀/,++'! 1[-1 5̂'! -[['<bC@8F@AIEI@8@MH! ;JL@8@JAPJEAF

:J;R7;OEAPJ@A MC;ZC8JAMJAN@;7AOJAML"'#<2J7:8Jf 1M;EMJIH!

$%%T! "$$"%& && =YS<

"$%# 3(-b[/3[-<_JL@IA@AILCLME@AEZ8HEI@8JEAF ;JL@8@JAM7;IEA@\EB

M@7AL"'#<1HLMJOL*JLJE;PQ EAF bJQEN@7;E81P@JAPJ! $%ST! "U

$Y%& UU> =U##<

"$S# 2,*̂ [*1! bE;M8JMM'<07KE;FLEI@8JI7NJ;AOJAM"'#<1MEMJ1J;NB

@PJL,CMQ7;@MH$6@P%!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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