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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5_BB_BA_E8_c67_467897.htm 我国城市建设事业正

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乡发展与防灾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

建设系统防灾减灾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建设部提供的有关

资料显示，我国城市建设综合防灾工作面临八大难题： 问题

一：城市建设综合防灾的管理机制尚需完善。 我国至今没有

城市防灾根本法，城市已有的涉及城市建设综合防灾的法规

和技术规范也需修订和完善；对灾害的管理目前是分灾种、

分部门进行的，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协作，普遍存在条块分

割、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现象。 问题二：城市工程设施的

防灾情况底数不清。 我国城市建筑和工程系统抗灾能力全面

普查、监测和评估的体系尚未建立，缺乏可靠的基础数据作

为科学决策依据，对策、措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够强

。 问题三：城市单灾种防灾规划各自为政，缺少综合防御及

城市群防灾体系。 单灾种防灾规划之间在资源分配、防灾空

间利用、疏散路线选取方面存在重复建设和资源分配冲突情

况。区域综合防御体系和城市群综合防灾体系建设滞后于经

济发展和公众需求。 问题四：城市设防标准不均衡，早期工

程设施防灾能力不足。 城市建筑和工程系统设防标准不均衡

，很多工程设施由于历史原因设防标准偏低甚至不设防，历

史欠账较多，其结果导致城市工程设施的抗灾能力参差不齐

。公共建筑抗御灾害能力明显偏低，往往是城市的防灾薄弱

环节，更无法据此形成具有综合防灾能力的城市防灾据点体

系。 问题五：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等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



与城市发展不适应。 一些重大工程、生命线工程等基础设施

的抗灾标准偏低，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早期建造的水利

电力设施、交通枢纽、城市管网等受当时防灾技术和经济条

件的限制，抗御灾害能力很差，尚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监测

、预警和加固措施。 问题六：重要城区及社区的综合防灾体

系尚未建立。 对城市重要城区和社区的防灾设计和防灾能力

建设，特别是城市的ＣＢＤ等高密度、高风险区域的防灾问

题，尚未形成完善的社区防灾体系，缺少城区防灾规划设计

和系统防灾设计指导。 问题七：灾难防御领域的科技支撑不

足，宣传、教育、培训机制尚不完善。 我国在现代计算机、

通信、网络、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

的减灾应用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在整体上还

远未建立起完善的基于遥感和计算机网络的综合防灾体系。

现有的救灾人员缺乏应急训练，没有专门的培训教育机构，

缺乏应急管理研究。社区居民的灾害警觉性较差，民众缺乏

自救、互救的意识和能力。 问题八：对新的非传统灾害准备

不足。 非传统灾害指极端气象灾害、地裂缝等自然灾害和爆

炸、恐怖袭击等突发公共事件。近年来，新的非传统灾害对

城市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引起了特别重视，我国在这一方面缺

乏防灾减灾经验积累和科学研究。 针对城市建设综合防灾工

作面临的问题，建设部近日发布的《城市建设综合防灾“十

一五”规划》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应急预案和技术标准体

系建设。加强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和社区综合防灾的试

点。建立城市综合防灾基础信息和灾害风险监测与评估体系

。建立城市防灾技术支撑体系，大力发展城市综合防灾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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