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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灾害现象每年或大或小都有发生，这一时期，我国依旧延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形成的系列防灾减灾先进思想，并在
此基础之上发展和完善了若干防灾减灾思想理念，持续把防灾减灾作为国家发展事业的关键。本文以建国以来我国防灾减灾思
想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思想在主旨追求、救助措施、价值理念、实施机制等方面进行四维透视。
建国以来 防灾减灾 理念探究

1949 年至 1978 年期间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阶段，这一阶段灾害不断地影响着全国人民的安全，人民财

产损失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在此期间，我国发生的灾害次

数高达百余次，灾害次数最多的是洪涝和旱灾，达五十余次，

占到灾害总数的一半以上，各类灾害平均每年发生将近四

次。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这些自然灾害时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自

身的防灾减灾思想，并将理论和实践不断结合，在防灾减灾

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1978 年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重要历

史时期，社会经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迅猛增长。但与此同时

自然环境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灾害频发使得广

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促发了社

会的不稳定因素。为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防灾减灾思

想在之前的思想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和进步，创新出了一系列

符合改革开放时期实际的防灾减灾思想体系。
一、防灾减灾思想之主旨追求：劳动民众生命至上

民众生命至上在此阶段为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思想的

主旨追求，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工

作的第一目标就是拯救受灾地区的灾民生命，最大限度地

减少因灾害造成的人民伤亡数量。1954 年底，我国华东地区

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给重灾区

的批示中就强调，要把救助民众的生命放在首位，绝对不允

许因加快生产的恢复而威胁灾民的生命安全。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再三声

明，“受灾地区务必将救灾工作当作首要地位的政治任务，

尽一切所能做到不让灾民冻死饿死的情况发生”[1]439。由此我

们可知民众生命至上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思想

的基本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虽然我国经济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发展，可是当时因社会其他消极因素如“左”倾错误思

想的影响，我国的防灾减灾配套建设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有着严重的滞后，因此，在此期间党和国

家的防灾减灾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人民大众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进而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得到稳定，并逐渐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时期，劳动民众生命至上思想逐渐发展为以

人为本，这一时期这种防灾减灾理念不断创新，更加得到凸

显和创新，在救助人民生命的同时，更注重灾民的基本生活

保障和灾后灾民的心理疏导和家园建设。如在汶川地震时，

时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就对这一防灾减灾思想进行了

强调，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在第一时

间抢救生命，保障灾民生命至上，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在救助人民生命的同时，更注重灾民的基本生活

保障和灾后灾民的心理疏导和家园建设。如提供必要的医

疗、灾后重建学校、灾后民众的思想引导、尊重灾民意志帮助

重建家园。这一系列的防灾减灾思想都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二、防灾减灾思想之救助措施：预防与救助相结合

建国之后，实施的预防为主、使之以救思想是对之前的

防患于未然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这就不但需要突出防灾减

灾的重点即预防，而且凸显其有效结合的救助措施。预防为

主即在灾害发生前的监测要到位，以减少自然灾害对广大

劳动群众的伤亡以及对人民生活状况的破坏。这一思想措

施在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报告中多次被提及，如毛泽

东倡导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的救灾理

念，指出预防和救助二者要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灾

区人民的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周恩来也多次涉及预防为

主、使之以救思想，如在建国初期的政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曾

谈到，“对自然灾害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还不能控

制它，所以只能做到防止它和减少它给予我们的灾害”[2]352。
中国共产党在 1950 年至 1960 年预防为主、使之以救的防

灾减灾思想基本形成，即预防、救助自然灾害和恢复生产要

切实相统一。三者同等重要，并且环环相扣。这既是对中国

共产党对之前防灾减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是其多

年防灾减灾的实践经验总结。
三、防灾减灾思想之价值理念:自救与他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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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伊始，时任国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就曾明确指出，

“防灾减灾的策略，首先是受灾地区率先自救，即采取生产

的方式自救，包括受灾地区之间以及未收灾地区对受灾区

的帮扶；其次是政府对灾区的救助，虽然当时国库拮据但是

政府仍将竭尽全力救助受灾民众”[3]706。这样一来，作为自救

与他救相统一的生产救助防灾减灾思想基本确立。实际效

果显示这种方法行之有效，因为，这种思想可以避免灾区民

众过度依靠国家救济的歪曲想法，并且可以在灾后迅速调

整心态，恢复生产。在灾后的救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还通

过各种渠道帮扶、引导灾区民众发展第二产业。生产救灾思

想日趋成熟，建国初期，共产党人多次阐述这一思想，如董

必武曾谈到，“我们的救灾，不只是代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就是组织和帮助人民生产”[4]152。从中不难看出这其中对自救

与他救生产救灾思想的积极倡导。除此之外，周恩来也曾谈

到，“我国救灾工作的方针第一是生产自救，第二是集体的

力量，第三是国家支援。这样三结合，才能渡过灾荒”[5]580。这

就再次说明了自救与他救相统一的生产救灾思想的实际作

用。在生产救灾问题上毛泽东也积极号召大家要科学应对，

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之上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

界。由于科学化的防灾减灾理论思想做指导，这一时期，我

们防灾减灾事业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思想发生了很大变

化，首先表现为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防灾减灾实践更

多地表现为自救与他救相结合，面对自然灾害，共产党、人
民群众、社会公益组织、各阶层等团结起来全民共同参与应

对，真正实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最终在第 10 届全国民众

会议上提出了社会化防灾减灾思想。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特别注意尊重大家的意愿，这不但可以提高大家的主动性，

而且可以更大地推动整个社会防灾减灾发展进程。其次表现

为中国共产党在防灾减灾领域不断寻求同世界其他国家的

合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逐渐同世界其他国家的

发展融为一体，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对防灾减灾

思想我国出现了新的看法，我国的防灾减灾领域更加公开化

和透明化，防灾减灾思想更加开放。如我国允许国外的救援

力量进入受灾地区进行救助等做法，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

产党在防灾减灾领域不断寻求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的有力

体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防灾减灾思想取得很大进步。
四、防灾减灾思想之实施机制：中央与地方相协调

建国后，我国防灾减灾思想的实施机制主要表现为中

央主导协调、地方互相配合。这种实施机制在具体细则上包

括两个层面。首先，在决策层面上由中央主导，下设部门按

照本部门的职能具体分工实施，合理配合中央决策。政府的

救灾指挥中心通常主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由其领导的

下设机构组成。例如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其构成部分包

括了地震局、民政部、公安部、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农业部、
气象局等部门，为了保证救灾工作的顺利展开还设置了必

要的辅助部门如邮电、卫生、教育等部门。这样的实施体制

使得中央决策指挥统一，同样各个部门的救灾尽职尽责，能

够极大地提高灾害发生后救灾的效率，使得救灾行动有序

统一、有条不紊。其次，在具体实施层面由地方配合当地方

发生自然灾害时，确保中央能够及时掌握情况，并根据实际

受灾程度做出具体的救济部署工作。在开展救灾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能够责任到位，使救灾工作有序进行。国务院总理

或总书记会到救灾一线，一方面可以鼓足大家救灾的动力，

另一方面可以实地详细了解灾情，做出科学合理的指挥。这

样一来可以充分保证灾区民众的救济，同样使得中央和地

方有机结合相协调，保障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防灾减灾思想更加注重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生态失衡，诱

发自然灾害。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当时一味追求经

济快速发展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3 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就是

有力论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在发展

经济时坚决杜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防灾减灾领域建

立长效机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防灾减灾工作和

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论证这

一观点，如邓小平谈到要稳步协调发展经济，在发展上要扎

实、讲求效益和质量[6]375。江泽民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

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好人口、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

产力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7]66 习近平在

2013 年就芦山地震抗震救灾工作指出，按照以人为本、尊重

自然、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科学重建要求，贯彻

科学而持续的发展观。这些都为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灾

害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

两个时期，其中防灾减灾工作一直是我们国家重要工作内

容之一，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建国前的防灾减灾思想，

形成了中国特色防灾减灾机制，防灾减灾工作进展有序，灾

区民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了保证，中国共产党防灾减灾思想

在曲折中前行，并为之后的防灾减灾思想不断积累经验，从

而推动我国防灾减灾事业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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