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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体系构建研究 

何玲辉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摘 要】浙江省经常发生台风、山体滑坡、洪涝等自然灾害，救灾应急任务非常繁重，凸显自然灾害应急物流

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文章介绍了浙江省自然灾害的情况，分析了浙江省应急物流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构建浙江省

应急物流体系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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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台风、暴雨、干旱、冰雹、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逐年增多，这些灾害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浙江省自然灾害基本情况 

1、台风。 近年来，台风、强台风甚至超强台风频繁光顾浙江省。 据统计，平均每年有 3.6 个台风对浙江省造成影响。 2004 

年浙江省因台风致 1482.8 万人受灾， 因灾死亡 186 人，44.78 万公顷农作物受灾，倒塌房屋 8.26 万间，粮食损失 8.17 万

吨，直接经济损失 238.05 亿元。 其中 0414 号台风“云娜”在浙江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 181 亿元；2005 年台风更

加严重，0509 号台风“麦莎”和 0515 号台风“卡努”先后在浙江登陆并造成严重影响；0505 号台风“海棠”、0513 号台风

“泰利”所带来的风和雨并由此诱发的次生灾害都在浙江造成严重影响。 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251 亿元。2006 

年超强台风“桑美”更是建国以来登陆中国大陆最强的台风，比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时中心最大风力还强。 2009 

年的台风 0903 号莲花致全省 27 个县（市）454 个乡镇 340 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43.2 千公顷，因灾减产粮食 15 

万吨。 

2、梅汛期暴雨与洪涝。 梅汛期间局部性的洪涝在浙江省每年都有发生。 1995 年金、衢、杭、嘉、等地区因暴雨和洪涝

致 1564 万人受灾，62 人死亡，765Km 堤防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56 亿元。 1999 年，浙江 35 个县市中有 34 个雨量破历史

记录，其中浙北大部分地区雨量为往年平均的 2—3 倍，新安江首次开 8 孔泄洪， 全省有 895 万人受灾，29 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 159 亿元。 2004 年的雨涝使得浙江省 2.32 万公顷农田受灾，损失粮食 308 吨， 0.35 万间房屋损坏，93.19 万人

受灾， 2 人因灾死亡，造成 231 亿元直接经济损失。2005 年入梅后浙江省共出现 49 次暴雨，其中 4 次为大暴雨。 文成县

的降水破历史同期梅汛期最多记录， 庆元县 6 月连续 4 天出现大暴雨天气。 2010 年浙江省梅汛期暴雨频繁，是继 1999 年

以来最强的梅雨。浙西南山区山洪暴发，建德、开化、淳安、龙泉等地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干旱。 干旱是浙江省常见的自然灾害 ，危害较大的是夏秋两个季节的连旱。1994 年浙江省干旱严重，中西部干旱 40—60 

天，全省有 1089.3 万亩受旱面积，致近 10 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1995 年，浙江省除温、台地区外有 60—80 天干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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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面积达 751 万亩，236 万人饮水困难 ， 直接经济损失 15 亿元以上。 2004 年浙江省因干旱致使农作物达 16.95万公顷受

灾，1.97 万公顷绝收， 受灾人口 430.06 万人， 饮水困难人口 86.10 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8.77亿元。 

4、地质灾害 、森林火灾 。 浙江省突发性地质灾害主要有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广泛分布在丘陵地区。 据初步统计，

地质灾害及隐患点 5480 处。 全省的地质灾害规模不大，但由于人口密集，大多数地质灾害隐患点稳定性差，因此潜在威胁较

大。 另外由于雷电、干旱等引发的森林火灾也时有发生。 

2000—2009 年浙江省自然灾害的损失情况如表 1 所示。 

 

二、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的现状 

1、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体制初步建立。 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已组建了浙江人民政府突发公共

事件应急管理办公室，省卫生厅、 省地震局等部门都成立了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全省 11 个市都已成立应急管理办公室或应急

委员会办公室，半数以上的县（市、区）政府成立了应急管理办事机构。浙江省已经初步形成了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

合的应急管理体制。 另外，浙江省从 2006 年 4 月开始就在苍南、北仑、庆元等 7个县（区）开展“避灾工程”建设试点。 截

止 2010 年，浙江省已经建成避灾场所 5600 多个， 可接纳 185多万人进行转移避灾。 

2、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形成。 截止 2008 年底，浙江省已经制定的应急预案基本已覆盖各类突发自然灾害， 主要

有：《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浙江省防汛防旱应急预案》、《浙江省重大森林火灾事故应

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浙江省地震应急预案》等应急预案。 11 个市、90 个县（市、区）全部制订了总

体应急预案，全省应急预案体系基本建立。 

3、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物资配置体系逐步建立 、应急队伍基本形成。 近年来，浙江省加大了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储备投入，

已经建立了 3 个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 70 个地方救灾物资储备库； 建立了 12个省级防汛物资定点仓库，储备了十余个品种

的防汛抗旱物资；建立了 4 个消防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等，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初步形成。 在应急队伍建设方面，浙江省已基

本形成了以公安、武警、驻浙解放军为骨干的突击力量，以防汛抢险、海上搜救、医疗救护等卫生防疫、 森林灭火专业队伍为

基本力量，以及企事业专、兼职队伍和社会志愿者为辅助力量的灾害救援队伍体系。 

三、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存在的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 配套制度不完善 。浙江省在自然灾害应急物流方面虽然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出台，但是，相

对于浙江省自然灾害频发和破环程度较大的特征且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相关法律法规， 浙江省的法律法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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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比较不适应当前的形式， 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较低从而导致权威性不够，不能很好地保障应急物流的实施。 另外，浙江省

应急物资的储备方式已基本形成市场化储备与政府储备相结合的形式。 就目前情况来说，缺乏一套将应急物资的运输、储存、

装卸、搬运、包装、配送工作做好的行之有效的配套制度。 

2、信息管理能力不强 ，部门协调功能欠佳 。 浙江省各区的自然灾害应急物流信息管理有不足之处。 据了解，有时相关

信息没有及时更新，所查到的信息都是好几年前的数据。 有些地方政府网站甚至没有设置相关的应急管理栏目， 有的政府网

站上有相关的应急管理栏目，但是，栏目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而且，自然灾害的应急不是单个的某个部门能够单

独完成的，这需要多部门协调，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关部门的协调功能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方面有

待加强。 

3、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储备不完善 。 据调查 ，浙江省医疗卫生部门储备的物资主要有疫苗、 药品、消毒药品等；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门主要储备的是消毒药品、冲锋舟、编织袋等；农业部门主要储备的物资是各种疫苗、备灾种子、消毒药品。 由于

缺乏一级指挥与相互沟通和协调，导致全省应急物资储备紊乱。 有的物资储备较多，如消毒药品，省医疗卫生部门、省农业部

门、国土资源、地矿部门都有大量储备。 有些物资由于资金或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储备很少，这给应急救灾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另外，如：温州、宁波、舟山防汛抗旱类物资较齐全；丽水储备有少量应对地质灾害类物资等。 这种储备方式使得本来就缺少

协作沟通的地区间资源不能共享，自然灾害爆发时就不能满足物资的调配需求。 

4、社会救助制度亟待完善 。 据调查 ，浙江省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有的应急药品或粮食、能源不能满足需要，这时需要

外界的援助，以往发生的情况来看，社会救助体系不够完备。 谈到社会救助，不得不涉及财政补偿和激励机制。 适当的财政

补偿和激励机制会给社会救助制度带来良性运转，继而会给应急救灾以帮助。 在以往的实践来看，一般实行“谁动用谁补偿”

或“谁受益谁补偿”，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补偿时间过长、 补偿不到位的现象， 这会影响应急救灾的顺利进行，导致社会救助

制度的弱化。 

四、浙江省自然灾害应急物流体系构建思路 

1、加强政府组织协调 、完善应急物流制度建设与规划。 浙江省政府应督促省、市、县等各地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建立自然灾害应急物流工作绩效评估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自然灾害应急物流责任全面落实；敦促

有关部门加强协调配合，提高综合自然灾害应急物流工作合力。 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利用通信网络资源和电子政务网络平台，

完善应急通信和信息保障能力。 建立自然灾害信息平台、应急决策支持平台、应急指挥调度平台等，平台间相互衔接、协同运

转，实现对各部门的协调指挥，切实提高整个综合自然灾害应急物流体系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调应对能力。同时结合浙江省自

然灾害特点，抓紧编制和实施以台风、小流域暴雨为重点的自然灾害防御规划。 应基本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城乡的

预案体系，全面规范自然灾害应急物流工作，提高自然灾害应急物流水平。 

2、完善自然灾害应急物资储备制度 、健全财政补偿和激励机制。 浙江省是台风频发区，在整个自然灾害中破坏性相当大。 

因此，浙江省应急物流资源储备体系应台风灾害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其他灾害。 浙江省应急物流储备体系应以杭州、宁波、

台州、温州和舟山为节点形成资源一体化网络。 储备方式主要表现为实物储备和能力储备， 实物储备主要针对紧急级物资和

部分重要级物资， 能力储备针对重要级和一般级物资及物流能力（运输车辆、装卸设备、包装容器等）储备和应急人员储备。 

灾害多发区的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储备的主要物资应包括救生艇、救生衣、救灾帐篷、急救药品、

消杀防护用品等。 由于应急物资的特殊性，要进行流畅的应急响应，适当的财政补偿和激励机制必不可少。 浙江省主要应考

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偿与激励： 对能力储备企业正常生产外的原材料和产成品进行部分补偿； 对实物储备企业的损耗等

部分进行补偿； 对配送能力储备企业在运输设备设施、人力投入等方面进行补偿。 这样可以充分调动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使

应急物流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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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大应急物流资金投入 ，增强应急物流科技支撑能力。 浙江省应加强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科研攻关的投入，组织科研院

所、高校、企业等各方面科技力量，攻克重大自然灾害的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等方面的关键共性技术， 解决浙江省在该领域

存在的关键技术制约因素， 积极促进自然灾害应急物流科技成果转化。 应鼓励科研工作者和科技团体积极参与自然灾害应急

物流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 

4、降低自然灾害应急成本 ，提高应急物流的即时响应能力。 由于自然灾害的不可预知性，为了应急，各有关部门储备的

应急物资占据了很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加大了应急成本。 本着既要应急，又要节约社会资源的原则，浙江省可以多方位尝试应

急物流服务外包。 主要可以尝试两种形式：一是能力储备外包。 也就是尽量减少实物库存而尽量与生产企业签订协议，保证

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生产企业愿意且能够积极响应。 应急物资配送能力外包。 自然灾害的发生无规律可循且不是常态的自然

表现方式， 若为了应急而预留大量的配送能力则浪费资源。 相关部门可结合浙江省社会配送业务的实际与应急物资的储备布

局，考虑与具备专业条件的专业化的配送企业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在自然灾害爆发时，专业化的配送企业应即时响应，以精准

的方式把应急物资送达目的地。 这样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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