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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物资储备在抗灾救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物资储备应急尚存在体系不健全、制度不完善、保

障能力不足等问题，亟需根据浙江灾情特点，高水平推进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应急保障能

力

自然灾害防御关系到社会发展、民生福祉，因而得到了广泛高度重视。浙江省台风、洪涝、干旱、山

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频发，救灾物资专项用于紧急抢救和安置受影响人员，在抗灾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浙

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构建统一的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提升储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目标要求。要高水

平构建浙江省“双维度”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全面提升救灾物资储备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能力。

浙江灾害特点分析

灾害种类齐全。浙江同时受西风带和东风带天气系统影响，台风、洪涝、干旱、冻害等气象灾害频发，

是我国受灾害影响较为严重地区之一。尤其是台风及台风引起的水文和地质灾害，给浙江人民生命财产带

来巨大损失。

灾害损失大。浙江每年会因台风、强降雨等灾害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浙江登陆的强台风尤

为严重。如 2019年第 9号台风“利奇马”，共造成全省 746.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 46人、失踪 2人，紧

急转移安置 141.6万人（其中集中安置 70.5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4.9万公顷（其中绝收 3.3万公顷），

倒塌房屋 7072间，直接经济损失 476.3亿元（截至 2019年 8月 22日统计）。

小流域灾害频发。浙江多山地丘陵，小流域点多面广，局地强降雨容易造成小流域洪水，诱发山体滑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小流域灾害具有毁灭性、突发性、伴生性等特点，加上多发生于偏远山区，交通

不便，通讯落后，给预防和救灾抢险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救灾物资储备存在问题

保障能力总体偏弱。一是物资储备数量不足且种类偏少。按国家《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和每人

次 300元救助标准，浙江省级救灾物资储备规模应达 1.5亿元。目前省级储备不足 3000万元，市县储备同

样严重不足。另外，物资品种单一且结构不合理，与地方救灾实际需求不相符。二是仓储设施建设落后。

浙江省是全国唯一尚未建立省级救灾物资储备库的省份，与浙江灾害多发省和经济大省省情不相符。中央

救灾物资储备库在浙江也没有布局，缺乏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的支撑。市县救灾物资储备库规模小、设施落

后，信息化建设尚未起步，管理手段十分原始。仓储设施建设滞后，不能给扩大救灾物资储备规模提供有

力支撑。三是人员力量配备不足。这次机构改革，粮食物资部门新增加物资储备职能，但多数市县机构和

人员没有增加，工作人员配备严重不足。

应急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一是省市县乡村联动机制需完善。机构改革后，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救灾

物资储备体制尚不清晰，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意识不强。具备浙江特色的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救

灾应急保障机制待提升。二是部门间协同机制需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包括气象跟踪、调令传达、



物资出库、运输迅速等多个环节，涉及粮食物资、应急、气象、公安、交通等多个部门，需加快救灾物资

储备应急保障协调机制建设，形成应急救灾合力。三是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需深化。物资装备生产企业、超

市商场、物流中心是救灾物资社会储备的重要力量，社会抢险队伍具有利用救灾物资开展抢险救援的丰富

经验，如何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进行深化探索。

管理制度存在短板。一是管理制度有待更新。面对救灾应急保障新形势，省、市、县救灾物资储备规

模、品种目录、仓库规模、购置轮换等需作出新要求、出台新规定。二是调度预案有待制定。救灾应急保

障中尚存在需求和供给信息不对称，应急保障临时性、盲目性较强，调用缺乏规范性、有序性等问题，需

要制定和细化救灾物资调度预案和行动方案。三是统计制度有待建立。大灾应对要动用全社会物资储备。

省、市、县三级救灾物资储备，以及装备生产企业、超市商场、社会参与的物资储备底数尚无法掌握，需

加快建立全省物资储备统计制度。

管理现代化水平需提升。一是发展规划需统筹。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全省救灾物

资储备应急保障工作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规划、统筹论证，强化工作推进的前瞻性、科学性。二

是信息化建设需加快。目前全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手段较原始，数据、信息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电

话等方式衔接，推动物资大数据化管理和全省统一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平台建设需加快。三是创新性引领需

加强。灾区安置群众打地铺、吃方便面的生活已不符合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标准，救灾物资的储备要以

人民为中心，从提升受灾群众生活质量方面多考虑，提高保障水平。

高水平建设应急保障体系

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构建统一的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提升储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目标要求，

力争用三年时间，建设完成浙江省全覆盖、高效率、强有力的“双维度”救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体系，救

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各项制度趋于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高效联动，政府、企业、社会力量三层

面紧密协同，救灾物资收储、轮换、调拨、动用、回收等管理更为高效化、现代化，预案体系建设、危机

管控处置能力要素保障更加有力，储备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显著提升。

（一）科学构建“双维度”救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体系

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救灾物资储备体制，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救

灾物资储备的事权和责任。省级救灾物资储备主要应对全省区域性、跨地市大灾，救灾物资应当按照“救

大灾、抢大险、专特多”的要求进行购置和储备，并统筹协调市县救灾物资应急保障。市县政府是本级抗

灾救灾的责任主体，救灾物资应当根据当地灾害特点、历年物资使用等情况进行购置和储备，并做好全市

（县）域的统筹协调。乡村是抗灾救灾的第一线，需不断强化避灾安置场所生活救助保障类、食品类救灾

物资储备。

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储备互为补充的协同保障格局。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

两只手的作用，使市场在物资储备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储备公共产品属性，

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向全员参与确保及时有效提供公共产品转变。在做好政府储备的基础上，引导

和鼓励企业、社会团体进行救灾物资和人力储备。对一些不宜长期储存、使用量大而储备不足、科技含量

和价值较高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性的救灾物资，可通过政府与具备一定生产经营和储备能力的相关企业签订

合同，实行企业协议储备。同时，充分利用社会团体的救援力量和经验，积极开展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日常

合作，加快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全员参与救灾物资储备和协同应急保障的新格局。



（二）着力加强救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要素建设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品种目录，着力夯实“储什么”保障要素建设。按照目录齐全、各有侧重、互为补

充、节约资源的要求，根据浙江灾害特点和应急保障需要，研究建立省、市、县、乡、村各级救灾物资储

备品种目录。政府储备主要涉及生活救助保障类、救灾现场保障类、救灾救助装备类共三大类近 50个品种。

除生活保障包、行军床等日常使用类物资外，省级层面还要重点储备发电机、大功率冲锋舟等装备器材，

突出救大灾、抢大险、专特多的特点；市县级层面重点储备橡皮艇、卫星电话等中型救灾装备器材，突出

辖区内统筹的特点；乡村侧重于应急灯、毛巾被等基本生活救灾物资和方便面、矿泉水等食品类救灾物资

储备，突出救灾抗灾第一线特点。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规模标准，着力夯实“储多少”“储多久”保障要素建设。按照规模适度、节省财

力的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社会发展和灾害情况，科学设定省、市、县物资储备规模和标准，有效发挥企业、

社会储备作用。各级政府可考虑按照本级自然灾害救助预案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数量，以

及 2017年后中央按每人次 300元下拨救灾补助标准进行物资总量储备。同时，采取政府实物储备与企业协

议储备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方式进行落实。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总体布局方案，着力夯实“怎么储”“储哪里”保障要素建设。研究提出省市县仓

储设施建设规划、建设标准和设施设备配置标准等，形成仓容适度、设施先进、储存安全、物流便捷、符

合浙江省应急保障实际的物资储备布局“。十四五”期间，可考虑在现有基础上积极架构浙东、浙南、浙

西、浙北和浙中大型储备库基础布局，规划建设 2 万平方米的省本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推动各地按照市本

级面积不低于 4000平方米，县级不低于 800平方米要求，建设仓储设施。库房具备避光、隔热、通风、防

火、防盗、防潮、防鼠、防虫、防污染等措施，配置附属建筑及相关设施设备。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管理制度体系，着力夯实“怎么管”保障要素建设。建立健全物资储备管理制度体

系，对物资储备管理的体制机制、职责分工、储备方式、收储轮换、应急动用、资金费用、日常管理、监

督检查、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提升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制定物资仓储设施建设标准、质量管理规定等，

从制度建设上提升管理水平。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统计制度，着力夯实“怎么统”保障要素建设。按照“大储备、大数据、大统一”

的思路和要求，抓紧建立全省统一的物资储备统计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全省各级各类储备物资

的品种、数量等统计数据，建立物资储备数据库，为全省统一的物资储备体系创造条件。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信息化管理，着力夯实“智慧储备”保障要素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

技手段，大力推进“智慧储备”建设，提升物资储备管理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为各级政府应对

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供决策依据。以构建数字化物资监管体系、全省统一救灾物资储备应急保障平台为目

标，实现浙江省救灾物资储备、轮换、调用全程信息化管理，并与应急管理部门建立信息共建共享机制。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监督机制，着力夯实“如何监管”保障要素建设。逐步建立全省救灾物资储备监管

制度，充分发挥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专业、行业和属地监管作用。利用现有机构和专业队伍，运用现代

科技手段，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四不两直“”互联网+监管”等监管方式，重点对地方政府储备、

企业协议储备的数量、质量以及储备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物资储备计划落实、账实相符、

储存安全，切实做到收得进、管得好、调得出、用得上。

研究建立物资储备管理专业化队伍，着力夯实“有人管”保障要素建设。积极加强全省物资储备人才



队伍建设，包括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业务技能培训、职业素质提升等，开展与专业高校的人才

培养战略合作，努力建设一支与全省物资储备管理和应急保障相适应的专业队伍，为全面履行物资储备管

理职能提供必要的人员保障。

探索建立社会储备机制，着力夯实“社会力量”保障要素建设。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鼓励社会团

体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利用储备物资开展应急救援训练，从“储物”到“储人”、储备救援能力，提高应急

队伍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程度，逐步建立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的机制，

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防灾减灾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