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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瞬间夺去了数万同胞的生命。人们在悲痛万分、泪别逝者的同时，也

把目光投向了今后的防震减灾工作。他石攻玉，日本在防震、抗震、灾后重建等方面，

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大自然没有偏袒日本，送给日本一个“地震之国”的别称。据2007年日本《防灾

白皮书》统计，从1997年至2006年，在仅占世界0.25%的国土面积上，日本共发生了里

氏6.0级以上地震187次，占全世界的20.7%。历史上，日本曾发生过伤亡惨重的关东、

阪神等大地震，然而，日本又“得益于此”，因为地震不仅提高了日本国民的危机意

识，还催生了一整套结构完整、功能齐全、运转高效的防震减灾机制。 

     第一，依法应对地震灾害。1978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大規模地震対策特別措

置法》，该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强调通过地震预测达到直接防灾目的的法律，对地震的

预警、应对手段、发布《警戒宣言》的程序以及相关部门责任等作了详细规定。此外，

与地震相关的法律还有《灾害救助法》（1947年）《建筑基准法》（1950年）《灾害对

策基本法》（1961年）《地震保险法》（1965年）《地震财特法》（1980年）《地震防

灾对策特别措置法》（1995年）《建筑物耐震改修促进法》（1995年）《受灾者生活再

建法》（1998年）等。实践证明，权威的法律不仅成为指导抗震减灾的依据，还避免了

由于政府部门责任失位、隐瞒灾情而造成的损失，同时也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第二，不断修改和完善建筑标准法，确保建筑物结构安全。1995年，日本发生阪

神大地震，造成6433人身亡，其中83.3%的遇难者是由于建筑物倒塌所致。为此，日本

对建筑标准法进行修改，通过法律形式严格规定了各种建筑物的抗灾标准，并对建筑的

辅助设施如煤气、上下水管道等的抗震性提出了严格的要求。2005年9月，中央防灾会

议制定《建筑物耐震化紧急对策方针》，要求在未来10年里，将房屋住宅的耐震率由目

前的75%提高到90%。此外，在有关提高学校的耐震性能方面，政府明确要求“学校的耐

震性决不能因地区间财力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学校安全性能出现差距”。为此，从2006

年开始，政府以提高学校耐震率为重点，出资创立了“建造安全、放心学校补助金”制

度。 

     第三，运用高科技手段“防地震于未然”。近年来，日本政府为提高地震预测水

平以及灾后重建的能力，不断加大对高科技防震的投入，并根据数字化、信息化、网络

化等高新技术所具有的特点，为防震减灾开辟高速通道。首先，利用卫星、固定摄像、

远距离小型图像传送仪以及飞船（UAV）等技术，确保对地震等突发事件的图像、影像、

当地情报的收集。其次，构建操作性强的重要情报汇集系统（灵活运用地图信息以及

GIS、GPS等技术）、受灾预测（包括NBC恐怖袭击等）系统、救助与搜索（包括生理反

应感知及机器人救助等）支持系统。第三，率先开发出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通报地

震信息的地震速报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地震发生时，立即检测到首先传到地表的地震波

中的纵波（也叫P波，导致地面上下震动的地震波），根据P波的波形能在瞬间完成对地

震规模和震源的估测，同时还能在检测到P波后的4秒钟内将这一估测结果通报到铁路公

 



司等单位。这一系统的开发成功，为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应对地震灾

害的措施争取了时间。 

     第四，把是否具有应急管理方面的经验作为政府各级负责人提拔升迁和政绩考核

的指标之一。日本国民对各种灾害的认知度很高，那些因救灾不力、行动迟缓、指挥混

乱的政府官员常常遭到舆论的抨击，有人甚至引咎辞职。因此，日本的执政环境要求政

治家们特别是基层负责人必须重视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如日本政府从2005年开始

推行“灾害指挥”首长特训制度。要求所有自治体的负责人都要进行灾情模拟训练，并

根据“防灾GIS地图信息管理软件”上不断出现的灾情练习下达命令，练习自己启动应急

电源，使用无线电与外界联系等技能。通过这种实际和模拟演练，各级政府官员不仅学

到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本领，同时也增加了竞选资本。 

     第五，地震保险帮助人们顺利渡过难关。1966年，日本建立了地震保险体制并颁

布了相关法律。依据该制度，日本各保险公司共同成立了日本地震再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此外，为了减轻保险公司的地震保险风险，日本实行了独特的地震再保险险种，形

成由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分担责任的结构。在该结构中，政府承担着最后

地震险赔付责任。从2007年1月起，日本开始实施“住宅地震保险保费减税制度”，使

国民购买地震保险的人数不断增加。目前，日本全国的地震投保率平均为20%，个人和家

庭受灾后都能从保险中得到自救的资金。比如2005年3月，日本福冈县以西海域发生里

氏7级地震，造成少数人员伤亡。地震后，日本损害保险协会向福冈县支付了158亿日元

（约合1.5亿美元）的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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