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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得更好”理念下灾后重建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沈一凡   施益军   徐丽华   冯  矛   陆张维   汤俊卿    SHEN Yifan, SHI Yijun, XU Lihua, FENG Mao, LU Zhangwei, TANG Junqing

在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加剧的大背景下，灾害频发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灾后重建工作愈发受到重视，“重建得更

好”作为国际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概念和指导方针，近年来已逐渐成为热点议题。结合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基

于“重建得更好”理念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归纳其经验，总结提出“重建得更好”理念下建成环境重建、经济产业

重建及社会系统重建的灾后重建模式。通过探讨各国灾后恢复重建的方法要点，对我国灾后恢复重建提出推进“重建

得更好”理念融入规划体系、增强建筑与防御设施、完善恢复监测评估体系、强化经济产业恢复机制、健全心理恢复援

助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参与重建的建议。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nsified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requent disasters have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ild Back Better"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guideline for international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and recovery. In recent year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practices of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Build Back Better", summarizes their experience, and puts forward a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model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economic industry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system. By discussing the main points of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methods in various countries,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concept of "Build Back Better" into the planning system, strengthen buildings and defense facilities, 
improve the recover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covery mechanisms, improv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and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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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与全球气候和环境问

题加剧的背景下，自然灾害频发已成为当今世

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对人类社会和经济造

成巨大的破坏和影响[1-2]。全球紧急灾难数据

库（EM-DAT）显示，1990—2019年间，全球

共计发生较大自然灾害8 000余次，影响人数

高达60亿人次[3]，因此各国对自然灾害和灾害

风险管理等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4]。在灾

害事件发生后，灾后重建是恢复建成环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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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经济基础和完善社会系统的关键，已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之一[5]107。

灾后恢复重建是降低灾区脆弱性、提升

其抗灾能力的关键路径，也是国家和地区综

合实力的体现[5]106。重建过程具有复杂性，涉

及重建主体、重建区位、重建措施，以及重建

效果等多方面，亟需明确的技术框架与理论

指导[6]131。“重建得更好”（Build Back Better，

以下简称“BBB”）理念于2006年印度洋海

啸两周年之际被正式提出，并在2015年联合

国第三届世界减灾大会上再次被强调，会议

提出要关注灾后重建的风险管理和韧性提

升，倡导灾后重建中通过安置、恢复和重建的

过程，使受灾区恢复到超过原先常态的“新

常态”，以实现“重建得更好”的目的[7]1-2。

中国作为自然灾害种类众多且频发的国

家，每年都会遭受自然灾害破坏和影响[8]661。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

导、速度优先的中国式灾后重建模式[9]。随着灾

后重建体系逐步完善，形成“属地为主、分级

负责”的灾后重建模式[10]41。特别是自2018年

应急管理部成立以来，我国灾后重建能力显著

提升，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乡村应急

能力、社会力量参与和社会心理重建等方面仍

有改进空间[11]4-6。从国际上来看，澳大利亚、新

西兰、日本等国对灾后重建的研究起步较早，

并在BBB理念的指导下已有显著成效。积极借

鉴BBB理念下的国际灾后重建经验，融入我国

灾后重建体系，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任务，也是提

升我国防灾减灾能力的根本需要。基于此，本

文通过分析BBB理念下的国际灾后恢复重建

实践，从建成环境重建、经济产业重建、社会系

统重建3个方面总结得出灾后重建模式并介绍

其主要做法，为我国灾后恢复重建提供经验和

启示。

1 BBB理念的提出与发展

2006年印度洋海啸灾后恢复两周年之

际，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海

啸灾后重建特使发表了《从海啸灾后恢复中

学习到的教训：重建得更好的十个命题》的

报告[12]，正式提出BBB理念，倡导一种新的灾

后恢复方式，即不仅要恢复到灾前状况，更要

抓住重建所带来的机会，使社区走上更好、更

安全的发展道路。近年来，BBB理念在国际

减灾领域备受推崇。2015年联合国第三届世

界减灾大会提出《2015—2030年仙台减灾

框架》[13]，强调将BBB理念纳入灾后重建，以

恢复基础设施、振兴经济和文化环境，构建更

具韧性的社会。BBB由此成为未来15年国际

减灾的重要方针[6]132。

各国通过研究不断优化BBB框架，将其

应用于灾后重建。最新的实施框架由奥克兰大

学的曼娜卡拉（Mannakkara）和威尔金森

（Wilkinson）开发，并在2009年澳大利亚森林

大火后的重建中得到实践[14]，[15]275-276。实施框

架将灾后重建恢复分为3部分（见图1），其中

包括：减少灾害风险、社区恢复和灾后恢复实

施监督。减少灾害风险是重建的基础，主要包

括建筑韧性提升、土地利用规划和灾害预警，

软硬结合降低灾害风险；社区恢复从心理、经

济产业恢复出发，为重建提供动力；实施监督

方面包括体制建立、法规制定和灾后恢复监测

评估，为重建提供制度保障。目前，BBB框架

已经成为灾后恢复评估和确定灾后恢复最佳

做法的工具[16]95。

2 BBB理念下灾后重建国际经验

在BBB理念指导下，许多国家在灾后重

建中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其中，日本作为最

先开始实行BBB理念的国家之一，在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后制定了《复兴基本方针》，提

出建造海堤、堤坝和住宅搬迁等措施[17]2-4。各

受灾城市据此制定了重建计划，如仙台市通过

强化河堤、实施灾害分区、升级预警系统，以及

提供咨询和就业支持，推进环境和社会经济重

建[18]1-2。其他国家如新西兰基督城进行全面的

岩土调查，对不同灾害风险分区提出建设技术

要求。斯里兰卡重新评估建筑结构强度，颁布

新的建筑准则以提高建筑韧性。澳大利亚在森

林大火后成立管理局，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合作，确保灾后重建工作的有效推进（见表1）。

综合国际经验，发现现有灾后重建可分

为建成环境重建、经济产业重建、社会系统重

图1 国际BBB实施框架
Fig.1  International BBB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94-9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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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灾后恢复重建国际应对策略概述

Tab.1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e strategies for post-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7]6-12，[18]3-9，[1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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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3个部分。建成环境重建是经济产业重建与

社会系统重建的基础，经济产业重建为建成环

境重建、社会系统重建提供动力，社会系统重

建则保障建成环境和经济产业的重建。将减少

风险、社区恢复、实施监督的BBB理念融入其

中，具体表现为建筑环境重建（建筑韧性提

升、灾害风险分区、灾害风险监控预警、灾后恢

复监测评估）、社会经济重建（灾后产业恢复、

灾后经济恢复）、社会系统重建（灾后心理恢

复、社区参与重建、协调管理机制）。在灾后恢

复重建进程中，三者相互推动、互补互促、共同

提升，共同构成完整的BBB灾后恢复重建模式

（见图2）。

2.1   建成环境重建

建成环境是指由人为建造的、不同于自

然环境的场所和建筑物，包括土地利用、配套

技术设施等软件设施与固定装置、构筑物等实

体硬件设施[20-21]。具体来看，建成环境软件设

施重建由灾害风险分区、灾害风险监控预警和

灾后恢复监测评估构成，硬件设施重建主要通

过提升建筑韧性来实现。从软件措施和硬件措

施两方面对灾后建成环境韧性进行提升，为社

会经济产业及社会系统的重建提供基础。

2.1.1    建筑韧性提升

在国际灾后重建实践中，房屋及防灾设

施的灾后重建是关键工作之一，主要措施包括

建筑强度提升和防御设施改进。在建筑强度提

升方面，澳大利亚颁布《森林火灾易发区房屋

建设标准》[22]8，通过评估建筑类型、热辐射性

能和地形坡度等因素，确定房屋的山火攻击等

级，并据此提出包括建筑材料、消防设施、避难

措施等各项建设标准[23]6-7，以提升灾后重建房

屋的建筑强度（见图3）。

此外，在防御设施改进方面，日本作为海

啸频发国家，已建立完善的结构性应对措施，

包括海啸防波堤、水闸以及防护林等[17]4。但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超出防御设

施承载力，导致设施失效并引发灾难。为此，日

本中央政府颁布《海啸社区发展法》以提升

设施结构韧性。其中仙台市出台《2011年地

震灾后重建计划》[18]2，提升海堤、高架道路高

度，并整合海堤、沿海森林、公园和高架道路，

形成多重沿海防护模式（见图4），以应对海啸

冲击，减少损失。

通过提升建筑和防御设施结构韧性，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建筑设施的抗灾脆弱性，减

少受灾风险，有利于提高其应对未来灾害风险

的韧性能力。

2.1.2    灾害风险分区

灾害风险分区指根据土地在未来可能

面临的灾害影响对其进行分类和用地管制，

并通过绘制灾害风险分区图指导后续重建工

作[24]15-16，[25]。在坎特伯雷地震后，新西兰基督

城在重建前进行了岩土工程调查，并根据土

壤条件和受地震活动影响的可能性绘制了基

于灾害风险分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图（见图5）。

通过灾害风险分区，可以保证灾后恢复重建

中建筑环境的稳定性、土地使用的有效性，

同时通过调整不同建设环境下的工程标准，

可以提高建筑结构韧性，以更好地应对灾害

冲击。

2.1.3   灾害风险监控预警

灾害监控预警系统是防灾减灾的重要工

具，及时有效的预警对于建成环境的安全至关

重要。从现有实践来看，欧美及日本等国已建

立较为完备的灾害监控预警系统[27-28]。

在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升级了海啸预

警系统，开发了新的实时观测系统，增加近海

探测传感器数量，以提升预测精度[29]。同时，简

化预警级别与流程，避免疏散延误或失效。

在地震预警方面，日本建立了地震灾害

评估信息系统，主要包括震前预测、震后评估

和应急支援3部分[30]。预测评估通过对地震高

发区进行系统模拟，制定救灾计划。地震监测

网络由高密度的地震监测器构成，在震前发布

预警，震后快速评估并传递受灾信息。应急支

援系统通过综合整理道路损毁、物资储备等

灾后信息，并将其进行可视化，辅助应急决策

（见图6）。

2.1.4  灾后恢复监测评估

监测和评估是防灾减灾中的重要概念之

一，缺乏灾后恢复的监测和评估，将无法确认重

建措施的有效性。因此，灾后恢复监测评估有助

于提高重建工作的效率[31-33]。坎特伯雷地震以

后，新西兰受灾地区议会制定了监测与评估机

制，以评审灾后恢复进程[34]。例如凯库拉在灾后

图3 房屋山火攻击等级评估与建设标准改善
Fig.3  Evaluation of house hill fire attack level and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standard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2]12-14，[23]10-25绘制。

图2 BBB理念下灾后重建模式
Fig.2  The model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BBB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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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开发了监测评估系统，通过频繁检查跟进

重建进展；卫生委员会提供心理咨询，监测灾民

状况。尽管该系统通过多途径收集并分析了数

据，但仍缺乏全面的数据存储与共享机制[35]。为

解决数据共享问题，基督城私营组织和政府组

织组建了“更强大的基督城基础设施重建队”

联盟，建立了集中式空间数据库，涵盖城市所有

的基础设施、规划、地形及环境数据。这一数据

库为城市灾后恢复提供了数据支撑，并推动了

后续规划和协调工作的进展[24]15。

2.2   经济产业重建

经济产业重建包括灾后经济恢复重建与

产业恢复重建，其要求不仅将经济及产业恢复

到灾前水平，更在于通过重建降低灾后经济及

产业的暴露度和脆弱性[36]196，[37]。灾后经济产

业恢复是受灾区恢复活力的关键，为建筑环境

重建与社会系统重建提供动力。

通过对现有BBB理念下的国际经验进行

分析，发现经济产业重建主要涉及农业重建、

工业重建和旅游业重建，包括以工代赈、贷款

服务等金融措施。日本仙台市在重建中制定经

济复苏计划，在农业重建中，恢复耕地和农业

设施，加强农民培训，推动种植、加工、销售一

体化的第六产业发展。工业重建中，划定港区

特别重建区，拓宽企业商机，推动资金流动。旅

游业重建中，优先恢复高效益设施，推行免费

机场服务和签证放宽政策，开展促销活动。同

时，建立商业街信息网络、促进商业街与政府

和NPO合作，增强应灾能力并活化商业街[38]。

仙台市以灾后恢复的新需求和开拓性项目为

契机，从农业、工业、旅游业出发，扩大与当地

企业的联动，同时吸纳新兴企业，促进灾后经

济产业的快速恢复，以提高城市的经济韧性。

2.3   社会系统重建

社会系统重建由灾后心理恢复、社区参

与重建、协调管理机制构成。灾后心理恢复重

建是促进社区凝聚力，增强社会支持网络的

关键；社区参与促进了重建工作的民主性；协

调管理机制为灾后重建提供多方支持使得效

率提升。三方协同推进，促进社会系统灾后重

建，为建成环境重建及经济产业重建提供保障

（见图7）。

2.3.1   灾后心理恢复

研究表明，大多数遭遇灾难的人都会产

生一系列负面情绪，造成焦虑、抑郁，以及创伤

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39]。灾后心理恢复旨在

帮助受灾者克服心理创伤和困境，恢复心理健

康。现有措施主要包括调查评估、环境营造和

社会支持。调查评估方面，斐济对受灾村民进

行抑郁和焦虑调查，以分析心理创伤并提供支

持；环境营造方面，澳大利亚在森林大火后建

造纪念馆和临时社区，鼓励受灾者留在当地重

建生活；社会支持方面，基督城在坎特伯雷地

震后开展“All Right”心理健康促进运动，向

人们传达心理康复信息[40-41]。通过调查评估、

环境营造及社会支持，从个体到社会倡导积极

的灾后环境，帮助受灾者心理恢复，以促进整

个社区的恢复重建。

2.3.2   社区参与重建

社区参与源于公众参与，但区别在于它更

注重当地非精英、普通居民的参与，而非政府

官员、社会精英或民意代表等精英阶层[42]。作

为灾后经济损失的直接承担者和重建后空间

的使用者，当地居民的意愿对灾后重建过程至

关重要，体现了灾后社会系统重建的民主性。

维多利亚州森林大火后的重建恢复模式

以社区为中心，通过举行社区会议实现社区参

与协商，明确每个受灾社区的具体需求，从而

提供量身定制的恢复解决方案；并建立由社区

民选成员组成的恢复委员会，以促进不同社区

之间的沟通与合作[43]6-12。

此外，坎特伯雷地震后，灾后恢复管理局

图4 仙台市多重沿海保护模式
Fig.4  Multiple coastal protection models in Sendai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3。

图5 基督城灾害风险分区
Fig.5  Christchurch disaster risk zoning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26]改绘。

图7 社会系统重建模式
Fig.7  Soci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model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日本地震应急支援系统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earthquake emergency 
support system in Japan
资料来源：https://dimaps.mlit.go.jp/dimap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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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名为“规划和社区工作集”的在线地

图查看器（见图8），向用户提供土地分区、建

筑物拆除状态、交通以及各类公用设施恢复情

况等信息，让社区了解基督城恢复情况，并为

居民、组织和企业制定恢复计划提供支持，促

进社区对灾后恢复进程的参与[44]。

2.3.3   协调管理机制

灾后环境具有独特性，通常需在短时间

内开展大规模重建和发展，涉及当地及国内外

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因此，灾后管理机构

需统一协调，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以

确保重建工作的速度与质量[46]。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森林大火后，联邦政

府设立了维多利亚森林大火重建和恢复管理

局，作为协调机构推动社区、企业、慈善机构、

地方议会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合作，确保受灾人

群及时获得政府和非政府援助[15]276-277。重建

和恢复管理局下设多个子部门，负责监督灾后

重建的不同方面，包括临时住所、经济恢复、社

会和心理恢复以及利益相关方合作等[43]1-2。通

过建立该协调管理机构，不仅增强了灾后重建

的多方协同性，也加快了恢复进程。

3 对我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的启示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的灾后恢

复重建模式从“国家动员、统一领导”逐渐

转变为“中央统筹、地方主体”（见图9）[10]40。

汶川地震后，我国采用自上而下的“国家援

建”模式，由中央统一领导，通过“对口援助

机制”“统规统建”等方式实现灾区快速重建。

2013年芦山地震后，我国灾后恢复模式逐步

完善，由地方在国家统筹下承担重建主体责

任，灾区群众广泛参与重建[47]29。总体而言，我

国在灾害应对中不断完善灾后重建模式，为全

球灾后恢复提供了中国经验。

同时，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的灾后恢

复重建体系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乡村应灾能力

建设、社会心理资本重建及社会组织参与救灾

等存在问题[10]42。总结国际灾后恢复重建的BBB

理念，有利于完善我国灾后恢复体系，对我国灾

后重建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1   推进BBB融入规划体系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作为各级国土空间

规划的重要专项规划之一，其对于防灾减灾

工作的指导意义不断提升[48]，将BBB理念纳

入我国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是完善新时期空间

规划体系的应有之义。《“十四五”国家综合

防灾减灾规划》指出，我国当前在防灾减灾

救灾方面仍存在综合协调不足、抗灾设防水

平偏低、救灾能力有待加强等短板[49]。因此，

可通过在国土空间综合防灾减灾规划中融入

BBB理念，实现建成环境、经济产业、社会系

统韧性提升的目标。

具体而言，在实施路径上需提升预警、

评估和监测方法，实现技术创新。通过加强建

筑与防灾设施的抗灾能力，以提升空间韧性。

还应增强各类规划间的联动与衔接，完善工

作体系。同时，通过优化经济政策和心理援助

机制提供政策支持。通过动态实施、多方协作

和多尺度的行动准则，有效落实并传导BBB

理念下的灾后恢复重建要求，最终形成基于

BBB理念的国土空间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框架

（见图10）。

3.2   强韧灾后建筑与防御设施

提升建筑与防御设施结构韧性是促进建

成环境重建的关键。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已通

过提升建筑强度、修复防御基础设施等方式

来降低设施脆弱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

国建筑的应灾能力不断增强，但当前国内部

分农村地区住房与防灾设施依旧薄弱，存在

抗灾减灾能力不足的问题[11]7-8。例如芦山地震

后出现的住房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调、基础设

施建设困难等问题[50-51]。因此，我国应通过管

控房屋建设、评估建筑结构强度等方式加强

农村落后地区的建筑结构韧性。同时提升防

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不同建筑环境

特点，制定特殊设防、重点设防及标准设防等

多种设防标准，以降低承灾体脆弱性，提高农

村地区抗灾能力。

3.3   完善灾后恢复监测评估体系

灾后恢复监测评估是建成环境重建的重

点之一，用以评判重建工作的实施成效，有利

于保障灾后重建的实施高效性，促进灾区的

可持续发展[8]662。新西兰等国通过收集多方数

据，建立评估机制来监测恢复进程。我国灾后

重建工作在规划编制技术体系上已较为成熟，

但在规划实施评估方面仍缺乏完整的监测评

图8 在线地图查看器界面
Fig.8  Online map viewer interface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5]。

图10 BBB理念融入国土空间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概

念框架
Fig.10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land and space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lanning under the concept of BBB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我国灾后恢复重建模式演变历程
Fig.9  Changes in post disaster recovery and recon-
struction models in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10]40，[47]29-3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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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目前评估主要集中在实施结果和实施

影响方面[52]，而对于灾后恢复实施过程的评估

仍存有完善空间。未来亟须建立完整的全阶段

灾后恢复监测评估体系，优化监测指标、评估

方法和技术工具。通过完善综合指标体系评估

重建进程；推进空间信息数据库建设和大数据

分析；促进多学科交叉提升评估科学性；运用

遥感等技术实现动态监测评估，从而提高重建

监测评估的准确性。

3.4   强化灾后经济产业恢复机制

灾后经济产业恢复是重建工作的动力来

源。日本等国家通过经济恢复计划、设施恢复

和政策支持等措施实现农业、工业与旅游业的

灾后经济恢复。目前我国通过对口援助的方式

实现了灾后经济的快速恢复，但仍存在经济恢

复与基础设施恢复、居民生活水平间不平衡的

问题[36]199，[53-54]。未来我国应持续完善商业经

济恢复计划、保险制度等灾前恢复对策，以及

租金减免、金融支持、免费就业培训等灾后经

济恢复对策，以实现灾区经济的快速恢复。最

后，应继续推进对口援助机制，建立符合我国

实情的灾后经济恢复体系，以此强化灾后的经

济产业重建。

3.5   健全灾后心理恢复援助机制

灾后心理恢复为社会系统重建提供支撑

性作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通过提供心理

评估和针对性援助，开展社会活动并建立纪念

馆来推进受灾居民的心理恢复。我国已将心理

援助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汶川地震

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落实心理援助工作。同

时，自新冠疫情以来，我国在灾后心理恢复方

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仍存在制度法规操作性

不足、援助机制不完善等问题[55-56]。未来亟需

建立健全灾后心理恢复服务体系，完善党政、

部门及社会多方合作的工作机制，形成分级

分类心理援助体系，提高灾后心理援助的及

时性与可获得性。同时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普

及与宣传活动，增强居民对心理健康的认知，

并依托微博、抖音等新兴互联网平台科学引

导提供心理支持，以此完善灾后心理恢复援

助机制。

3.6   加强灾后社会组织参与重建

社会组织是灾后社会系统重建的重要力

量。斯里兰卡等国家在灾后重建中得到国际非

政府组织广泛援助，促进灾后恢复的进程。在

我国芦山地震后，例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重建，这是我国灾后重建中

社会组织管理的一大创新[57]，但目前社会组织

参与空间仍不足，大量民间社会组织面临参与

限制、专业资源短缺、公信力不足等困境。未来

应持续推进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完善社会组织

配置体系，实现灾区与社会组织的“供需平

衡”。同时加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优

化参与准入机制，并提供专业培训，增强社会

组织参与重建的效率性，常态化、制度化地推

进社会组织参与重建工作。

4 结语

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的加剧，导致自然

灾害频发，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灾

后恢复重建为减少社区脆弱性，提升社区韧性

提供了机会，BBB作为国际灾后恢复重建理

念，对灾后恢复重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

构建BBB理念下的灾后恢复重建模式对我国

灾后恢复重建具有重要支撑意义。

本文结合国外城市基于BBB的灾后重建

做法总结提出BBB理念下的灾后恢复重建模

式，包括建成环境重建、经济产业重建和社会

系统重建3方面。建成环境重建包括建筑韧性

提升、灾害风险分区、灾害风险监控预警和灾

后恢复监测评估，其是经济产业重建与社会系

统重建的基础。经济产业重建分为经济恢复与

产业恢复，其为建成环境重建与社会系统重建

提供动力。社会系统重建包括灾后心理恢复、

社区参与重建和协调管理机制，其是建成环境

与经济产业重建的保障。

通过借鉴国外城市的具体措施，未来我

国可将BBB理念融入规划体系，进一步完善空

间规划体系。应着重增强建筑和防御设施的韧

性，提高构筑物抗灾能力，从而降低灾害脆弱

性。同时，需要完善灾后恢复的监测评估，以保

障重建工作的高效实施。还应提升灾后经济产

业恢复能力，为重建工作提供持续动力。为推

进灾后心理恢复，应健全心理援助机制，并开

展心理健康普及活动。此外，需优化社会组织

参与重建的管理体系，确保社会组织在灾后重

建中的有效参与。

灾后恢复重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恢

复重建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灾害冲击，

BBB理念下的灾后恢复重建模式是一个不断

优化提升的体系，如何结合我国实情，构建更

好地应对灾害前、中、后不同时期的体系值得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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