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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引导、鼓励和赞助社会科学积极参
与灾害研究 

 
本报特约记者  吴志明  

 
  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来引导、

鼓励和赞助社科界专家学者参与到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当中来。为了解其中的基本情

况，本报记者就有关选题方向采访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为引导社会科学学者参与到自然灾害类突发
公共事件研究当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选题方向上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我办每年发布的《课题指南》中包括了较多的关于应对重大自
然灾害方面的选题。近三年来，共有 60 多项相关的规划选题。例如，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应急和救济机制研究、中国应急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研究、少数民族地区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及其社会管理研究等。选题内容主要包括灾害理论研究、灾害预防预警、

危机管理、灾后恢复重建、自然灾害与环境变迁、应对灾害的历史经验总结等方面。选题主要集

中在应用经济、管理学、政治学、法学、中国历史、新闻学、社会学和民族问题研究等学科。在

重大项目方面，我办每年发布的重大项目招标方向也都有该方面选题。近年，我办发布的重大项

目招标公告中，这方面招标选题有:汶川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相关重大问题研究、应对重大自然灾
害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策研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相关政策措施研究、2020年我国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对策研究，等等。今年招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单介绍一下近年来在灾害相关研究的课题资助方面的基本情况?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2008-2010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关于应对公共危机灾害方
面的课题共 127项，资助研究总经费达 1654万元，其中包括 9项重大项目，118项年度项目。年
度项目中，2010年资助课题 43项，经费 523万元，包括 5项重点项目；2009年资助课题 40项，
经费 382万元，包括 2项重点项目；2008年资助课题 35项，经费 299万元，包括 2项重点项目。
立项课题突出综合研究，涉及学科较多。年度立项课题中，2010 年有 12 个学科资助了这方面的
研究课题，2009年有 15个学科，2008年有 10个学科。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应用经济、管理学、
中国历史、新闻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资助研究单位有知名大学和重点科研单位，也有受灾

地区的高校、科研单位，还有在防灾减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军队系统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有关灾害研究立项成功的课题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全球范围灾害频繁发生的背景下，也给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
一些研究机会。近年来有关灾害相关研究的课题涉及各个学科，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多学科立项，跨地区跨学科综合研究；第二，历史经验总结与危机管理研究相结合，基础

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第三，以水灾、地震、气候变化等重大自然灾害为研究重点，突

出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减灾防灾研究与加强

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相结合，注重长效机制；第五，注重灾后恢复重建研究与弘扬伟大的抗震救

灾精神相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这些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大多数项目正在研究之中，有的项目已经完成结题，有的
项目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譬如，四川大学教授徐玖平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汶川大地震灾后‘经济一社会-生态’统筹恢复重建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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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并批示有关部门吸收和采纳该课题的研究内容，等等。 
  今后，我们将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加大对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研、究的选题规划和项

目资助，引导和鼓励社科界专家学者更多地深入研究，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