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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本文认为，实施“一

带一路”减灾合作研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强烈现实需求，并就设立“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

提出有关重点工作的设想，同时建议建立中巴地球科学中心及国际减灾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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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提出并牵头组

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1]。《“十三五”

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强顶层设

计，长远规划，择机布局，重点在数理天文、生命

科学、地球环境科学、能源以及综合交叉等我国已

具备优势的领域，研究提出未来 5 至 10 年我国可

能组织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工程 [2]。我国政

府根据时代特征，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这对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划时

代的重大意义。这其中，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而国际减灾科

技合作则是润物细无声的民生工程。“一带一路”

处于全球主要地震和地质灾害带，科学防灾减灾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尽早设立“一

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保障“一带一路”

战略顺利健康推进。

1　“一带一路”减灾合作研究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三大洲，沿线自然环

境差异大，灾害类型多样（如地震、水旱、地质、

海洋灾害）、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危害严重。仅

在 21 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里，沿“一带一路”就发

生了十多次 7 级以上强烈地震。沿线多数国家经济

欠发达，抗灾能力弱，频繁发生的灾害严重影响民

生安全、制约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国家甚至因巨灾

造成社会和政治动荡，减灾需求非常迫切。国际灾

害数据库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灾害

损失是全球均值的两倍以上，灾害死亡率远远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南亚和东亚高出达 10 倍之

多 [3]。因此，防灾减灾是沿线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现

实问题，是各国的共同关切，易于开展合作，是推

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涉及大量跨境和海外

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风险程度高。据估算，仅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需求

就高达 8 万亿美元，而未来 10 年我国在“一带一路”

上的投资总额将达到 1.6 万亿美元。这些重大工程

亟需防灾减灾与风险防控技术的支撑和保障。

总体上，推动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合作研

究，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防灾减灾能力，凝聚“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民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顺

利实施；也有助于沿线国家建立多边、双边信息共

享与防灾减灾联动机制，增强沿线国家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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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沿线各国防灾减灾与科技合作，提升我国与沿

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增强我国在国际治

理体系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2　“一带一路”减灾合作研究具有强烈现

　　实需求

2.1　沿线国家防灾减灾基础研究薄弱

“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科

研基础和积累薄弱，缺乏基础数据以及灾害形成机理、

风险分析、监测预报与防治等方面的研究，自然灾害

损失巨大。这已成为部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民

生艰难，甚至政局不稳的重要原因。同时，沿线国家

政体复杂，灾害类型多样，活动特征差异巨大，社会

经济与灾害管理机制不同，防灾减灾实践各有特点。

在此背景下，重大建设工程的安全保障程度低，一旦

出现灾害则损失极大。例如，中巴喀喇昆仑公路 2010

年因巨型滑坡堵江形成堰塞湖，导致中巴经济走廊中

断五年，对双方经贸往来和战略合作均造成严重影

响 [4]。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亟需充分利用我国北

斗导航系统、高分辨率空间对地观测、现代通信技术、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沿线国家孕灾背景和灾

害数据库，大幅提高其减灾能力。

2.2　沿线重大基础设施与工程亟需全面系统的风

　　 险评估

“一带一路”是地震高烈度区，也是地质灾害

风险区，一系列在建与规划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

建设项目需要开展全面的灾害风险评估。如不能提

供准确的潜在风险信息，将会影响相关外交政策与

策略制定、工程方案比选与决策、工程风险分析与

防范。同时，许多境外投资没有开展系统的政治、

法律、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风险评估，直接

应用国内常规做法，难以应对国外复杂形势，往往

导致停工、停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和国际影响。

因此，亟需对规划的经济走廊及重大基础设施与工

程提供科学全面的决策依据。

2.3　沿线防灾减灾前沿科学和技术瓶颈需要突破

“一带一路”沿线特殊自然环境条件下的灾

害机理及其防灾减灾理论与技术研究是前沿科学问

题，许多技术瓶颈需要突破。“一带一路”跨越高

寒、高环境梯度、高地震烈度区及太平洋和印度洋

季风区，成灾环境复杂，强震、洪水、干旱、滑坡、

泥石流、冰湖溃决、冰崩、冻融、海啸、风暴湖、

赤潮等灾害非常突出。对这些特殊自然环境下的孕

灾机理、成灾机制与减灾技术研究较少，特别是极

端天气、强震、工程扰动等多因子耦合作用下巨灾

及复杂灾害链形成与演化研究，是国际防灾减灾前

沿科学问题，甚至是防灾减灾研究的空白，也是国

际减灾和我国境外重大工程减灾的科技瓶颈。

2.4　亟需建立协调、联动、高效的国际减灾合作

　　 模式

由于缺乏高效的多边信息共享与减灾协调联

动机制，沿线国家难以应对重大跨境灾害，从而威

胁到其境外投资与重大工程安全，乃至地缘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具有很多跨境高大山系与国际河

流，上游灾害往往危及下游多个国家，亟需信息共

享与多国联动机制。但目前重大自然灾害的调查和

防灾减灾基本由当事国单独开展，信息不能共享，

难以满足跨境灾害防灾减灾需求，导致跨境灾害和

境外重大工程灾害的减灾和救援应对迟缓，加重了

灾害损失。例如，2000 年，我国西藏易贡巨型滑

坡堰塞湖溃决，形成洪峰，不仅横扫我国境内河谷，

还造成下游印度 7 个邦成灾，死亡和失踪约 130 人。

由于当时信息交流机制不畅，这次灾害一度影响

了两国关系。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亟需

沿线各国建立灾害信息共享与防灾减灾协同联动机

制，建立协调、联动、高效的国际减灾合作模式，

整体提升沿线各国防灾减灾能力。

3　设立“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

为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程度和应

对灾害风险能力，应尽快设立“一带一路”防灾减

灾国际科学计划。该计划旨在以我国为主，联合沿

线各国科学家，形成灾害研究网络，全面系统开展

“一带一路”灾害基础理论与技术研究，解决防灾

减灾关键科技问题，探索共同应对灾害的跨国协作

机制，在满足我国境外投资与重大工程安全需要的

同时，有效提高沿线国家防灾减灾能力，促进民心

相通，推动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同时，通

过该计划，还可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

环境与灾害基础数据的收集，实现数据与信息共享。

这既有利于沿线国家的防灾减灾，也有助于我国加

深对沿线国家的了解，更好地建设“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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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问题研究专题·

3.1　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重点工作

（1）获取基础数据，支撑决策与减灾

利用北斗导航系统、高分辨率空间对地观测、

现代通信、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开展“一带一路”

沿线孕灾背景本底调查，构建综合减灾数据库与信

息共享平台，支撑国家决策与减灾工程。

（2）突破科技瓶颈，提出系统减灾方案

开展“一带一路”重大自然灾害潜源识别、形

成机理、风险评估、灾害区划、监测预警、工程防

治和风险管理的全链条综合研究与减灾示范，解决

防灾减灾的基础理论和关键科技问题，支撑重大基

础设施与工程建设安全保障。

（3）发展减灾产业，以中国技术造福沿线国家

借助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治理等技术和产

品的研发推广，促进我国遥感、导航、通讯等先进

科技走出去，促进工程技术规范的本地化，服务中

国技术出口战略。

（4）构建合作减灾机制，实现域内民心相通

构建重大灾害信息共享与跨境多边联动国际

减灾合作机制，支撑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区域

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

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服务国家地缘政治安全。同

时，为沿线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增强防灾减灾

能力，支撑可持续发展，赢得域内国家民心，提升

我国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3.2　建立中国 - 巴基斯坦地球科学中心

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先

试区和重点区，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极其

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中巴经济走廊自然灾害极

度活跃，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直接威胁走廊建设安

全，严重阻滞区域牵引效应发挥。我国相关科研机

构在沿线的科学研究与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具有良好

基础，巴基斯坦政府和科研机构也有将“2025 远

景规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强烈合作愿望。

通过建立中国 - 巴基斯坦地球科学中心，将其打造

成“一带一路”倡议中推进我国软实力提升总体规

划的先行先试项目，成为“一带一路”地区科技合

作和创新发展的战略实践创新区和成效示范区，以

地球科学前沿问题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重大

科技问题为导向，开展全链条研究，保障相关重大

工程建设的规划实施，可为沿线地区提供可持续发

展动力，探索以“科技走出去”带动“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发展的范式，大幅提升我国有关“一带一

路”倡议的国际治理能力和话语权 [5]。

中巴地球科学中心将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弥补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山脉交汇区地

球科学研究的不足与空白，引领地球科学前沿研

究；开展自然灾害减灾理论与技术研究及示范，为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安全保障；开展极度脆弱区

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的研究与技术示范，为中巴经

济走廊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开展资源、扶贫和山

区发展研究与示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可

持续发展；通过基础理论、技术研发、工程示范的

全链条综合研究，提供支撑走廊建设的系统理论与

技术体系，全面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

发展，夯实走廊民心工程。

3.3　建立国际减灾研究院，支撑国家科学计划实施

依托“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择

机建立由国际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减灾研究院。

主要职责是：提出国际减灾科学研究前沿领域与方

向，组织国际科学研究计划，开展综合减灾研究，

发布灾害风险评估报告，推广全球减灾模式与经验；

开展与联合国减灾署（UNISDR）和联合国发展署

（UNDP）的合作。研究院的建立和活动将提升我

国在国际减灾事务中的话语权，扩大我国的国际影

响力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4　结束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

上指出，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推进文明交流互

鉴，重视人文合作；切实推进安全保障，完善安全

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应急处置”[6]。因此，我们

应尽早设立“一带一路”防灾减灾国际科学计划，

保障“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健康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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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ization of innov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eature of the new round 
globaliza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deepen the glob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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