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NESYS2020」中国社会科学青年学者访日代表团 

线上交流 

 

１． 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本项目通过邀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青年学者

参加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线上交流」，加深对日本灾害管理体制和对策的理解。在新冠疫情期间持

续开展交流活动，加深参加者对日本社会的理解，构筑长久不变的网络机制。 

 

【参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 7名 

 

【日程】 

日期 

地区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内容和反响

（参加人数） 

第 1 次 

2021 年 

4月 26日 

东京都 

【说明会】 

① 项目概要・活动内容・注意事项等方面的介绍 

 

【主题相关讲座、发表、交换意见】 

① 讲座 

主题：「水灾方面的防灾减灾对策」 

讲师：池内幸司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工学系研究科土木工程学专业

教授 

东京大学地球观测数据融合协作研究机构 

机构长 

② 答疑、交换意见 

③ 中方发表 

主题：「中国应急管理 70年：从防灾减灾到韧性治理」 

④ 答疑、交换意见 

参加者提出了日本的灾害

应急管理体制和面向居住

在危险区域的居民的风险

对策等方面的问题。讲师向

参加者询问了关于灾区支

援和援款分配制度及相关

应急管理部门的运营情况。

日中双方对彼此的灾害对

策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非

常感兴趣，广泛地交换了意

见。（参加人数：7名） 

 

 

 

 

 

 

 

 

 

 



 

2．照片  

 

2021 年 4月 26日【主题相关讲座、发表、交换意见】 

日方：「水灾方面的防灾减灾对策」 

中方：「中国应急管理 70年：从防灾减灾到韧性治理」 

 

3．参加者感想（摘选） 

◆ 中国 青年学者 

通过参加此次线上交流活动，对日本在防灾减灾和灾害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哪些防范

性措置，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解。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本人认为：作为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日

本在长期防灾治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日本防灾治灾的主要举措表现为:日本建立了从中央

到地方的治灾组织机构；日本救灾应急机构运转协调；日本重视防灾治灾资金的投入；日本逐渐完善

了防灾治灾的法律体系；日本媒体成为民众了解灾情的重要渠道；日本形成了多元的治灾主体；日本

防灾备灾准备充分,防灾备灾的教育和演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是由于这些细致入微的防灾备

灾治灾举措,才使得日本应对灾害时能够保持镇定和秩序。 

 

◆ 中国 青年学者 

本次的线上交流非常愉快。日方的授课教授做出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交流十分充分，信息量

大，非常感谢。 

 

4．接待方感想（摘选） 

◆ 讲师 

    特别感兴趣的是 SARS 的应急经验成为中国重大灾害的历程中的一个大转机。而且，SARS 的应急

经验还有效地运用在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应急管理中，口罩和 ECMO 的及时增

产这一举措很出色。 

      为防灾治灾而在中央和地方设置联合应急管理组织也是一个适时的应对方案。得知防灾应急管

理不单是将负面危机转化为零，还建立了防灾方面的新产业，觉得非常值得借鉴。 

 

5．参加者的对外宣传、新闻报道等 

 无 

 

6．被邀请者现在与日本的关联的相关发表概要 

 无 

 

实施单位名称：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