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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技术灾害治理机制建设 ：

社会一技术体系的视角

□李程伟
（ 中 国政法大学 地方治理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北京 １ ０００８８ ）

摘 要
：
现代城 市 是各式 各类 的 现代 物 质技 术要素 和人文社会要素 的 系 统 集 成

，
系 由 众 多 社会一技术单元 或

子 系 统相 互 关联 、耦合和嵌套 而 形 成 的 多 层级 、
网 络化 的 复 杂 巨 系 统 。 内 生 于城 市运行过程 的技术 灾 害

，

以 其

多 样性 、 多 发性 、 专 业性 强 、 应 对难度 大 等特征
，
冲 击 着 处 于 现代化进程加 速期 的 中 国 各 大城 市 。 论 文 以

“

社

会一技术体 系
”

为 视 角
，
在 对技术 灾 害及其应 对特征进行合理认知基础 上

，
分析 了 我 国 城 市技 术 灾 害 治 理机

制 的 现存弊端
；
对 于 时 序 维度上 的 减 除 、 准备 、

响 应 、 恢复等子机 制 建设及其 信 息技术 支撑
，
进行 了

一 定 的 对

策分析和设计 ，
意在 为 城 市安 全治 理提供一 定 的 启 发或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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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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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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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
人类是有限理性的存在 ，其所建构的技术

＇＾

 体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可靠运行 。 现代社会

尽管具体的灾害各式各样
，但抽象地看 ， 技术灾害 的应对难度和致灾深度正是风险社

基本上表现为异常物质流动及其能量无序释会深化的重要表征 。

放而对人类生命和物质财富造成损害 。 伴随自 改革开放以来
，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

着科学技术及其生产力 的发展而产生和演化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
我 国各大城市的建设与

的技术灾害 ，就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 、突 出体发展一直呈现加速扩张态势 。 在此背景下 ，城

现风险社会特征 的一种基本灾害类型 。 从 比市
“

建
”

与
“

管
”

、地上与地下 、 中 心与边缘 、传

较的角度看
，
它与 自 然灾害生成 的

“

下 向 因统与现代 、扩张与巩 固 、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

果
＂

（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ｃａｕｓａ ｔ ｉｏｎ

）机制 （来 自 人类外部社会 、 社会与市场等等方面的关系 和矛盾错

自 然力 的释放而对人类共同体造成危害 ）不综 交织 。 面对如此快速集成起来 的 巨 量 的

同
，技术灾害生成的机理可 以概括为

“

上 向 因
“

人
”

的要素和
“

物
”

的要素交织而成的复杂 网

果
＂

（
ｕｐｗａｒｄｃａｕｓａｔ ｉｏｎ

） ，
即它是直接或 间接地络 ，

现有 的城市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还难以

由
一定人因要素引起

， 藉 由
一定技术体系 的同步适应

，诸如各类火灾 、有害化学物质泄漏

功能失序 ，
而对一定范 围 的共同体造成生命与爆炸 、油气管线爆炸 、交通运输事故 、市政

或财产的危害 。 即使是 因为现代技术体系 内基础设施事故 、 民用住宅塌 陷 、 各种安全生产

部构成 、互动及连接的复杂性 ，
而在正常运行事故 、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等技术灾害时

区间所产生 的
“

正常
”

事故 ｍ
，
亦应 当 间接地将有发生 。 从

“

社会一技术体系
”

视角 出发 ，对城

其看成是一定范围 的人因要素所致
，
因为现市技术灾害治理问题进行学理性和对策性相

代技术体系本身就是人类理性 （有限 ）物化的结合的研究
，
对当前我 国各大城市有其参考

结果 。 相对于上帝 （ 如果存在 的话 ） 的无限理或启示价值 。

收稿 日 期 ：
２０ １ ５

－

１ ２
－

１ ８

基金项 目
： 中 国 政法 大 学校级人文社会科 学研 究 项 目

（
０８ＺＦＧ８ １ ００４

） ；
国 家 哲 学社会科 学规 划 重 大 项 目

（
２５ ５ １ ３００３

）

作 者 简 介 ： 李程伟 （
１ ９６５

－

） ，
男

，
中 国 政法 大 学地方 治 理 与 危机管理研 究 中 心 主任 、教授 ，

政 治 学博 士 。

－

８－

犇犗犐牶牨牥牣牨牰牫牰牭牤犼牣犮狀犽犻牣牨牨牠牬牥牭牬牤犱牣牪牥牨牰牣牥牪牣牥牥牪



《
北 京行政学 院 学报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２ 期？城市 治理的 制度与技术

＿ 既给人类带来 巨 大福祉 ， 同时也带来 了潜在
＂

 的 已知或未知 的风险 Ｐ］

，
从而对科学有效 的技

在科学技术和现代生产力 的有力推动下 ， 术灾害治理机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

现代社会愈益成为
“

社会体系
”

（人的关系系统 ）＝

和
“

技术体系
”

（人造物的功能系统 ）紧密耦合的
一

复杂网络
，
其空间范围则上可抵达太空 （如宇宙 （

一

）技术 灾 害与 治理机制认知

飞船 ） ，
下可触摸深海 （如载人深海潜水器尸 。 现应当说

，
城市技术灾害 内生于城市社会一

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集 中体现 ，
是各技术体系 的运行过程

，
因其生成的人因性故而

式各类物质技术要素和人文社会要素 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可控性
；
但就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

集成
，
内蕴众多

“

社会一技术单元
”

（想象
一下运而言 ，则较 自 然灾害为低 。 鉴于技术灾害应对

行中的公交车辆 、地铁 、飞机 、车站 、商场 、体育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程度高 ，
不 同类型灾害应

馆 、电影院 、各式各类企业… …如此等等 ） ，是
一 对的整合程度较低

，故实践中并不存在单
一整

个高度开放 、快速运转 、非线性作用的社会一技合的法律法规及其应对机构
，
而是存在着多种

术复杂体系 。生活于现代城市的人类共同体 ，实不同的专业管理机构和应对政策 。 由于科学技

际上是凭借科技集成度高且功能便捷的技术术的不确定性
，
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很难预测

网络体系 ，
而与外部环境进行相互作用的 ， 由此何时会遇到何种新的灾害 ，

以及其损害程度有

便获得了极大的生活便利和福祉 。 这与传统城多大等问题？ １２

。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
对于

市主要利用生物能 （如马吃草拉车 、供人骑乘 ） 、 技术灾害多数情形下也是分专业 、分领域区别
一定的 自然能 （如风力和水流落差等 ）

和少量化对待的 。 与技术灾害有关的机构分别做预防和

石能源等直接而简陋的技术手段是不可 同 日准备
，
比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各阶段更能减少灾

而语的 曰
。 由于没有现代技术体系做依托和 中害发生 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 １ ２

；
只 是在事

介
，传统城市基本上是直接暴露于 自 然灾害面故发生后的应急响应和救援活动上 ，

由做好应

前 ，
抗冲击力小 ，

灾害后果严重。 现代科学技术急准备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 （
必要时具备无缝

的发展 ，
不仅极大地提高 了人类的灾害认知水隙启动相关联动 的机制 ）会更加有效 。 对于技

平
，
而且赋予城市防灾和救灾以有力 的技术手术灾害的上述认知 ，是探讨其治理机制 问题的

段和物质依托 ，
这是现代城市社会一技术耦合前提 。

体的突出优势和特点 。
“

机制
”

概念在我国是一个高频词汇 。 与社

从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看 ，
现代城市既会科学在学理上主要解释社会现象背后两事

是众多
“

社会一技术单元
”

或单位的关联耦物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机理有所不同 ，管理实

合
，
也是一定时间一空 间下运行和演化的有践中 的

“

机制
”

主要指涉一定社会系统或工作

机整体 ［
４

］

。 这
一整体既体现为一种耗散结构

，
系统之构成部分或环节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耦

时刻都在与外界进行着物质 、 能量和信息 的合及其功能生成与运行的机理 、过程和方法＼

交换
，
从而不断地从环境吸取能够致使 自 身鉴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 、

有序化的负熵 ； 同时也体现 出 髙 的 自 洽性
，
即协变和转化的关系 ，故而机制研究 中必不可免

有机体 自 身能够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 ，
并不地要涉及这一相关内容 。

断地调节这个过程 以保持整体结构 的 自 足性 （
二

）
现行治理机制 的弊端

和整合性气 其所 以 如此 ，
原因就在于城市各当前我国各大城市技术灾害的应对机制 ，

组成部分 、单元 、要素 、环节 、过程等既具有各均是遵循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流程 ，

自 的特定功能 ，
又具有时间和空 间上的连接即预防与准备 、监测与预警 、处置与救援 、恢复

性和耦合性 。 如果这种连接性和耦合性 的实与重建这四大阶段而加以架构 。 这
一基本流程

现受到阻断 ，
这一有机整体就会失序和紊乱 。 统一适用于各行政层级对 自 然灾害 、事故灾难 、

正像唯物辩证法所指 出 的 ， 任何事物都有两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四大类事件的应对。 应 当

面性
，
现代城市社会一技术体系 的快速发展 ， 说

，
在上述四类事件中 ，

社会安全类事件具有特

－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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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性 。 它大多属于转型期群体利益表达的尖锐济与社会发展五年专项规划
，
主要 内容须包括

化形式 ，
对其作何应对实际上主要取决于执政明确风险源 、风险领域和风险 区域 ，

确定风险

党的政治考量 ；
在法治状态下 ，

它是社会利益表防治原则和方针
，
制定风险因子 目 录及其标准

达的一种正常机制 ，
而不会被当作安全来应对 。 （如有害物质定义 、标准及分布等 ） ，分项 目设计

排除掉这一特殊类型
，
事故灾害和人因性公共 执行计划等等内容 。 鉴于现行机制的减除环节

卫生事件属于技术灾害范畴 ，但现行的 、

一刀切薄弱 ，使其对
“

慢性危机
”

（如雾霾 ）反应迟钝 ， 易

的四阶段应对机制 ，
对于技术灾害治理的最大于任其积累放大而变成

“

急性危机
”

，
造成不可

弊端是 ， 它只能像应对 自 然灾害类事件那样按逆转的后果
，
因此

，
对

“

慢性危机
”

的减除应当是

照事前 、 事发 、 事后的时序线性而被动性地行制定技术灾害治理计划的重点 。

进。 原因就在于这一机制是以特定事件触发作以上所述是从城市社会一技术体系整体

为逻辑基点
，
其中的预防准备子机制也是着重规划着眼的

，
其具体运行则必然涉及政府部

以该特定事件为靶的而准备的 。 在善后恢复和门 、各社会一技术单元与相关社会组织之间的

预防准备之间
，
缺失了灾害减除机制 ，

从而使得互动 、互赖与各 自 责任落实等具体问题 。 鉴于

当前城市技术灾害应对机制的运行出现断裂 ，
现代城市社会一技术单元在类型 、 运行环境 、

即无法经由技术灾害风险因子之
“

减除
”

这一承安全水平 、条件 、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千差万别 ，

“

前
”

（恢复 ）启
“

后
”

（准备 ）
环节

，
实现

“

恢复
”

与那种不对监管对象进行具体分析的
“
一刀切

”

“

准备
”

的通达和有机衔接 ，
即无法形成 由

“

减式的风险监管 ，
表面看来执法严厉

，
事实证明

除一准备一响应一恢复
”

所构成的环式循环结监管绩效并不彰显 。通过对社会一技术单元分

构＾１ ５３

。其消极后果就是 ，善后恢复机制对经验教领域 、分类型建立风险评估机制 ，
根据动态 的

训的总结与学习往往侧重究责问责 ，
不能很好评估结果配置监管资源和活动次序 ，

合理选择

地作用于风险减除 ， 技术灾害治理的政策框架奖与惩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
是落实社会一技术

缺乏必要的战略性和前瞻性 。单元主体责任 、形成技术灾害风险治理合理格

四 、时序维 Ｊｔ的技赖害治酿繼设Ｍ的 ＩＨ确赫 。 另外 ，
就難陳会－技术单

涵言
，
通过

“

技术法
”

加强技术运行可靠性

针对城市技术灾害应对机制的前述弊端 ， （如对于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工程加固 ） ，
通过

需要本着人文城市 、安全市政的理念 ，
以减除

“

教育法
”

提升人的行为的安全性
，
通过

“

程序

机制为核心 ，
从

“

减除一准备一响应一恢复
”

有法
”

来规范各单元操作和运行的流程 （如水电

机衔接和循环上升的角度
，
加强城市技术灾害气热 、交通通信网络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的安

治理机制及其相关政策的优化 。全巡检制度 ） ，

三法并举并相互协同 ，
也是微观

（

一

）减除机制 的建设层面风险减除的重要方法
“

减除
”

的英文单词是 ｍ ｉ ｔ ｉ
ｇ
ａｔｉｏｎ

，
在公共安 （

二
）准备机制 的建设

全领域包含
“

减少
”

（
ｒｅｄｕｃｅ

） 、

“

消除
”

（
ｅ ｌ ｉｍ ｉｎ ｉａｔｅ

）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 ，准备机制 的建设应

引起突发事件的可能风险或后果及影响这两以应急预案的制定与优化为龙头 。针对不同类

重含义＼ 国 内学界将其译成
“

减缓
”

或
“

减灾
”

， 型和等级技术灾害的在人员 、物资 、设备 、信息

难以涵盖
“

消除
”

和
“

预防
”

的 内容
，
故本文采取等方面的准备 ，

均须借助预案予以合理配置并
“

减除
”

的译法 。 技术灾害减除机制的核心应当进行功能组合 。 通过制定 、演练 、运行和评估预

是技术灾害的风险评估 ，落脚点是灾害预防 ，
关案

，
应及时发现各类技术灾害应对在风险排

键是提高城市政府部门 和社会一技术单元的序 、资源匹配 、应对流程 、监测 、预警
，

以及其他

风险分析与治理能力 。 城市政府应当通过实施预防和准备活动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或漏洞
，并

周期性 、专业性和制度化的风险评估 ，
标定灾害动态地予以修订和完善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风险根源 、风险领域和风险区域
，
掌握技术灾害灾难性技术事故的小概率性本身就意味着 ，

不

脆弱性态势
，
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和能仅仅依赖通过 已发事件去检验和提升应急

计划 。 技术灾害治理计划应当纳人城市国 民经预案的充分性和适宜性
，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

－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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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各种形式的预案模拟演练 、 沙盘推演 、 可以解释这类现象的产生 。 由于缺少这一衔接 ，

动态优化等是极端重要的 。 鉴于灾害事件的演善后恢复阶段的调查评估就只能更加侧重于应

化和流变具有多样性 、 快速性和难预期性 ，
政急过程的评估和责任追究的调查

，
再加之这项

府 、部门和具体单元的预案应当具备 良好的交工作 目前主要 由政府主导进行 ，护官心理 、遮丑

互性 、衔接性 、新的功能模块的快速组合性 ，
预心理 、维稳心理等等作祟 ，

导致调查评估结果及

案是用来在变动不居 的环境 中提升思维的开信息难以全面公开
，
由此便削弱 了深层次经验

阔程度和应对的智能程度的 ，
而不是事发后的教训的总结及全社会学习 （包括政府部门 ）的推

僵化教条和机械手册。展。如此
一来

，
何谈将这些经验教训及全社会学

（
三

）
响应机制 的 建设 习 的结果传导到风险预防及其准备上？５

。 所带

与 自 然灾害发生后政府部 门实施综合性来的后果便是技术灾害治理政策框架本身的适

的应急救援与处置有所区别
，
技术灾害因专业应性变革及其制度供给始终不足 ，

这一问题在

领域和技术类型的不 同而有不 同 的应急响应当前我国城市技术灾害恢复机制建设中迫切需

特点 。 强调专业性 、专业化和专业能力 ，是这类要解决 。

灾害应急响应的特点 。 由 于技术灾害发生后 ， （
五

）信息技术支撑

在进行紧急处置前需要先对灾害性质 、 规模 、不言而喻 ，
现代城市的技术灾害治理机制

原因等进行评估 ，
所以相 比 自 然灾害的响应活建设及其运行离不开充分的信息支撑及其相应

动其进程要慢一些 。 规模较大的技术灾害发生的技术条件 。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全方

后
，
可能涉及到居民疏散 、救护物品供给 、避难位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形式 ，

在全

场所设置 、事发地 区安保等等事项 ，
需要启 动面到来的信息社会里

，

“

信息
”

成为首要的活元

准备阶段所建立的有关机构之间 的协调 网络素 ，
它既能表征物质和能量的状态和过程 ，

也能

或联动机制
；
但是 ，

对于技术灾害应急处置来用量化的方式表达 自 身 ， 信息 由此成为
一种使

说
，
以担负主责任务的专业部门或单位为应急世界得以展现的新方式一信息方式Ｍ 。 由于

响应主导和先导 ，
相关政府及部门主要发挥支信息具备相对于物质和能量的独立性以及可分

持网络的作用
，
是符合技术灾害治理规律的 ， 享性的本体论特征 ，

因此不论是技术灾害物的

这一模式可以概括为
“

专业主导一政府支持
”

。 过程还是人的过程
， 都蕴涵着表征物质和能量

从这一角度看 ，
现在通行的技术灾害级别越实体及其关系的信息编码 ，

全面采用信息方式

高 ，
现场指挥权越是层层上移 ，

现场专业决策表达 、反映 、认识技术灾害 ，
并藉由信息技术手

变成政治决策 、专业处置等待政治领导决策的段治理灾害 ，
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 。

不合理现象
，
的确需要尽快改变 。 将导致应急结合有关城市应急体系五年规划编制 的

延缓的政府等级处置 ，
调整为 网络化支撑的专经验

，
融合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具体内容可以

业处置一政府协调的机制 ，
实现应急处置权和有％重要基础设施抗灾能力评估和关键资源

决策位置下移 ，
有利于城市技术灾害治理效率安全评估所生成 的风险隐患数据库和安全预

的提高 。警
；
轨道交通 、地面公交 、通信 、供排水 、供电 、

（
四

）恢复机制 的建设供气 、供热等重要市政设施规划设计和建设运

善后恢复的功能是复原灾害冲击的社会一 营安全标准的信息表达及其在业务可持续管

技术单元和社会一技术体系 ，
使受损害的城市理

（
ＢＣＭ

） 中 的应用 ；
城市重要技术系统相关人

生活及其群体回归事前状态并有所发展 。 对于侵检测 、冗余备份 ，
以及业务数据信息安全保

那些机理复杂 、 长期后果难以预料的技术灾害护和定期数据备份机制
；
利用 电子政务共享交

（如环境污染类的
“

长投影危机
”

） ，
现行的做法换平台

，
整合有关系统基础设施数据库信息 ，

常常是有紧急处置 （含即时善后 ）而无可持续的建设城市应急基础数据库 ，
以及运用大数据进

善后
，
易于导致其他类事件 （例如石油泄露污染行城市安全预测和分析判断等 。

海域导致渔民群体上访就属于这种情况 ） 。 如前目前需要特别引起关注的是物联网在城

所述
，
缺乏减除机制在恢复与准备之间的衔接 ， 市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前景 。物联网建立在智能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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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 网络化的基础之上 ，
但在结构和功能上又地生成

，
各大城市的公共安全建设将不断进人

具有 自 身鲜 明 的特征 ，
它超越 了信息在电子物法治轨道 。 随着依法治 国进程的不断推进和 国

理空间运行的虚拟世界 ，
而直接面 向外部实体家对地级市地方立法权的逐渐授予

，
这一景象

世界 ， 能够以感知互动的方式 ，
使信息世界与应当是可以期待的 。

实体世界深度融合 。 诸如各类安防物联 网 、交

通物联网 、安全社区物联网 、安全生产监测与参考文献 ：

预警物联网 、环境与生态灾害检测物联 网 （如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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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灾害的治理能力就可 以制度化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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