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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度，以提高农村民居抗御地震灾害的能力为目标，论述了在 

我国农村地区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 目标；介绍了“十一五”国家防震减灾规 

划重点项目一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的建设内容。涉及农村民居基础资料调查与抗震能力评价、 

农村民居抗震实用化技术研究与开发、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建设、农村民居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和 

技术培训、农村民居抗震技术服务网建设、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投入机制、政策研究及国际合作等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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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en a new rural village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seismic resistance ability of rural houses 

as underlying standpoint。the necessity，feasibility and objectives of“the seismic safe rural houses project 

(SSRHP)”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project include survey and seismic re— 

sistance assessment of rural houses，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practical anti—seismic technology，develop— 

ment of seismic safety demonstration village／region，seismic safety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training，establishment of seismic safety technologic service network，investment mechanism，promotion 

policies an 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onstruction of seismic safety rural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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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 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列为 

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首要重大历史 

任务，其中，解决农村安全问题为“大力发展农村公 

共事业”的建设内容之一⋯。并明确提出“坚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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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 

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 

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 

机制。” 

我国是遭受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 

世纪发生的破坏性地震占全球 1／3，死亡人数高达 

60万，占全球 1／2。我国破坏性地震大多数发生在 

农村地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员近 60％为农村人 

口。1920年宁夏海原 8．5级地震造成 23．5万人死 

亡；1927年甘肃古浪 8．级地震造成 10万人死亡； 

1966年邢台7．2级地震造成8千多人死亡 ；1970年 

通海7．8级地震造成 1万 5千多人死亡 。地震造 

成房屋倒塌是农村地区人员伤亡重大的直接原因， 

而且直接经济损失的 85％ 一97％也来 自房屋破 

坏。因此地震是威胁农村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突 

出自然灾害。 

目前我国有 8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其中约 

6．5亿人口居住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大于 0．05 g 

(相当于基本烈度Ⅵ度)的地震危险区 J。农村地 

区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防灾减灾意识淡薄，国 

家又未将农村地区建房纳入规范管理，大多数房屋 

未经正规设计 、施工，自行建造，基本上处于不设防 

状态。村镇房屋抗震能力普遍低下，直接危及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发展。6级左右地震甚至一些 

4级左右地震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如 

1997年广东三水 4 2级地震、1999年甘肃文县4．7 

级地震和2000年河南内乡4．7级地震等，都造成了 
一 定的人员伤亡和较大的经济损失 。 

近年来发生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地震造成了严重 

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教训惨痛。仅2003年发生的 

地震中，新疆巴楚一伽师 6．8级地震死亡 268人，伤 

4853人，684万平方米房屋破坏 ，直接经济损失近 

l4亿元 ；甘肃民乐 一山丹 6．1级地震死亡 l0人， 

伤46人，261万平方米房屋破坏，直接经济损失 5 

亿多元①；云南大姚 6．2级地震死亡 5人，伤 57人， 

133万平方米房屋破坏，直接经济损失4亿多元 J。 

以上几次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都是在地震发生在人 

口较少的地区或发震时间正值多数人员在户外活动 

的背景下，如果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或夜问，伤 

亡人数至少会增加一个数量级，伊朗巴姆 6．8级地 

震造成 7万多人伤亡的惨剧就会在我国重演。另 

外，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地震在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 

经济损失的同时，还会造成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人 

无家可归，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例如2005年在我国 

大陆少震的江西九江发生了5．7级地震，造成 13人 

死亡，613人受伤，1．8万余间房屋倒塌，房屋中等破 

坏6000万平方米，仅江西灾区直接经济损失 17．9 

亿元，其中，95．5％为民房破坏所造成。因地震失 

去住所人员9．9万人，对户外居住大量灾民的安置 

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大难题。② 

为了有效减少地震在农村地区造成的人员伤 

亡，在农村地区实现我国2020年的防震减灾奋斗目 

标，按照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 

《国务院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国发 

~2oo4 325号)的具体要求，中国地震局在组织编制 

的国家防震减灾规划中将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列 

为“十一五”规划的重大项 目，并组织了该项目建议 

书的编写。通过示范工程建设来推动全国地震安全 

农居工程的实施。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践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 

必然要求和具体行动。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 

程，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事关 

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也是新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充分体现。本 

项 目建设的必要性体现在社会公众和政府的需求、 

防震减灾事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和国内外在地震安全 

农居建设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经验教训等三个方面。 

1．1 社会公众和政府的需求 

农村地区地震安全问题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胡锦涛总书记在 2003年年初召开的农村工作 

会议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在农村，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回良玉 

和曾培炎副总理对 18位院士联名提出的“地震安 

全农居工程”建议书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地震局商 

发改委、建设部等单位予以研究。 

农村地区地震安全问题是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新时期我国防震减灾奋斗 

目标的关键。《国务院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 

① 甘肃省地震局．2003年甘肃民乐 一山丹 6．1、5．8级地震灾 

害评估报告．2003． 

② 江西省地震局．2005年 11月 26日江西九江 一瑞昌5．7级 

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报告(江西省部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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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确立了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奋斗 目标：“到2020 

年，我国基本具备综合抗御 6级左右、相当于各地区 

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的能力”。农村地区是我国防 

震减灾工作的薄弱环节，没有农村民居的地震安全， 

防震减灾奋斗目标不可能实现。国务院文件明确要 

求，防震减灾工作必须由局部的重点防御向有重点 

的全面防御转变，并将“逐步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 

全工程”作为我国防震减灾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 
‘ 。一

0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 

责。回良玉副总理在 2004年7月 20日召开的全国 

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加强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经济相对落后 

地区的防震减灾工作的指导，通过政府给予适当补 

贴、制定优惠政策，及时启动“地震安全农居工程”， 

尽快提高农村地区的防震能力。《国务院关于加强 

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必须高度重视并尽快改变农村民居基本不设防的 

状况，提高农民的居住安全水平。普及防震抗震知 

识，使广大农民把建设安全农居变为维护自身生命 

安全的自觉行动。各级地震 、建设部门要组织专门 

力量，开发推广科学合理、经济适用，符合当地风俗 

习惯，能够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不同户型结构的农村 

民居建设图集和施工技术，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 

要对地震多发区、高危险区的农村建筑工匠进行培 

训，提高农居建设施工质量。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在 

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 

示范工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提高农村民居抗 

震能力。 

未来 15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农村地区经济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农村民房 

更新换代进入一个新高潮，对农村民居地震安全提 

出了更高要求。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能够 

且愿意建造既美观舒适又具备抗震能力的民居；而 

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是我国中强地震频发地区， 

农民对建造抗震民居的愿望更为迫切。按照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 

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实施 

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切实提高农村民居抗御地震的 

能力，保障农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 

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处于地震相对活跃阶 

段 ，防震减灾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农村地区地 

震安全问题更为令人堪忧，为了最大限度减轻地震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应尽快立项实施“地 

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 

1．2 防震减灾事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建立健全震灾预防体 

系的基本要求。2000年，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建立健 

全地震监测预报、震灾预防、紧急救援三大工作体 

系，对防震减灾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城 

市的防震减灾工作中，通过开展防震减灾示范工程、 

震害预测、地震小区划、活断层探测、抗震设防要求 

管理、防震减灾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等，城市的防震减 

灾能力显著提高。而农村地区防震减灾工作仍十分 

薄弱，农村民居基本不设防、农民建房未纳入规范管 

理 、村镇规划未考虑地震安全问题等，已成为建立健 

全震灾预防体系的严重障碍。 

新时期农村建设对防震减灾事业提出了新的要 

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农民已基 

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13益 

加快，建造新型民居已成为农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同 

时对民居地震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可供 

农民选用的抗震民居设计图纸、场址选择的相关知 

识、经正规培训并具备抗震意识和技能的工匠等。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地震部门管理社会、 

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长期以来通过对农村震害的 

考察、地震灾区重建和相关科学研究等，我国在农村 

民居抗震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科技成果，但这 

些经验与成果在农民建房中尚未被很好的推广和应 

用。随着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和我国防震减灾 

工作由局部的重点防御向有重点的全面防御转变， 

农村地区的防震减灾工作，特别是震灾预防工作已 

成为地震部门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实 

施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可制定有关抗震农居建设 

的法规与政策，提供抗震房屋建造与加固图纸，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技术服务体系和人员队伍，实现对农 

村地区抗震设防的有效管理和技术服务。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可为国家制定社会发展 

规划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房屋 

的结构类型、建造年代、抗震能力、抗震措施、场地条 

件等抗震设防基本数据匮乏，而掌握这些数据是各 

级政府制定防震减灾发展战略、农村发展规划及相 

关政策的基础和前提，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获 

取这些基础数据的有效途径。 

各级政府对农村地震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农民防 

震减灾意识是我国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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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建房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 

各级政府对农村地震安全问题重视不够，农村防震 

减灾知识宣传与普及力度不够，农民防震减灾意识 

淡薄，造成了农村民居抗震能力普遍低下的现状。 

通过实施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可提高各级政府对 

农村地震安全的重视程度，增强农民的防震减灾意 

识，建立完善有关农村建房的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 

进我国防震减灾事业的发展。 

1．3 国内外发展趋势及国内外同行业经验和教训 

农村民房抗震能力的不同直接导致地震造成人 

员伤亡的巨大差异。一次6～7级地震在美、日等发 

达国家仅造成几人至几十人死亡，T『 在发展中国家 

则会造成数百甚至数万人的死亡。2003年美国加 

州 6．5级地震死亡 3人；2004年 日本新溺6．8级地 

震死亡 37人；2005年 日本福冈7．0级地震死亡 1 

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6年印度古吉拉特 6．1 

级地震死亡 1万多人；2003年伊朗巴姆 6．8级地震 

更是造成了 3万多人死亡，3万多人受伤的严重后 

果 。 

美、日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民房的地震安全问 

题 ，使农村民房普遍具有较强的抗震能力。一方面， 

通过各种立法和建设规范严格实施民房抗震设防， 

大多数民房建设都已经纳入国家规范管理；另一方 

面，以政府补贴和低息贷款的方式，鼓励和推动民房 

的抗震设防和加固，并不断推出新型抗震样板房，进 

行广泛宣传推广。日本为了提高传统木结构房屋的 

抗震能力，在专业技术人员对民房进行抗震加固等 

级评定的基础上，政府给予居民适当的补贴鼓励抗 

震加固。美国在多地震的加州地区，采用低息贷款、 

降低地震保险利率和减免房屋税等方式，鼓励居民 

对其住宅进行抗震加固。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地区地震造成的人员 

伤亡巨大，各国政府已 =F始重视农村民居地震安全 

问题。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等国家组织工程技术 

和科研人员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美观实 

用、投入适中的新型抗震民房结构类型，并给予一定 

的补贴进行示范推广；印度对主要类型民房提出了 
一 些加固措施，并要求喜马拉雅山附近以及印度南 

部地区的民居进行强制性抗震加固；尼泊尔对传统 

民居进行了抗震改良，并将其结果在全国范围内推 

广；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研究提出了一些主要 

民房类型的抗震加固方法；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非 

洲国家也开始对民房抗震技术进行研究。然而受经 

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尚未将农村民房建 

设纳入国家规范管理 ，对民房抗震技术推广应用进 

展较慢，民房抗震能力仍普遍低下。 

我国农村民房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抗震能力 

普遍低下，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十分严重。1970年 

云南通海 7．8地震造成 15 000人死亡，1976年龙陵 

7．3级地震伤亡 3 500百多人，1988年澜沧—耿马 

7．6级地震伤亡 4 000多人，1996年云南丽江 7．0 

级地震伤亡 17 000千多人，2001年云南施甸5．9级 

地震伤亡2百多人，2003年新疆巴楚 一伽师 6．8级 

地震伤亡5千多人。 

2 可行性分析 

二十世纪以来，我国破坏性地震大部分发生在 

农村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农村民居震害资料，具备了 
一 定的抗震经验；同时国外在农村民居地震安全方 

而取得了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目前实施地 

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已具备了技术、人才和公共政 

策、资金等基础条件。 

2．1 工作思路 

在农村民居基础资料调查与抗震能力评价的基 

础上，研究开发农村民居抗震实用化技术，建设地震 

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强化农村民居防震减灾知识宣 

传和技术培训，建立农村民居抗震技术服务网，研究 

地震安全农居工程的投入机制，为国家制定地震安 

全农居工程管理法规和相关激励政策、全面实施地 

震安全农居工程奠定基础。 

2．2 技术可行性 

基础资料方而。在历次地震中，积累了丰富的 

房屋震害和灾区重建资料，形成了有关震灾损失评 

估和科学考察研究报告。近年来我国统计资料逐步 

规范化，为农村民居基础资料调查提供 了便利条 

件 引。 

抗震技术方面。六十年代开始，通过震害总结、 

计算分析、模型试验、震害预测、抗震鉴定等工作，对 

房屋破坏机理、薄弱环节和抗震能力有了一定认识， 

形成了一整套房屋抗震设计理论和技术措施，在我 

国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开展农 

村民居实用化抗震技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实用化抗震技术方面。国际地震工程协会专门 

针对农村民居开展了抗震技术研究 ，出版了《非工 

程设计结构抗震措施手册》，日、美等发达国家对农 

村地区的抗震技术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研究，为我 

国农村民居抗震技术实用化提供了借鉴。我国一些 

多地震的地区也开展 了零星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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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验 。 

2．3 人才基础 

我国具有相当数量的参与历次地震现场考察、 

灾区重建和长期从事相关抗震技术研究的科技人 

员；同时，地震、建设部门熟悉各地农村民居基本状 

况 ，具备了实施本项 目的人才基础。 

2．4 公共政策基础 

我国政府强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把解决 

“三农”问题提升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 《国 

务院关于加强防震减灾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了 

2020年防震减灾奋斗目标，并对实施地震安全农居 

工程提出了具体要求。我国已建立了较完备的防震 

减灾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 

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 

3 项 目目标 

本项 目总体 目标为：用 5年的时问(2006— 

2010)，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民房基础资料调 

查，开展农村民居实用化抗震技术研究，编制农村民 

居抗震技术规程和种类齐全的建造、加固图集；以遭 

受 6级左右地震房屋不倒塌为 目标，建成地震安全 

农居工程示范区 31个、示范村 115个，引导农民建 

设抗震民居；通过防震减灾宣传教育 、农村工匠培 

训、技术服务网络建设及相关政策法规研究，为全面 

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奠定基础。 

本项目规划的远景 目标为：通过各级政府积极 

推广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的成果，全面实施农村 

地震安全民居工程，使农村房屋的抗震能力基本达 

到我国2020年防震减灾奋斗同标，即基本具备综合 

抗御6级左右、相当于各地区地震基本烈度的地震 

的能力。 

4 工程建设内容 

4．1 农村民居基础资料调查与抗震能力评价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环境气候、风俗习惯差异 

造成传统农居有极大差别，基础资料调查工作量巨 

大。在分省普查和分区域详查的基础上，综合评价 

各地农村民居抗震能力，建立基础资料数据库。 

(1)分省普查。分省普查全国不同区域村镇的 

经济发展水平、地震环境、人 口分布、房屋的建筑材 

料、主要结构类型及特点、造价和总体的抗震能力 

等。 

(2)分区域详查与抗震能力评价。在分省普查 

的基础上对相同和类似的结构进行归类，提出能代 

表我国现有农村民居状况的主要结构类型，按照实 

际分布情况划分出若干区域。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 

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在所划分区域内的地震重点监 

视防御区按一定比例选取抽样点进行详查 ，掌握不 

同区域、不同结构类型农村民居的结构特点、震害特 

征及破坏机理、抗震薄弱环节、当地行之有效的房屋 

抗震经验及措施，分区域综合评价各种类型农居的 

抗震能力，获取示范区确定和抗震实用化技术开发 

的基础资料。 

(3)基础资料数据库建设。对调查获取的基础 

资料进行分级、分类整理，建立农村民居基础资料动 

态数据库。数据库内容主要包括农居现状基础资料 

及有关地理、地震、房屋重建、技术标准、行政管理等 

信息。 

4．2 农村民居抗震实用化技术研究与开发 

我国在农村民居抗震技术方面仅开展了一些零 

散的和不系统的研究 ，研究成果难于推广应用。另 
一 方面，新的抗震技术及新材料不断涌现，有必要通 

过实用化技术研究，将这些新技术和新材料应用于 

农村民居的建造与加固。 

(1)农村民居抗震实用化技术研究与开发。研 

究提出各地不同结构类型房屋切实有效的抗震技术 

及措施；借鉴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加固规范及农 

村民居的抗震研究成果 ，通过模型实验、计算分析及 

结构测试等手段，研究提出实用化抗震技术及措施， 

给出符合地区特点、满足不同需求的农村民居抗震 

技术措施、方案和指导性建议，主要包括房屋的场地 

选取、地基处理、建材选择、结构布局、构造措施及抗 

震加固措施等。 

(2)编制农村民居抗震技术规程及建造、加固 

图集。根据不同地区地震环境 、建筑材料、建筑风 

格、经济发展水平等，编制一系列有针对性、切实可 

行的农居抗震技术规程和建造、加固图集。 

4．3 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建设 

根据基础资料调查结果，综合考虑地震环境和 

经济发展水平，结合生态移民、灾后重建、征地安置 

和小康村建设等，在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 

房屋结构具有代表性的 1个示范区和3～5个示范 

村，其中11个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多震省(区、市)按 

5个示范村建设，其余 20个省(区、市)按 3个示范 

村建设。全国共计 31个示范区、115个示范村。每 

个示范区规模不超过 500户，每个示范村规模不超 

过 100户，总计示范户数不超过 27000户，开展地震 

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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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示范区、示范村地震环境调查与评价。对 

选定的示范区和示范村开展地震、地震构造、场地条 

件等方面资料的收集和现场调查，通过地震环境的 

分析、必要的场地工程地震条件评价和不利抗震地 

段的划分等工作，为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建设规 

划、确定抗震设防要求提供科学依据。 

(2)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区、示范村建设。示范 

区、示范村的建设以农户自筹为主，中央和地方给予 

适当补贴的方式进行。平均每户补贴 1．5万元，其 

中中央补贴 1．0万元，地方配套 0．5万元。政府有 

关部门利用实用化抗震技术研究成果，负责选址与 

规划设计，指导监督示范区、示范村农户对房屋建筑 

方案和结构类型的选取、民居的建造或加固，建成具 

备抗震能力的示范区、示范村。 

4．4 农村民居防震减灾知识宣传和技术培训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村地 

区防震减灾意识淡薄，农村建筑工匠缺乏抗震农居 

的设计施工技能，必须加大农村防震减灾知识的普 

及宣传和技术培训。 

(1)农村民居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组织编写通 

俗易懂的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材料，制作专题片，通过 

组织宣讲团、开办学习班等多种形式，利用电视、广 

播、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广泛深入宣传，把防震减 

灾知识普及到农村地区，做到家喻户晓，逐步提高农 

民群众建设安全家园、参与防震减灾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 

(2)农村民居抗震技术培训。组织编写浅显易 

懂的农居抗震技术教材，综合考虑地域分布，结合示 

范工程实施，在全国各地重点培训约 6O万名农村工 

匠，对培训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作为实施地震安全 

农居工程的骨干技术力量。培训内容包括农村民居 

地震灾害特点、防震减灾基本知识、相关法律法规与 

技术规范、建筑识图、抗震构造识图与建造技能、质 

量管理验收等。 

4．5 农村民居抗震技术服务网建设 

(1)国家级和省级地震安全农村民居技术信息 

网建设。为了提供网上查询服务，依托国家和省级 

地震主管部门信息网络资源，建立 1个国家级和31 

个省级地震安全农村民居技术信息网。主要内容包 

括：典型房屋破坏图像资料、房屋抗震技术标准、房 

屋建造与加固图集、施工技术、相关法规及地震基础 

知识等。 

(2)农村民居抗震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体系建 

设。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资，县、乡(镇)两级政府 

负责建立适合本地区的农村民居抗震技术培训与咨 

询服务站点，依托国家级和省级地震安全农村民居 

技术信息网，建立长效机制，义务为农民建房技术信 

息咨询、建筑工匠抗震技术培训等提供长期服务。 

4．6 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投入机制、政策究及国际合 

作 

通过对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投入机制、法规政策 

的研究，为国家建立农村地区抗震民居建设的长效 

管理机制和政策体系提供依据。考察学习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在民居抗震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探索将我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纳入国际组织或机构 

示范项目的可行性。 

(1)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投入机制和政策研究 。 

根据各地区经济水平、财政收入以及农村社会发展 

投入，研究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对地震安全农居 

工程的资金投入比例与方式；结合我国即将实施的 

农村金融改革，研究通过低息、贴息优惠贷款鼓励农 

民建造或加固地震安全农居的可行性及其实施办 

法；根据农村地区民房建设和管理中的税费情况，研 

究鼓励建筑企业和农民建设地震安全农居的税费减 

免政策；研究将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投资问题整合到 

灾区重建、移民安置、小康村建设和扶贫中的可行性 

以及相应的经济激励政策。 

(2)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实施的法规研究。根据 

我国农村地区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研究推进地震 

安全农居工程的相关法规，为建立地震安全农居工 

程的长效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3)地震安全农居工程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 

寻求民房抗震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途径，探索将 

我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纳入国际组织和机构示范资 

助项目的可行性 ，扩大我国重视生存人权的国际影 

响。 

5 结论 

(1)实施地震安全农居工程是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有 

关解决农村安全问题和逐步提高农村民居抗震防震 

能力的要求。并且 目前该项 目已经具备实施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以及各种必备条件。 

(2)本项 目的实施将对我国全面实施地震安全 

农居工程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积累的农村民居基 

础数据资料、编制的抗震技术规程和建造、加固图集 

可直接应用于全国农村民居建设；将全面增强我国 

农民的防震减灾意识 ，大大提高农民建设安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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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将培养一大批掌握农村民居抗 

震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建筑工匠，为全国实施地 

震安全农居工程提供技术服务队伍；取得的地震安 

全农居工程投人机制、法规政策的研究成果，将为建 

立农村地区抗震民居建设的长效管理机制提供科学 

依据。因此它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3)本项目的实施可显著提高示范区、示范村 

的综合防震减灾能力，一旦遭受破坏性地震，将大幅 

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同时可减少国家对灾 

民安置、救灾行动和灾后重建的高额投人。因此，本 

项目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 

致谢：“地震安全农居示范工程”项目建议书是 

在中国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的主持下编写完成的。在 

编写过程中，中国地震局领导和 中国地震局科技委 

员会的专家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震害防御司 

卢寿德司长和任力生、杜炜副司长给与了具体的指 

导，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上海市地震局、中国地震局 

地壳应力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广东省地 

震局、山西省地震局、湖北省地震局、北京市地震局、 

中国地震局工程地震中心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 

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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