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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0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应急管理部紧

急救援促进中心、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浙江省应急管理数字与技术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史培军、徐伟、汪明、赵飞、陈厦、刘凯、方伟华、刘军、雷宇、于希令、丁刚、罗壮、

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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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不断深入,基层减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提升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是减少

灾害人员伤亡和减轻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之一。基层减灾能力评估能够全面、客观反应乡镇(街道)和
村(社区)在防灾减灾救灾过程中,在灾害管理、防灾备灾、应急响应、自救转移等各方面具备的最大限度

减少灾害造成区域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功能损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的能力,能为基层的减灾资源

调配、应急救援、恢复重建等工作提供依据。
为规范我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工作,制定本文件,提出了乡镇(街道)和村(社区)

减灾能力评估数据准备、评估指标赋值、能力指数计算方法,规定了能力指数分级和评估报告编制的要

求,以提高我国基层减灾能力评估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提升基层综合灾害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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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的技术流程,描述了评估数据准备,规定了评估

指标赋值、能力指数计算、能力指数分级和评估报告编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减灾能力的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6376—2010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26376—201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自然灾害 naturaldisaster
由自然因素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事件或现象。
注:包括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水旱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森林或草原火灾等。

[来源:GB/T26376—2010,2.1,有修改]

3.2
基层 grassrootslevel
乡、镇、街道、苏木等乡级行政区,以及村、社区、嘎查等村级行政区。

3.3
减灾能力 disastercopingcapacity
区域具备的防灾减灾救灾的总能力,区域最大限度减少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功能损

害和生态环境破坏等的能力。
注:基层减灾能力包括基层在灾害管理、灾害备灾、应急响应和自救转移等方面的能力。

4 评估技术流程

基层减灾能力评估的技术流程应包括评估数据准备、评估指标赋值、能力指数计算和分级,以及评

估报告编制等内容。基层减灾能力评估工作技术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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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层减灾能力评估工作技术流程

5 评估数据准备

5.1 数据范围

评估数据包括基层减灾能力评估基础数据和能力指标数据。

a) 基础数据:乡镇(街道)、村(社区)行政单元名称,辖区常住人口、人口年龄结构数据。

b) 能力指标数据:灾害应急预案、管理队伍建设、灾害隐患排查、减灾经费投入等灾害管理能力

数据;救灾物资、资源、装备储备等防灾备灾能力数据;灾害预警信息收发、应急救援队伍、应
急通信等应急响应能力数据;应急避难场所等自救转移能力数据。

注:防灾减灾经费投入数据时段为近5年,其他数据为上一年度数据。

5.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包括基层文档资料数据、专业部门共享数据和基层实地调查数据等。

5.3 数据质检

数据质检的重点,宜包括:

a) 数据类型是否正确;

b) 数据指标是否缺失;

c) 数据是否存在异常值;

d) 数据数值范围是否符合区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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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估指标赋值

6.1 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应包括灾害管理能力、防灾备灾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自救转移能力

4个方面,见表1(括号中文字为指标的代码)。

表1 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灾害管理能力

(A1)

灾 害 管 理 机 制

建设情况(A11)

应急 预 案 建 设 情 况

(A111)
是 否 有 自 然 灾 害 相 关

预案
是为1,否为0

应急 响 应 机 制 情 况

(A112)

是否建立了应急响应机

制(如应急指挥与联动、

灾情上报、应急处置与转

移等)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应急机

制为1,否为0

应急 预 案 演 练 情 况

(A113)
是否每年开展应急演练 是为1,否为0

管 理 队 伍 建 设

情况(A12)

灾害管理人员a情况

(A121)
灾害管理人员数量占比

管理人员总数(人)除以辖

区常住人口数(人)
灾害 管 理 队 伍 培 训

演练情况(A122)
灾害管理人员是否定期

参与培训演练
是为1,否为0

隐 患 排 查 和 风

险 评 估 情 况

(A13)

隐 患 排 查 情 况

(A131)

是否开展了隐患排查,有
清单,定 期 更 新 并 组 织

整改

是为1,否为0

风 险 评 估 情 况

(A132)

是否开展了风险评估,有

风险 图b,定 期 更 新 并 采

取风险管控措施

是为1,否为0

经 费 投 入 情 况

(A14)
综合减灾资金c投入

情况(A141)
近5年人均综合减灾资

金投入额

近5年综合减灾资金投入总

金额(元)除以辖区常住人

口数(人)

防灾备灾能力

(A2)
物 资 装 备 储 备

情况(A21)

救灾 帐 篷 储 备 数 量

情况(A211)
人 均 储 备 的 救 灾 帐 篷

数量

储备的帐篷总数(顶)除以

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救灾 棉 衣 被 储 备 数

量情况(A212)
人均储备的救灾棉衣、棉
被数量

储备的棉衣和棉被总数(件)

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发电 设 备 储 备 情 况

(A213)
人均储备的应急发电机

数量

储备的应急发电机总数(台)

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救灾 物 资 装 备 储 备

金额(A214)
人均拥有的储备物资装

备总金额

储备的应急物资和装备总

金额(元)除以辖区常住人

口数(人)

生活 物 资 协 议 储 备

情况(A215)

是否跟辖区内超市、大型

农贸市场等签署了灾害

应急供货相关协议

是为1,否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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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防灾备灾能力

(A2)

医 疗 保 障 情 况

(A22)

医疗技术人员d情况

(A221)
人均医疗技术人员数

医疗技术人员数(人)除以

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医 疗 床 位 数 情 况

(A222)
人均拥有的医疗床位数

医院床位数(张)除以辖区

常住人口数(人)

救 护 车 数 情 况

(A223)
人均拥有的救护车数量

救护车数(辆)除以辖区常

住人口数(人)

减 灾 宣 教 情 况

(A23)

灾害教育场所e面积

情况(A231)
人均拥有的灾害教育场

所面积

宣传培训场所面积(m2)除
以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居民 宣 传 演 练 培 训

情况(A232)
居民人均参与培训和演

练次数

近3年平均参与防灾减灾培

训和演练活动人次(人次)

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应急响应能力

(A3)

信 息 收 集 发 布

情况(A31)

灾害 监 测 预 警 情 况

(A311)

辖区内气象、水旱(含山

洪)、地质、地震等灾害监

测台站密度

辖区内气象、水旱、地质、地
震等灾害监测台站数(个)

除以区域总面积(km2)

预警 信 息 接 收 情 况

(A312)

是否有专线、新媒体等预

警信息接收渠道,并能及

时接收信息

是为1,否为0

预警 信 息 发 布 情 况

(A313)

是否具 有 广 播、微 信、新
媒体、简易设备(如敲锣

打鼓)等多种预警信息发

布渠 道,并 能 及 时 发 布

信息

是为1,否为0

灾 害 信 息 员f 情 况

(A314)
灾害信息员人数占比

灾害信息员数(人)除以辖

区常住人口数(人)

应 急 通 信 情 况

(A32)

卫 星 电 话 情 况

(A321)
卫星电话数量 卫星电话数量(部)

卫 星 便 携 站 情 况

(A322)
卫星便携站 卫星便携站(台)

通信车情况(A323) 通信车数量 通信车数量(辆)

应 急 队 伍 情 况

(A33)

应急 救 援 队 伍 情 况

情况(A331)
消防和安全生产等应急

救援队伍人数比例

应急救援队伍总人数(人)

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预备役和志愿者g队

伍情况(A332)
预备役和志愿者队伍人

数比例

预 备 役 和 志 愿 者 总 人 数

(人)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

(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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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自救转移能力

(A4)

自 救 互 救 能 力

(A41)

中 青 年 人 员 情 况

(A411)
中青年人员比例

18周岁~59周岁且非孕妇

和残障人员数(人)除以辖

区常住人口数(人)

自救 互 救 技 能 培 训

情况(A412)
每年参与自救互救技能

培训的中青年人员占比

参与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的

18周岁~59周岁人数(人)

除以辖区18周岁~59周岁

总人数(人)

转 移 安 置 情 况

(A42)

应急避难场所h容量

(A421)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有效

避难面积

应急避难场所有效避难面

积(m2)除以辖区常住人口

数(人)

应急 避 难 场 所 标 志

设置情况(A422)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是否

齐全
是为1,否为0

  a 灾害管理人员:应对自然灾害政府机构(如防灾科、减灾科或应急科等)的固定工作人员,包括辖区内各村(社
区)开展防灾减灾的正式工作人员,不含临时聘用人员。

  b 风险图:表征区域自然灾害隐患和风险类型、大小的图件,可以是专业地图,也可以是示意图等。

  c 综合减灾资金:乡镇(街道)本级(包括区县拨付的)用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各类资金,不包括辖区内各村(社区)

用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各类资金。

  d 医疗技术人员:乡镇(街道)内拥有的医疗技术人口,包括医生、护士等医疗技术人员。

  e 灾害教育场所:用于防灾减灾教育的场所,包括学校教室、乡镇(街道)、村(社区)活动中心等。

  f 灾害信息员:从事灾害信息收集、传递、整理、分析、评估等工作,获得灾害信息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g 志愿者:在民政等部门登记注册、具有资格证书的志愿者;或经过专业培训、乡镇(街道)认可的志愿者。

  h 应急避难场所:辖区内,由各级政府(包括省、市、县、乡镇政府和社区)认定的,在自然灾害应急期为辖区居民提

供临时庇护的、设有明显指示标牌的安全场所。

6.2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村(社区)减灾能力的评估指标应包括灾害管理能力、防灾备灾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自救转移能力

4个方面,见表2(括号中文字为指标的代码)。

表2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灾害管理能力

(B1)
联 防 联 控 机 制

情况(B11)

乡-村 联 动 机 制

(B111)

是否建立了乡镇(街道)

与村(社区)间的灾情信

息传递、联动机制

是为1,否为0

村-村 联 动 机 制

(B112)
是否建立了村(社区)与
村(社区)间的联防机制

是为1,否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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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灾害管理能力

(B1)
隐 患 风 险 掌 握

情况(B12)

灾害弱势群体a情况

(B121)
是否掌握灾害弱势群体

情况
是为1,否为0

灾 害 隐 患 情 况

(B122)
是否掌握灾害隐患情况

(如地质灾害隐患点)
是为1,否为0

应 急 逃 生 地 图b

(B123)
是否有应急逃生地图 是为1,否为0

防灾备灾能力

(B2)

物 资 装 备 储 备

情况(B21)

救灾物资储备c情况

(B211)
人均救灾物资储备情况

储备的救灾物资折合总金

额(元)除以辖区常住人口

数(人)

发电 设 备 储 备 情 况

(B212)
人均储备的应急发电机

数量

储 备 的 应 急 发 电 机 总 数

(台)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

(人)

救灾装备储备d情况

(B213)
人均拥有救灾装备情况

储备的救灾装备折合总金

额(元)除以辖区常住人口

数(人)

物资 协 议 储 备 情 况

(B214)

是否跟超市等签署了灾

害 应 急 时 期 供 货 相 关

协议

是为1,否为0

医 疗 保 障 情 况

(B22)

医 疗 机 构 情 况

(B221)

是否拥有村(社区)医疗

卫生 机 构(如 社 区 医 院

等)
是为1,否为0

医疗 物 资 储 备 情 况

(B222)

是否跟药店等签署了灾

害 应 急 时 期 供 货 相 关

协议

是为1,否为0

减 灾 宣 教 培 训

情况(B23)

灾害教育场所e情况

(B231)
是否有灾害教育场所 是为1,否为0

减 灾 培 训 情 况

(B232)
村(社区)居民参与减灾

培训情况

村(社区)居民参与减灾培

训人次(人次)除以辖区常

住人口数(人)

防 灾 演 练 情 况

(B233)
村(社区)居民参与防灾

演练情况

村(社区)居民参与防灾演

练人数(人次)除以常住人

口数(人)

应急响应能力

(B3)
预 警 信 息 收 集

发布情况(B31)

预警 信 息 收 集 情 况

(B311)

是否有专线、新媒体等预

警信息接收渠道,并能及

时接收信息

是为1,否为0

预警 信 息 发 布 情 况

(B312)

是否具 有 广 播、微 信、新
媒体、简易设备(如敲锣

打鼓)等多种预警信息发

布渠道,并能及时发布

是为1,否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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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解释 指标赋值方式

应急响应能力

(B3)
应 急 通 信 情 况

(B32)
卫星电话(B321) 是否备有卫星电话 是为1,否为0

自救转移能力

(B4)

自 救 互 救 情 况

(B41)

中 青 年 人 员 情 况

(B411)
中青年人员比例

18周岁~59周岁且非孕妇

和残障人员数(人)除以辖

区常住人口数

灾 害 安 全 员f 情 况

(B412)
灾害安全员数量比例

灾害安全员人数(人)除以

辖区常住人口数(人)

灾害 弱 势 人 群 帮 扶

情况(B413)
是否有灾害弱势人群帮

扶清单g
是为1,否为0

应 急 转 移 安 置

情况(B42)

应急避难场所h容量

(B421)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有效

避难面积

应 急 避 难 场 所 有 效 面 积

(m2)除以辖区常住人口数

(人)

应急 避 难 场 所 标 志

设置情况(B422)
应急避难场所标志是否

齐全
是为1,否为0

  a 灾害弱势人群:老年人(≥65岁)、儿童(≤14岁)、孕妇、残障人员(有残疾证人员)。

  b 应急逃生地图:绘制了村(社区)主要应急避难场所和逃生疏散路径,以及主要居民点分布的地图。

  c 救灾物资储备:储备的救灾帐篷、棉衣棉被、医疗和生活用品等救灾物资。

  d 救灾装备储备:储备的应急电源、抽水泵、冲锋舟等灾害救援装备。

  e 灾害教育场所:用于防灾减灾教育的场所,包括学校教室、村(社区)活动中心等。

  f 灾害安全员:负责村(社区)应急管理和安全的人员,包括安全员、灾害信息员、山塘水库管理员、河道巡护管理

员、地质灾害巡查员、护林员、交通劝导员等。

  g 灾害弱势人群帮扶清单:灾害弱势人群与志愿者等之间的帮扶关系清单。

  h 应急避难场所:村(社区)认定的,在自然灾害应急期为辖区居民提供临时庇护的、设有明显指示标牌的安全

场所。

6.3 指标赋值

根据表1对乡镇(街道)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进行赋值,根据表2对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进行

赋值。
附录A中的表A.1给出了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数据赋值结果的示例。

7 能力指数计算

7.1 指标归一化

根据公式(1)对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赋值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

yij =
(xij -xi,min)
(xi,max-xi,min)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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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yij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i指标j的归一化结果;

xij ———乡镇(街道)或村(社区)i指标j的赋值结果;

xi,max ———评估区域内所有乡镇(街道)或村(社区)指标j赋值后的最大值;

xi,min ———评估区域内所有乡镇(街道)或村(社区)指标j赋值后的最小值。
注:xi,max为0时,yij直接赋0;xi,min为1时,yij直接赋1。

表A.2给出了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归一化结果的示例。

7.2 指标赋权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同一级指标的权重,宜采用相等权重;也可结合区域实际,采
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确定。

表A.3给出了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标赋权结果的示例。

7.3 指数计算

结合指标权重,采用指标加权的方式,根据公式(2),计算各区域基层减灾能力指数。

zi=∑
n

j=1
wj ×yij …………………………(2)

  式中:

zi———评估区域内乡镇(街道)或村(社区)i减灾能力指数;

wj———评估指标j权重。
表A.4给出了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数计算结果的示例。

8 能力指数分级

能力评估结果宜采用表3的绝对阈值方式进行分级。参与评估的基层数量在10个或以上时,能力

结果宜分为5级,按能力指数由大到小分别为强、较强、中等、较弱和弱;参与评估的基层单元数量在

10个以下时,能力结果宜分为3级,按能力指数由大到小分别为相对较强、中等和相对较弱。

表3 基层减灾能力指数等级划分

参与评估的基层数量 分级数量 减灾能力等级 减灾能力指数zi

10个或以上 5级

强 [0.8,1]

较强 [0.6,0.8)

中等 [0.4,0.6)

较弱 [0.2,0.4)

弱 [0,0.2)

10个以下 3级

相对较强 [0.6,1]

中等 [0.4,0.6)

相对较弱 [0,0.4)

  各区域也可结合实际情况,按照分位数的方式,将能力评估结果进行分级。可参考的基层减灾能力

指数等级划分方式见表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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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可参考的基层减灾能力指数等级划分方式

参与评估的基层数量 分级数量 减灾能力等级 减灾能力指数zi降序分位数a

10个或以上 5级

强 (0%,10%]

较强 (10%,25%]

中等 (25%,75%]

较弱 (75%,90%]

弱 (90%,100%]

10个以下 3级

相对较强 (0%,25%]

中等 (25%,75%]

相对较弱 (75%,100%]

  a 将评估区域内各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数zi从大到小排序的分位数,例如分5级时,分位数在

10%~25%的乡镇(街道)或村(社区)减灾能力为较强等级。

  表A.4给出了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数分别按照绝对阈值和分位数方式划分等级的结果示例。

9 评估报告编制

评估报告应包括区域概况、评估数据与方法、评估结果、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评估报告应按照附录B的要求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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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赋权示例

甲镇的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赋权(括号中数字)结果的示例见表A.3。

表A.3 村(社区)减灾能力评估指标赋权结果示例

一级指标a 二级指标a 三级指标a

B1(0.30)

B11(0.60)
B111(0.50)

B112(0.50)

B12(0.40)

B121(0.30)

B122(0.30)

B123(0.40)

B2(0.30)

B21(0.30)

B211(0.25)

B212(0.25)

B213(0.25)

B214(0.25)

B22(0.40)
B221(0.50)

B222(0.50)

B41(0.30)

B411(0.40)

B412(0.30)

B413(0.30)

B3(0.20)
B31(0.50)

B311(0.50)

B312(0.50)

B32(0.50) B321(1.00)

B4(0.20)

B42(0.50)

B421(0.30)

B422(0.30)

B423(0.40)

B43(0.50)
B431(0.80)

B432(0.20)

  a 保留2位小数。

A.4 村(社区)减灾能力计算和等级划分结果示例

采用指标加权法,得到甲镇的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数,并进行等级划分,减灾能力指数和等级划分

结果的示例见表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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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村(社区)减灾能力指数计算和等级划分结果示例

村(社区) 减灾能力指数a
减灾能力等级

按绝对阈值方式 按分位数方式

C1 0.810 强 强

C2 0.292 较弱 弱

C3 0.724 较强 较强

C4 0.655 较强 较强

C5 0.484 中等 中等

C6 0.689 较强 较强

C7 0.516 中等 中等

C8 0.546 中等 中等

C9 0.571 中等 中等

C10 0.529 中等 中等

C11 0.418 中等 中等

C12 0.411 中等 中等

C13 0.626 较强 中等

C14 0.354 较弱 较弱

C15 0.519 中等 中等

C16 0.793 较强 强

C17 0.183 弱 弱

C18 0.649 较强 较强

C19 0.309 较弱 较弱

C20 0.417 中等 中等

  a 保留3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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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报告格式

B.1 基本格式

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

a) 封面;

b) 目录;

c) 前言;

d) 正文;

e) 附件。

B.2 规格

评估报告宜采用A4幅面,左侧装订。

B.3 封面

封面的内容应包括:

a) 标题;

b) 评估报告完成单位;

c)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标题宜统一写成“××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封面样式见图B.1。

B.4 目录

报告应有目录页,置于前言之前。

B.5 前言

前言应包括任务由来、评估工作依据、主要目标和任务等。

B.6 正文

评估报告正文应编写如下内容:

a) 第1章“区域概况”,包括评估区域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历史灾情概况;

b) 第2章“评估数据与方法”,包括评估数据、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

c) 第3章“评估结果”,包括基层减灾能力评估主要结果特征分析,以及结果图件;

d) 第4章“结论与建议”,包括主要评估结果,以及评估中存在问题、能力提升建议。
评估报告正文样式见图B.2。

B.7 附件

附件宜包括基层减灾能力评估相关的附图、附表和技术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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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减灾能力评估报告
(一号黑体)

评估报告完成单位(二号黑体)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三号黑体)

图B.1 评估报告封面样式

61

GB/T43981—2024



一、区域概况(三号黑体,1.5倍行距)

1.区域自然地理概况(四号黑体,1.2倍行距)

1.1 地形(小四黑体,1.2倍行距)

  ××××××××××(小四宋体,1.2倍行距)

二、评估数据与方法

三、评估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图B.2 评估报告正文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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