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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灾害管理中的

特殊角色 



救灾主管需要的信息



掌握时机  …

u灾難大多都是不可预测的：
周末、假日发生

u全天候工作，非办公时间

u灾害监控：一份24小时7天
　的工作



救灾策略

响应时间线：

30天、60天、90天

复原阶段：

18-21个月或3-5年

地理：

优先地区、

缺口地区

人口数据：

以性别、年岁、经济
状况、社会状况 ….

领域：

粮食保障、供水、环境卫生、卫
生促进、健康、住所、非粮食物
品、教育、保护、早期恢复

筹款策略 人力资源计划
组织能力、

风险和利益



挑战

政治、安全、环境方面上的考虑

文化敏感的事

跨机构合作战略伙伴、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宗教团
体、军民合作 

区域及全球协调机制：UNOCHA联合国、ASEAN东盟
等等



备灾及救灾，人道主管需要的是：

 及时送达的信息：甚至是在救灾小组到达前

 能促进灾害发展监察的信息（例如针对罕灾及水
灾的信息）

 帮助建立战略理解的信息：灾害严重性，影响分
发

 能用于资源分配和救灾计划的信息



世界宣明会手册



基本上…

您可以运用这本手册：

• 理解不同种类的数据及寻找它们的方法

• 如何处理分析数据并用之于备灾及救灾

• 利用数据来改善和防灾减灾管理有关的
决策



不同种类的信息和它们的潜在用途
• 人口数据

• 民事登记和核心信息统计

• 地理空间信息

第一章：信息和它们的来源



第二章：方法与工具

这本手册表明如何利用信息来达至情境意识和防灾
减灾管理决策

• 评估灾患和脆弱性
• 组织能力评估
• 风险评估和分析
• 灾情数据
• 需求评估

 循证基础项目 
(利用数据来进行地理优先排序，制定救灾
策略、审查和核算)



第三章： 循证基础项目

• 地理优先排序

• 确定即时和长远需求

• 项目设计策略，以应付救灾、复原和重建
阶段出现的需要

• 与循证基础项目有关

　的原则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