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加强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成果应用的指导意见

普查成果应用是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重要内

容,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

查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２０〕１２号)要求,现就加强普查成果应用提

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

“两个至上、两个根本”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提升我国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重点,建立风险普

查成果应用体系,推动普查成果在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和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切实发挥风险普查成果的作用.按照“边普

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建设、重

要发展规划、重点领域和各地各部门实际需求,区分轻重缓急,因

地制宜、科学合理、安全规范地推动普查成果应用工作,充分发挥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普查主要成果及应用方向.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

险普查的主要成果涵盖全国６个灾种自然灾害要素调查、隐患评

估、风险评估、风险区划和综合防治区划,包括综合风险数据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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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与防治区划、综合风险普查软件系统平台、调查和评估区划

技术规范.普查成果可分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经济社会发展重

大战略、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应用方向.

二、加强在自然灾害综合防治能力提升中的应用

(三)摸清灾害风险隐患底数,促进灾害防治基础能力提升.

充分利用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有针对性地做好地震、地质、气

象、水旱、海洋、森林和草原火灾等灾害专项防治和综合防治工作.

合理布局应急避难场所、应急服务机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

储备等各类应急保障资源,提升应急资源保障能力.积极探索普

查成果在保险领域的应用,完善重大自然灾害保险保障体系,进一

步鼓励保险业参与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工作.

(四)加强调查评估区划成果的深度应用,提升灾害应急管理

能力.促进地震、地质、气象、水旱、海洋、森林和草原火灾等灾种

部门的交流合作和成果共享共用,提升单一灾种和多灾种耦合的

灾害监测、风险评估、趋势预判、预测预警、损失评估等全过程的灾

害研判能力.推动普查成果纳入各地应急指挥平台,为应急救援

提供科学的避险转移、抢险救援力量调配、资源调度、社会力量参

与、军警民协同等支撑,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三、促进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中的应用

(五)纳入重大规划体系,推动普查成果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

积极推动风险普查成果在编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土空间、自然

灾害防治、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重大规划中的应用.充分发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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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成果应用潜力,积极服务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雄安新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乡村振

兴等重大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大型基础设施、社会公共服务、综

合防灾减灾、生态环境等领域重大工程建设,服务于北京冬奥会等

国家重大活动,服务于地方在基础设施、居民住房、公共服务、产业

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四、推动在社会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应用

(六)加强与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的衔接,促进城市综合治理

能力提升.将普查成果应用于安全城市、韧性城市建设与管理工

作,为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城市管理信息化平台提供支撑.综合

应用房屋建筑、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承灾体普查成果,开展城市

建筑物结构与生命线运行的风险监测与评估;将房屋建筑和市政

设施调查成果融入城市信息管理平台,服务于城市建设、运行和管

理;将隐患评估和基层减灾能力成果与城市安全管理相结合,完善

智慧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七)助力基层社区智慧管理,促进基层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推动普查成果与基层社区等相关数据库共享共用,实现普查成果

与基层治理数据的有机融合.充分利用农村住房普查成果,为建

立农村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提供数据支撑.积极探索基层社会

治理的应用场景,推动普查成果在智慧社区、智慧乡村信息系统和

移动端的应用,提升基层的社会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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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与地方基础信息平台融合,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充

分发挥国家和省级风险普查系统数据库平台的作用,积极推进风

险普查数据库平台建设和常态化运行,构建风险普查数据库和各

地各部门数据的共享与动态更新机制,加强普查成果与地方基础

信息平台的有效衔接,提升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五、加强组织保障

(九)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普查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普查成

果应用工作,各级普查办加强对普查成果应用工作的统筹协调,建

立分区域分行业普查成果应用体系,有序推动普查成果应用.

(十)加强普查成果应用制度建设.加强普查成果应用能力建

设,加强示范引领,探索实施一批代表性强的普查成果应用项目.

健全普查成果应用绩效评价制度,提高普查成果应用的科学化和

专业化水平,加强普查成果应用的宣传和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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