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的现场活动
,

而另一种是对危机管理的预测

和准备
,

两词的着眼点完全不同
。

在 日本
,

静冈县的地震灾害对策系统受到

了颇高评价
。

而在阪神大地震 中让人看到的却

是交通中断
,

倒塌的房屋起火而灭火设备又不

足
,

还有生活用水和食物的缺乏等现象
,

这一

切使得人们对灾害的恐惧依然不能释怀
。

“

纳霍德卡
”

号油轮的沉没事故是极其典

型的
,

且不说在波涛汹涌的恶劣天气时根本无

法回收原油
,

即使是当天气好转后
,

也 只有一

艘大型油回收船作业
。

沉人 米深海中的
“

纳霍德卡
”

号油轮
,

至今已流出约 万吨的原

油
,

而目前却没有将其采集 回收的技术
。 “

纳霍

德卡
”

号在公海上发生的海洋污染致使他国受

害
,

并且在处理该船的重油污染作业时还牺牲

了几个人
。

从硬件和软件这两方面看
,

给人留

下 的印象是 海上 作业 的安 全性 目前 尚不成

熟
。

鉴于前面谈到的各种情况
,

有关海洋的应

急管理
,

应从下述几个方面实施

在成立危机发生时的支援组织的同时
,

确立能集合官方
、

民间组织为一体的国际协同

体制
。

危机发生时
,

离现场最近的海上保安本

部就作为现场指挥
。

船级社要加强检查
,

限制不符合规格的

船舶航行
。

提高港 口
、

国家的控制机能
,

制定防止

沿海灾害的规划
。

制定相关制度 所有的船只实行国际上

的统一编号
,

船舶有义务将其位置定时发送
,

由卫星来管理其航行情况
。

建立这样的制度对

于船舶防止遭遇海上劫持或人为灾难也是非

常有效 的
。

关 于危机管理则分为防止受害范围扩大

方面的危机管理和环境恢复方面的危机管理
,

而且应该针对上述两种不同的情况制定出各

自需要的具体对策
,

其基本内容如下

分管各海域的海上保安总部应配备大

型的救援船
。

这种船必须能够在波涛汹涌的海

上实施救援作业
,

船上还可携带数架直升机
,

同时还要加强船上医院功能
。

海上保安部应配备大型油 回收船
。

该船

必须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实施救援作业
,

并进

一步开发更加有效的油回收技术
。

向海 面上播撒油中和剂应被视为最后

的手段
,

有时在海上将污染油烧掉或许对海洋

的污染还要小一些
。

人类应保护地球环境和海洋环境
,

对于海

上的灾难应尽可能防患于未然
。

但是
,

海上灾

难发生时如果能进行全面妥善的危机管理
,

这

对于推进人类社会健 全的经济活动以 及保持

健康的地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目前
,

人类对于发生的海上重大事故都曾

提出过安全措施
,

但是对于不同海域里所发生

的形形色色事故却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
,

同时

没有相应的健全机制
。

在海上事故发生时
,

由

于没有完善的救援体制
,

在人员救生
、

救急食

品的运输和环境恢复等方面
,

往往需要很长的

时间
,

使受灾者感到灾害发生之后似乎被人们

遗忘了
。

在即将进人 世纪的今天
,

救灾物资存

储仓库 的设置
,

对可 以抗 灾害环境的救生车

辆
、

船只的研究
,

以 及危机管理所需要的新技

术的综合开发等方 面
,

应该成 为国家性的事

业
,

需要 国家行为统筹安排
,

规范管理
。

然而
,

在开发利用海洋空间的同时
,

譬如在海洋上建

设机场
、

工厂
、

电站
、

休闲娱乐设施 以及城市

等
,

应在考虑海洋环境的再生技术的开发
、

海

上建筑物事故的预测及对策的同时
,

也应考虑

海难事故
、

恐怖活动及突发战争对海上设施的

危害
,

从而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及应急措施
,

把危险性降到最低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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