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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居全球第一，经济损失居全球第二。 如此频繁的灾害发生率，及所造成的数以亿计的经济损
失，特别是 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催生了众多民间公益救灾力量的崛起。 2015 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中国的救援组织彼
时开始走向国际，在参与其中的同时，也让国内的救灾组织看到了与国际救灾组织的差距。

民间公益组织在为人道救援响应领域做出不可忽视的社会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无序性、能力不足、缺乏有效合作
等诸多问题。 在此背景下，学习和实践与国际接轨的人道救援相应标准体系，以提高参与救灾的能力和水平，是社会组
织的当务之急。

实际上，国际有一套已实践了 20 多年的、用于重要生命救援的最低标准，名为“环球计划”，针对其的培训在国内救
灾行业中覆盖面最广、好评度最高，获培训人员的外界认可度也较高。 08—09 版 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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