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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震减灾法律体系与立法实践综述

晁洪太　李远志　李波
山东省地震局，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２０号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我国防震减灾法律体系由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

和地方政府规章等组成。在国家层面，正在施行的国家法律有 １部、国务院行政法规有 ５部、国

务院部门规章有 ８部。在省级层面，正在施行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有 ３８部、省级政府规章有 ５０

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对于规范防震减灾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并推动了防震减灾事业

健康发展。本文从国家和省级 ２个层面总结梳理了中国防震减灾法律体系建设和立法实践情

况，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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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我国是地震灾害多发国家之一。自 １９６６年河北邢台 ７２级地震至 １９７６年河北唐山 ７８
级地震，中国大陆地区经历了 ９组 ７级以上灾害性地震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马宗晋等，１９８２）。在与地震灾害抗争的过程中，也开启了政府主导的防震减灾事业
（陈章立，２００１）。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防震减灾事业逐步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其重
要标志就是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邬福肇等，１９９８）。该
法确立了“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防震减灾工作方针，这一方针在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版中继续予以坚持（安建等，２００９）。与此同
时，防震减灾地方性立法工作得到快速发展，总体上形成了覆盖防震减灾“３大工作体系”的
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中国地震局法规司，２０００）。目前，中国防震减灾法律体系已基本建
立并日趋完善。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规章对于规范防震减灾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障并

推动了防震减灾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地震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国家对防震减灾工作也越来

越重视。当前，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着力推进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此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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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防震减灾法律体系，继续推进防震减灾立法和执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

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从国家和省级 ２个层面总结梳理了中国防震减灾法律体系建设和立法实践情况，
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

１　国家层面防震减灾法律体系

在国家层面，防震减灾法律体系由 ３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家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部门规章（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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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体系

分类 法律法规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

／年月日
施行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公布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施行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国家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１９９７１２２９ １９９８０３０１ ２００８１２２７ ２００９０５０１

国务院

行政法规

地震监测设施与地震

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１９９４０１１０ １９９４０１１０

由 ２００４年 ９月 １
日起施行的《地震

监测管理条例》所

废止并替代

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１９９５０２２１ １９９５０４０１

地震预报管理条例 １９９８１２１７ １９９８１２１７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２００１１０１５ ２００２０１０１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 ２００４０６１７ ２００４０９０１

汶川地震灾害恢复重建条例 ２００８０６０８ ２００８０６０８

国务院

部门规章

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 １９８８０８０９ １９８８０８０９

由 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
１７日 起 施 行 的
《地震预报管理条

例》所废止并替代

震后地震趋势判定公告规定 １９９８１２２９ １９９８１２２９

地震行政执法规定 １９９９０８１０ １９９９０８１０

地震行政复议规定 １９９９０８１０ １９９９０８１０

地震行政法制监督规定 ２００００１１８ ２００００３０１

地震行政规章制定程序规定 ２００００１１８ ２００００３０１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 ２００２０１２８ ２００２０１２８

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０２２７ ２００２０２２７

水库地震监测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０１２６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

国家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 ２９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２９次会议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９４号公布，于１９９８年３月
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 ８０级大地震后，启动并加快了该法的修订工作。该法经第
１１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６次会议于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２７日修订通过，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第 ７号公布，于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日起施行。该法是中国规范防震减灾活动的基
本法。

国务院行政法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施行。目前正在施行的有 ５部，分别
为 １９９５年 ２月 ２１日公布、１９９５年 ４月 １日起施行的《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１７２号）；１９９８年 １２月 １７日公布并施行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２５５号）；２００１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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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月 １５日公布、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３２３
号）；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１７日公布、２００４年 ９月 １日起施行的《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４０９号）和 ２００８年 ６月 ８日公布并施行的《汶川地震灾害恢复重建条例》（国务院令第 ５２６
号）。需要说明的是，１９９４年 １月 １０日公布并施行的《地震监测设施与地震观测环境保护
条例》（国务院令第 １４０号），已废止并由《地震监测管理条例》所替代。

图 １　我国省级防震减灾地方性立法分布

国务院部门规章，即中国地震局作为国务院工作主管部门审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国

地震局令。目前正在施行的国务院部门规章有 ８部，分别为《震后地震趋势判定公告规定》、
《地震行政执法规定》、《地震行政复议规定》、《地震行政法制监督规定》、《地震行政规章制

定程序规定》、《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管理规定》、《地震安全性评价资质管理办法》和《水

库地震监测管理办法》，分别由中国地震局第 ２～９号令公布并施行。值得说明的是，国务院
部门规章立法起步较早，早在１９８８年８月９日就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地震局第１号令公布
了《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该规定已废止并由《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所替代）。

２　省级层面防震减灾法律体系

在省级层面上，防震减灾法律体系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公布施行的地

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政府规章（表 ２）。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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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省级地方性法规规章体系

行政

区划
分类 法规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

／年月日
施行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公布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施行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北京市

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
２００１１０１６ ２００２０１０１ ２０１３０７２６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修订前为“办法”，

修订后为“规定”

政府规章
北京市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０７１４ １９９７０７２８

天津市

地方性法规 天津市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１０７１８ ２００１０７１８ ２０１１０５２０ ２０１１０８０１

政府规章

天津市建设工程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８１１０４ １９９８１１０４

天津市地震群测群防管理

办法
２０１２１０１６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

河北省 地方性法规

河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９０９２４ １９９９０９２４ ２０１３０５３０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其间，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３０日进行部分条款
修 正。 修 订 前 为

“办法”，修订后为

“条例”

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条例
１９９５１２２６ １９９６０５０１

政府规章
河北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

震观测环境保护办法
１９９８０８１３ １９９８０８１３

山西省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６０９２３ １９９７０１０１ ２００２０７２７ ２００２０９０１
修订前为 “暂行条

例”，修订后为“条例”

山西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条例
２０１４１１２８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政府规章

山西省地震监测设施保护

规定
１９９３１２２５ １９９３１２２５

山西省工程场地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０３２１ １９９６０３２１ １９９７１１２２ １９９７１１２２

山西省地震应急救援规定 ２００８０５２０ ２００８０５２０

内蒙古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

例
１９９９１１２９ １９９９１１２９ ２０１２０９２２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

政府规章
内蒙古自治区地震安全性

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６０５１８ １９９６０５１８ ２００２０６２１ ２００２０６２１

辽宁省

地方性法规 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１１０３３０ ２０１１０６０１

政府规章
辽宁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要求管理办法
２００４０２２７ ２００４０４０１

吉林省

地方性法规 吉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０１１２４ ２０００１１２４ ２０１３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

政府规章
吉林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８０６１８ １９９８０６１８

黑龙江省

地方性法规 黑龙江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８１２１２ １９９８１２１２ ２０１１１２０８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政府规章

黑龙江省地震安全性评价

管理规定
１９９８０８０１ １９９８０８０１

黑龙江省地震重点监视防

御区管理办法
２００１１２２６ ２００１０３０１

上海市 地方性法规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
２００９１０２２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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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行政

区划
分类 法规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

／年月日
施行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公布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施行日期

／年月日
备注

上海市 政府规章
上海市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管理办法
２００１１２２８ ２００２０３０１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江苏省

地方性法规

江苏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８１０３１ １９９８１０３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３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的决定
２００３０６２４ ２００３１００１

政府规章 江苏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工作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０６１１ １９９６０６１１ ２００８０２２９ ２００８０２２９

其间，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
２７日、２００６年 １１月
１３日分别进行部分
条款修正

浙江省

地方性法规 浙江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２０６２８ ２００２０７２８ ２０１４０５２８ ２０１４１００１
修订前为“办法”，

修订后为“条例”

政府规章
浙江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办法
１９９５１２２２ １９９５１２２２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 ２００５１０２０

安徽省

地方性法规 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５１２３０ １９９６０４０１ ２０１２０８１７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其间，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８
日、２００２年 ４月 ４日、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２９日分
别进行部分条款修正

政府规章

安徽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

震观测环境保护暂行规定
１９９２０３１５ １９９２０３１５ ２００８０４０３ ２００８０４０３

安徽省建设工程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办法
２００２０９２７ ２００２１２０１

福建省

地方性法规 福建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７１０２５ １９９８０１０１ ２０１３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

政府规章
福建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办法
１９９６０７１０ １９９６０７１０ ２００７０９１７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

修订前为”规定”，

修订后为”办法”

江西省 地方性法规 江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００６２４ ２００００８０１ ２００７０３２７ ２００７０７０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０日进
行部分条款修正

山东省

地方性法规

山东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９１０２５ １９９９１０２５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

山东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

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０８０５２９ ２００８０８０１

政府规章

山东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办法
１９９７１００８ １９９８０１０１ ２００５０１０４ ２００５０３０１

山东省地震活动断层调查

管理规定
２００３０５２６ ２００３０８０１

山东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１２２４ ２００９０３０１

山东省地震应急救援办法 ２００９１１２４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

山东省地震台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１２２８ ２０１２０３０１

山东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２０１４０５０１

河南省

地方性法规 河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００７２９ ２０００１００１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修订前为“办法”，

修订后为“条例”

政府规章
河南省实施《地震安全性

评价管理条例》办法
１９９４１１０７ １９９４１１０７ ２００８１１１３ ２００８１２０１

修订前为”管理办

法”，修订后为”实

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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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行政

区划
分类 法规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

／年月日
施行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公布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施行日期

／年月日
备注

湖北省

地方性法规 湖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１０５３１ ２００１０８０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９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
修订前为“办法”，

修订后为“条例”

政府规章

湖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办法
１９９９１０１５ １９９９１０１５

湖北省地震监测管理实施

办法
２００６１１２３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

湖南省

地方性法规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
２０００１１２９ ２００１０３０１ ２０１３０５２７ ２０１３０５２７

政府规章

湖南省重大建设工程和可

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建设

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办法

２００００２１７ ２００００４０１

广东省

地方性法规 广东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３１１２７ ２００４０３０１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政府规章

广东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工作管理规定
１９９５１０１２ １９９５１１０１ １９９８０４２８ １９９８０４２８

广东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防震减灾工作管理办法
１９９８０６１０ １９９８０６０１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省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震减灾

条例
２００３０９２６ ２００３１２０１ ２０１２０３２３ ２０１２０５０１

其间，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２９
日进行部分条款修正

政府规章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

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

办法

１９９７０８０５ １９９７０９０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地

震监测管理条例》办法
２００５１１２３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

海南省

地方性法规 海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８０９２４ １９９８１００１ ２００７０３３０ ２００７０７０１

政府规章
海南省工程场地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６１２２２ １９９６１２２２ ２００４０２２６ ２００４０２２６

重庆市

地方性法规 重庆市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２０６０７ ２００２０７０１ ２０１００９２９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政府规章 重庆市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
１９９９０７０２ １９９９０７０２

四川省

地方性法规

四川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６０６１８ １９９６０６１８ ２０１２０５３１ ２０１２１００１
其间，１９９９年 １２月
１０日进行部分条款
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

强农村村民住宅抗震设防

管理的决定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２０１００７２４

政府规章

四川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
１９９６０３０４ １９９６０５０１ ２００１０２１０ ２００１０２１０

四川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

震观测环境保护规定
２００３０１３０ ２００３０４０１

四川省大型水库地震监测

管理规定
２００４１２２７ ２００５０３０１ ２０１３０４０７ ２０１３０４０７

四川省建设工程抗御地震

灾害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０４０２ ２０１３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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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行政

区划
分类 法规规章名称

公布日期

／年月日
施行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公布日期

／年月日

修订后

施行日期

／年月日
备注

贵州省

地方性法规 贵州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１１０９２７ ２０１１１２０１

政府规章
贵州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
２００１０４０２ ２００１０６０１ ２００４０６２４ ２００４０６２４

云南省

地方性法规

云南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９０７２９ １９９９０７２９ ２０１１０７２７ ２０１１０９０１

云南省建设工程抗震设防

管理条例
２００７０５２３ ２００７１００１

政府规章

云南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规定
１９９８０５１８ １９９８０５１８

云南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防震减灾规定
２００２０４２６ ２００２０６０１

云南省地震监测管理规定 ２００９０４２８ ２００９０７０１

西藏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

法

２００１０７２８ ２００１０９０１ ２０１２０９２７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政府规章 西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场地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暂行

办法

２００００１０４ ２００００１０４

陕西省

地方性法规 陕西省防震减灾条例 ２００００１１４ ２００００１１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６ ２０１００５０１

政府规章
陕西省工程建设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６０１０２ １９９６０１０２

甘肃省
地方性法规

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 １９９８０９２８ １９９８０９２８ ２０１１０７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０１

甘肃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条例
２００７０９２７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政府规章
甘肃省地震监测设施和地

震观测环境保护规定
２００６１０１４ ２００６１２０１

青海省

地方性法规
青海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

理条例
１９９９０９２４ ２００００１０１ ２０１２０９２７ ２０１２１２０１

政府规章
青海省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管理办法
２００８１２１５ ２００９０１１５

宁夏回族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宁夏回族自治区防震减灾

条例
１９９９０４０８ １９９９０７０１ ２０１３０５２９ ２０１３０７０１

政府规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办法
２００３１２１１ ２００４０３０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重点

监视防御区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０７１２ ２００６０９０１

宁夏回族自治区房屋建筑

抗震设防管理办法
２００９０２０２ ２００９０３１０

新疆

维吾尔

自治区

地方性法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办法

２０１２１１２９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

政府规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

《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

例》若干规定

１９９７０６１６ １９９７０６１６ ２００３０７１６ ２００３０９０１
修订前为”暂行办

法”，修订后为“若

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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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地方性立法空间分布
在地方性法规立法方面，截止 ２０１４年底，中国 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划（不含港澳台，下同）

共公布施行地方性法规 ３８部，覆盖所有 ３１个省级行政区（图 １）。其中，河北、山西、江苏、

山东、四川、云南、甘肃等 ７个省分别公布施行至少 ２部地方性法规。
在地方政府规章立法方面，中国 ３１个省级行政区中，除江西省外，均公布施行了省级政

府规章，共公布施行省级政府规章 ５０部。其中，山西、山东、四川、云南、宁夏等 ５省（自治
区）分别公布施行至少 ３部省级政府规章。

图 ２　我国省级防震减灾地方性立法时序
（ａ）地方性法规公布时间；（ｂ）地方性法规修订或修正时间；

（ｃ）地方政府规章发布时间；（ｄ）地方政府规章修订或修正时间

２．２　地方性立法时间分布
省级地方性法规制订，在时间上，大多是在 １９９８年 ３月 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

法》正式施行之后，为实施好国家法律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情况而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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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但也有部分省较早就公布施行了地方性法规，例如，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 ２６日公布施行了《河北省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再如，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９５年 １２月 ３０日公布施行了《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之后曾多次进行了修正或修订。又
如，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９６年 ６月 １８日公布施行了《四川省防震减灾条例》，之后又进行
了 ２次修正或修订。还有，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９６年 ９月 ２３日公布施行了《山西省防震
减灾条例》，之后进行了修订。此外，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于 １９９７年 １０月 ２５日公布施行了
《福建省防震减灾条例》，之后也进行了修订。１９９８～２００３年是地方性法规制订比较集中的
时间段。在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施行前后，其他没有制订地
方性法规的省份都及时制订了本行政区的地方性法规。

省级地方性法规一直在不断修订中。１９９８年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正式
施行之后，依据上位法，较早开展地方性立法的部分省份对本行政区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了修订

或修正。特别是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施行后，又有 ２４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的防震减灾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实施

办法陆续进行了修订。据统计，前后有２７部地方性法规共计进行了３４次修订或修正。

图 ３　中国省级防震减灾地方性立法分类统计

省级政府规章的制订普遍较早。早在 １９９８年 ３月 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正式施行之前，就有 １５个省级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了 １６部省级政府规章。例如，１９９２年 ３月
１５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以第 ３２号省政府令公布施行了《安徽省地震监测设施与地震观测环
境保护暂行规定》。再如，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２５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以第 ４３号省政府令公布施行
了《山西省地震监测设施保护规定》。之后，其他省级人民政府也都加快了立法步伐，不断有

政府规章发布施行。

省级政府规章的修订工作也在陆续进行中。据统计，有 １５部省级政府规章共计进行了
１７次修订或修正。其中，在 ２００２年 １月 １日《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后，有 ９
个省级人民政府修订了本行政区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办法或者规定。

２．３　地方性立法内容
从已公布并正在施行的 ８８部省级防震减灾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法内容看

（图 ３），有 ３０部为防震减灾综合管理方面的立法，即防震减灾条例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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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减灾法》实施办法，占总数的 ３４１％。其次是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方面的立法，有 ２８部，
占总数的 ３１８％。再次，为抗震设防管理、地震观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各有 ７部，占比
均为 ７９％。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地震监测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各有 ６部，占比均为
６８％。涉及地震应急救援方面的立法有 ３部，占比为 ３４％。另外，涉及地震活动断层调查
方面的立法有 １部，占比为 １１％。上述地方性立法内容，总体上覆盖了防震减灾“３大工作
体系”。

３　未来发展方向讨论

根据国家关于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结合

防震减灾事业发展需求，继续完善国家防震减灾法律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在国家层面上，一方面是修订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尤其是较早公布实施的《破坏性地

震应急条例》和《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由于这 ２部国务院行政法规均出台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之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已修订，有关制度设立应当与

其保持一致。另外，近十几年的防震减灾工作实践，特别是 ２００８年“５１２”汶川 ８０级大地震
等灾害性地震的启示和教训，为上述行政法规修订提供了条件。建议修订《破坏性地震应急

条例》时，应当充实有关地震救援的内容。建议修订《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时，应当补充地震

预警的内容，或者对地震预警进行专门立法。另一方面是制订新的国务院行政法规。建议

对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管理进行专门立法（晁洪太等，２０１４）。同时，现行的部分国务院部门
规章也应当适时进行修订，尤其是随着防震减灾事业快速发展，需要制订一些新的国务院部

门规章。

在省级层面上，应围绕防震减灾“３大工作体系”，即地震监测预报体系、震灾预防体系、
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地方性立法，使国家防震减灾法律制度与各地实际相结合，通过完善

和细化，进一步提高法律、法规、规章的可操作性。对于在抗震设防管理、地震重点监视防御

区管理、地震监测管理、地震应急救援等方面尚未进行立法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这些方面的立法。同时，对防震减灾工作如何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如

何普及防震减灾知识并进一步强化非工程性防御措施等诸方面，也亟待进行相应的立法。

此外，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今后设区的市被赋予地方性立法

权。我们建议，在以往地方性立法权较大的市开展防震减灾地方性立法的基础上，设区的市

应当积极探索开展防震减灾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法工作，使防震减灾法律体系进一

步向基层延伸，为提升基层的基础防震减灾能力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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