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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08 年 05 月 12 日下午 2 时 28 分四川大地震发生了。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距省会成都市

70 公里）。这次地震的发生使得经济飞速发展的现代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位于中国内陆

的四川省拥有众多世界遗产，是一个繁荣的富足地区。就其发生时机上来看刚好在北京奥运会即将

开始之前。本稿将就地震对中国社会整体的影响进行阐述，同时以地震灾区域为缩影，对浮现出的

现代中国的问题进行考察。 

Ⅰ．中国的地震史 

中国虽不像日本这样的地震受灾大国广为人知。可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大地震也为

数不少。由于不是频繁地发生，发生后也很少被报道公开。可以认为，在中国，关于救灾的经验以

及受灾的创伤一直未曾被大家所共享。 

表 1：中国 7.0 级以上的地震史(具代表性的) 

年月 地震名称 规模（M） 死者 (人) 
1920 年 12 月 16 日 宁夏省海原地震 8.5 20 万(235,502) 
1925 年 3 月 16 日 云南省大理地震 7.0 3,600 
1927 年 5 月 23 日 甘肃省古浪地震 8.0 4 万(41,419) 
1931 年 8 月 11 日 新疆维吾尔富蕴地震 8.0 1 万 

1932 年 12 月 25 日 甘肃昌马地震 7.6 200(7 万) 
1933 年 8 月 25 日 四川省畳渓地震 7.5 9,365 

1950 年 8 月 西藏察隅―墨脱 8.6 3,300 
1966 年 3 月 7 日,22 日 河北省宁晋邢台地震 7.2 1,000(8,064) 

1970 年 1 月 4 日 云南省通海地震 7.8 15,621 
1973 年 2 月 6 日 四川省炉霍地震 7.6 2,199 
1974 年 5 月 10 日 云南省昭通地震 7.1 1,541 
1975 年 2 月 4 日 辽宁省海域地震 7.3 200(1,839) 
1976 年 7 月 28 日 河北省唐山地震 7.8 25 万(242,800) 
1988 年 11 月 6 日 云南省・缅甸地震 7.39 730 

2001 年 11 月 14 日 西蔵北部 8.1  
2003 年 2 月 24 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6.8  
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8.0 69,277 

(8 万 7,000) 
2008 年 8 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09 年 7 月 云南省楚雄彝族 

自治州姚安県 
6.0 1 

该表由笔者以 2008 年 6 月 12 日《朝日新闻》，NHK2008 年 5 月 24 日《中国、四川大地震》特

别节目，《中国的地震危险》一书(www.nliro.or.jp/disclosure/q_kenkyu/No14_2_1.pdf 浏览日:2008
年 11 月 25 日 )等出现的表格为主，结合其他资料编成。根据出处所示死者数有出入。本表只

列出了具代表性的事例，此外还有不少地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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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唐山地震发生时，通过严禁携带照相机等政府对情报进行了封锁，外界很难了解灾情。

当时为实现中日合营，来唐出差的 3 名日立公司的日本职员也全死亡于完全倒塌的宾馆内。历时 3

年之后，政府才发表了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为 25 万。也能看到，1976 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处于

特别而慎重的时期。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于北京附近的河北省。同年 1 月 8 日周恩来

逝世，7 月 6 日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而后，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今后中国将何去何

从，可以想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对一般民众做灾情报道很可能会激发社会

上的不安，从而政府对灾情报道加强了管制。 

Ⅱ．主要受灾地区四川省的特色 

在中国四川省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区。四川省是盆地地形，冬暖夏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

适宜。养猪业发达，广阔的农田里种植着稻米、小麦等农作物。作为中国的粮食供给地发挥着很大

的作用。猪肉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肉食。四川省所产猪为全国猪上市量的十分之一，年产 6000 多万头，

居全国首位。大米和小麦等粮食产量也为全国上市量的 6%，食用油上市量为 8%。另外四川省也富

有稀有金属(rare metal)。作为中国经济开发重点地区，新兴工业地带的开发进展迅速，工厂区域得

到了扩展。另外四川也有和军队核相关联的设施（《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1 日、6 月 12 日）。四

川省还有以藏系民族为首的众多少数民族。是大熊猫的栖息地，拥有众多世界遗产，旅游观光资源

丰富。四川自古以来就是出入西藏的路上要道。古代文明曾繁荣一时。 

现今中国国内贫富差距悬殊，四川省内同样存在。从国内比较，四川省的人均所得仅为中国沿

海地区的 1/5 到 1/10。四川省内快速发展的结果，成都等城市里欧洲的高档名牌店不断地出现，和

山区农村地区间的差距同样很明显。 

Ⅲ．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大地震的受灾状况 

地震发生后，道路交通、用电、用水、通讯等城市生命线被切断。2008 年 7 月 22 日，据中国

民政部的报告，至当地时间 21 日正午为止，四川大地震死亡人数达 69,197 人，受伤人数达 374,176

人，有 18,222 人依然下落不明1。据 7 月 14 日发布的消息，房屋倒塌 21 万 6 千栋，损坏房屋达 415

万栋。据报道，仅四川省内部倒塌的学校校舍就达 6,898 栋。校舍的倒塌所造成的教师、学生的受

害人数占整个牺牲人数的 1 成以上。可见学校建筑在防震基准上放得太松，且很多工程都偷工减料。

同时流经都江堰的岷江上游许多水库出现裂缝，沙土崩溃堵塞河道而形成了地震湖，政府采取了水

库紧急放水以及疏散下流区域居民避难等对策。 

                                                  
1 据称受灾总数达 4500 多万人。为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每日新闻》2008 年 6 月 11 日），或相当于

加拿大的总人口数。因灾害而迁移的人口数量相当于西班牙的人口总数。受灾面积相当于北海道或韩国

的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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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成都的高速公路受害相对较少，但进入山区，就出现断裂开的道路，被隔断的小道等，难

以输送救援物资。由此也可看出在救援中出现的差距问题。 

不仅在四川省，在邻近的陕西省、甘肃省等地灾情也很严重。比如说，据报，仅甘肃省陇南市

死亡人数就达 159 人。（《甘肃省南端文县》《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19 日版 6 月 13 日）。除四川省

外，北京、上海、南京、宁夏、甘肃、青海、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

云南、西藏、江苏、海南、香港等地也观测到了地震。 

Ⅳ．政府的对策 

地震发生当天，温家宝总理就设置了抗震救灾总部，于地震发生当天去了灾区，设置抗震救灾

总部的同时，在自己亲任总指挥进行指挥工作。而后，在震后的第 5 天，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去地震

灾区进行了视察。至 5 月 18 日，武装警察部队和人民解放军近 15 万人被调动到了灾区现场。中国

公安部发布了通告，将严惩造谣生事进行煽动者。之后的众多专题报道及出版物对从海陆空赶来救

援的军队进行了戏剧性报道，也可以说通过救援活动，考验了军队的实力，成为了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难得一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中国 7 大军区中的北京、成都、广州等五大军区都加入到了救援活动中来。空军、第 2 炮兵部

队（战略导弹部队）、海军陆战队（海军）等，军队的大多数组织都被调动了。投入了大量的直升飞

机和空降部队，并运用了中国版的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包含

有实质性的军事演习的用意。（《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0 日）。可见，正值接纳国外支援救灾之际，

这些军队的实力很有可能会因救援活动的开展而被泄漏。 

在四川绵竹市，有座钟塔，时针仍指向着地震发生的时刻，这座钟塔将被永久保存。灾情最严

重的北川，由于城市重建已经不可能，政府移动了整个城市的居民，并将该城作为“地震教育基地”

进行保存。从而出现了为纪念地震开发新观光点的动向。在都江堰，政府也发表，将不会拆掉倒塌

的房屋，而作为地震遗产保存。 

中国国务院于 5 月 18 日规定，将 5 月 19 日至 21 日的三天定为全国哀悼日。在中国、香港、台

湾、位于海外的中国大使馆等降半旗致哀。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一般民众、自然灾害中献身的死者而

降半旗，这在中国历史上属初次。同时，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电影院和剧场等公共娱乐设施

的活动。 

在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 5 月 19 日，地震发生时刻 14 点 28 分起，全国人民同时默哀 3 分钟。电

车、轮船、汽车等鸣笛，防空警报被鸣响。哀悼的情形在全国进行了实况转播，晚间新闻也作了大

规模的报道。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各地政府机关、学校或市民自动发起，举行了募捐以及烛光追悼

会等活动。在电视上，市民们呐喊“奥运加油！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情形，作为抗震救灾特别

节目被反复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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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至 21 日的全国哀悼日，成为了一次爱国主义色彩极浓的活动（《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0、5 月 22 日）。党中央的想法以论文的形式连日登载在《评论员论文》上，“在党中央的领

导下，团结一致，战胜地震，共同前进！”等，向国民不断发出积极向上的信息。在哀悼日第一天的

5 月 19 号，登载了“中华民族历来有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传统，在沉着冷静优秀的党中央的

领导下，抗震救灾的胜利将属于人民。”。哀悼日最后一天，21 号的论文题目为《牺牲者安息吧 幸

存者将奋勇前进》，临近奥运，“中国加油！”的爱国之声响彻全国，对这种现状，文章以“空前的凝

聚”作以描述，“中华民族不屈服于一切困难”号召大家前进（《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2 日）。党

在号召大家向前奋进，但何以会出现如此惨痛牺牲的“向后”问题，论文避而未谈。可见，大地震可

能会引发社会上的不安，可能直接关联到民众对政府的批判，基于这种担心，党中央试图对“人灾论”

问题进行了封锁。在向前的论调中，一方面，有的年轻人因此而“萌发了爱国之心”，另一方面，也

能听到 “不可能再加油了”这样的非议。 

5 月 22 日，中国外务省的副报道局长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灾区现需要 330 多万件帐

篷和简易住宅，现仅配给到了 40 万件。”说明了帐篷不足问题的严重性。要求国际社会优先输送帐

篷。（《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3 日）。不过，世界上帐篷有 9 成是在中国生产的。可从海外输入的

帐篷数有限。媒体报道了胡锦涛国家主席亲自前往帐篷工厂，催促加紧增产的消息（NHK 2008 年 5

月 24 日）。 

中国政府指令大学的研究学者们对海外的临时住宅的建筑经验进行调查，并在一个星期之内提

交报告。5 月 19 日就开始了修建临时住宅。10 天后的 5 月 29 日灾民开始入住临时住宅。（EERI，

2008：10）。在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期间，修建临时住宅花了 1 个月，相比之下，本次对应之迅速

前所未有。修建了各种各样的临时住宅，便利店、电话亭之外，还修建了保健站、医院、消防署等，

有些临时住宅可方便整个村庄居民入住。但地面构造不像日本式的地板，而直接铺以砖或水泥地板，

容易吸潮，可能会导致结核等病疫的流行。同时，厕所和浴室以及厨房也没有按户配备，一般共同

使用公用设施。 

政府对灾区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援助，又针对不同的受灾区，进行了“对口支援”。将上海、广州

等富裕地区的救援和受灾区进行了搭配，使各地竞相开展救援活动。在政府的领导下，最初进行支

援的贵州等贫困省区退出了救援活动。可以看到，在临时住宅上会把对口地区外地区的名字特别注

明。由上海支援的都江堰等临时住宅和临时学校都建得不错。 

北川县羌族居住区是灾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自 1986 年开始争取自治运动以来，于 2003 年

成立了最新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作为中国政府对该区的保护措施，震后第 10 天的 5 月 22 日，温家

宝首相亲自乘坐直升飞机至该地，强调“要切实保护好羌族的文化遗产。”5 月下旬，国家民族事务委

员会提出“羌族民族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决定了举行介绍羌族文化的展览会并出版书籍。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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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被摆上了店头出售。震后一个月之内书店售出了大量地震方面的书，大部分都是支援抢险救灾

活动的记录以及传递受灾者心声的诗集，介绍震前少数民族生活的书籍就别具特色。 

在中央的主导下，新闻媒介展开了做专集节目等活动（《读卖新闻》2008 年 6 月 26 日）。可从

侧面看出，在奥运前少数民族问题频发的形势下，这些活动的展开就成为了加强国内团结的体面的

宣传材料。地震发生半年后，政府将北川县曲山区的大部分地区作为“地震博物馆”进行了保存。据

推测，曲山县内近一万具尸体埋在了地下（《每日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 《产经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 

6 月 1 日，基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部的决定，成立了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6 月 4 日，在国

务院常务会以上，通过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草案。8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

布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 

地震 3 个月后的 8 月 12 日，中国政府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了总体规划，并于同月 27 日在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通过了。本应更早通过，但由于进行各种调查，融合了相关部门的提议等，汇

总时花了不少时间。据所发布的规划，作为目标，3 年内将使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及经济发展

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综合规划的整体构成，如表 2 所示。 

表 2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2008 年 8 月） 
目标 3 年内将使灾区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 
灾后分析 第 1 章 重建基础 
重建总论 第 2 章  总体要求  第 3 章 空间分布  
重建 第 4 章 城乡住房  第 5 章  城镇建设  第 6 章  农村建设 

第 7 章  公共服务  第 8 章  基础设施  第 9 章  产业重建 
第 10 章  防灾减灾  第 11 章  生态环境  第 12 章 精神家园 

计划实施方案 第 13 章  政策措施  第 14 章  重建资金  第 15 章  规划实施 

（九州大学亚洲理解讲座《灾后重建与现代中国--四川大地震时的保健和福利》上亚洲开发银行

（ADB）木村寿香所发表的幻灯资料。2008 年 9 月 4 日） 

中国政府制定了使用 3 年左右的时间使灾区重建至震前状态的重建计划。9 月政府决定凡需重

建住宅的农民将支付达 2 万元（约 28 万日元）的补助金，开始奖励大家重建家园。据报道，四川省

政府提出重建家园的期间为 1 年半后，各地方政府为提高重建速度而争先行动迈进（《读卖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 

不过，中央政府在 3 年内投入的资金将是 1 兆元（约 14 兆日元）（《日本经济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产经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虽说在方针上政府是推进灾区重建，可在财政上的支出

仅占重建计划总体的 3 成，为数不多。其余金额的筹措来自外资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灾区的地方

政府，以及沿海富裕地区的地方政府所调拨的财政开支等（《日本经济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

本次灾情本来就非常严重，重建道路以及灾后 2 个星期就迅速开始的安置临时住宅等重建工作，在

地震发生半年后才总算就绪。另外，来自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的企业经营状况不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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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过程中筹措资金方面不断遇到困难，正式通往重建的道路很险峻。 

Ⅴ．发生四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在媒体方面的政策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媒体破例对受灾情况进行了报道。之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在中央

政府的统管之下对灾情从未做过速报。本次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国营广播电台等却长时间段地

进行了紧急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领导们去灾区访问的身影，领导们对救济灾区的关心以及对抢

险救灾的决心，激励受灾者等的镜头都及时地搬到了电视屏幕上。受灾者在镜头前对温家宝总理诉

说的样子也破例原样进行了播放。电视台对灾区目不忍睹的地震现场也进行了反复播放。 

对灾情如此积极报道的播放方针正是共产党指挥部所决定的。北京奥运会以前的 2008 年 3 月，

西藏发生了暴动，当时政府对新闻报道的限制招致了国际社会纷纷的批评。为在奥运召开之前提高

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同时也为了从西藏问题上转开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从而做出了如此大

的转变。四川省的受灾者中也包含众多的少数民族，通过播放对这些受灾者的救济情况，重在赢得

国民的信赖。政府对媒体作出了要进行感人的报道这样的指示（《读卖新闻》5 月 21 日）。 

温家宝总理前往灾区的 5 月 12 日晚，党内排列第 5 的李长春党政治局常务委员就对灾情的报道

召集了紧急会议。强调了“坚持安定团结，主要进行积极的报道”的方针。其意义在于不允许出现会

导致批判当局、招致大众不安、不满的报道（《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15 日）。13 日，政府相关部

门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媒体要对社会舆论进行积极地引导，传达党中央、政府对受灾者的“关心”，

以求稳定民心。据中方报纸报道，主要媒体决定在报道时重点放在以下三点：①重视人民的生命安

全的党中央和政府。②迅速快捷的救助活动。③不怕牺牲的解放军和武警（《读卖新闻》2008 年 6

月 15 日）。当时，继四川化工厂爆炸后人们对污染的畏惧依然未消，继 3 月西藏暴动事件之后，在

四川受灾地区也同样会发生掠夺等犯罪和暴动行为，为预防这一系列事情造成的社会上的不安，以

及地震可能会导致的社会上不安要素的增长等，政府采取了以上的对策（《读卖新闻》2008 年 6 月

15 日）。 

对情报进行公开的新闻媒介的做法，国民们都积极地认同了。看了新闻，很多人积极赶赴灾区

参加义务活动。大家自发参与大规模救灾活动，而不是在政府的命令下被调动起来的，自新中国建

立以来还属首次。 

另外由于很多传言涉及到了一些设施的安全问题。5 月 18 日，人民解放军在国务院报道室召开

了记者招待会，军总部参谋部的马健作战副部长公布了：地震对核方面的设施几乎没有造成破坏，

不存在安全问题（《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19 日 NHK2008 年 5 月 24 日）。周生贤环境保护部长于

5 月 20 日对灾区进行视察时访问了成都市，说到：“有 32 个放射性物体被埋在了瓦砾下，已收回其

中的 30 个。”确定好剩余两个的位置后，禁止闲杂人等入内来进行回收，近期将会搬出（《读卖新闻》

2008 年 5 月 21 日）。而新闻媒介未对核设施受灾情况进行全面报道（《读卖新闻》2008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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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至 21 日全国哀悼日期间，正常的电视节目以及商业广告都被禁止播放。只播放 CCTV

以及各地方电台制作的抢险救灾特别专题节目。通常在电视屏幕左上方的电视台的标记也显示为黑

白色。之后，以“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为口号，以本地四川电视台为中心，播放了和抢险救灾相关的

节目。 

5 月 19 日，在北京公布了，从 7 月 16 日起，分 14 集，将在 CCTV-1（综合台）的黄金时间段

播放基于本次地震的专题节目《震撼全世界的 7 天》。之后又分别在各地方台进行了播放。和西藏

暴动和以往中国其他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作出的对应所不同，本次震后，政府允许了外国的记者们

去现场采访。 

不过，地震发生两个星期之后，政府就开始对新闻媒介进行了限制，之所以发生了变化可以考

虑到以下几点。理由 1：地震发生 1 个星期之后几乎不可能再救出幸存者。必然只可能播放死亡人

数、失去亲人而痛哭的人、或生命幸存却困于眼前生活的人这样的会引起大家不安的镜头。因此电

台开始反复播放领导者们进入灾区激励灾民这样的新闻。理由 2：政府开始限制自发的志愿者活动。

一方面政府不愿失去对救灾活动的控制。同时对一些地区的灾民救援之手尚未触及到，救援工作还

有不到家的地方。切身感受到地震现场的种种问题，不仅是灾民本身，连志愿工作者也可能将对现

状的不满情绪散发自全国。同时政府也担心通过救灾活动会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理由 3：新闻媒

体对倒塌的小学校校舍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如具代表性的是都江堰的聚源中学（《每日新闻》2008

年 6 月 11 日 《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2 日、6 月 12 日 NHK2008 年 5 月 24 日）。和周围的建筑

相比，只有学校的校舍倒塌了，可见这是行贿受贿而引起的“豆腐渣工程”，因为偷工减料而造成的。

暗示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大家也论及到了日本的建筑基准，即使是别的建筑物倒塌了，象学校

这样的公共建筑物也因为修建得很坚固而被用为避难所。四川大地震现今的状况恰好与之相反。在

四川省的灾区，也有失去孩子的家长们为追究校舍倒塌的责任而要求专家进行调查，不允许收拾倒

塌后校舍的瓦砾碎片。失去孩子后家长们还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愤怒。政府对家长们的赔偿工作也迟

迟没有进展。对这些情况的报道也受到了政府的限制。理由 4：据称，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之际，

中国媒体一直在积极宣传发展中的中国，而一些灾区地处山区，还相当落后，这种贫富差距在地震

发生后开始被媒体做了报道，同时，一些少数民族问题以及核方面的设施等中央政府不想触及到的

部分也开始被新闻媒介报道了出来。 

地震发生 3 个星期以后，政府不仅对国内媒体采取限制措施，也开始加强对国外新闻媒介的限

制。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更大程度上是由四川省政府进行的。四川省政府当对外国媒体重新发放了

进出灾区的采访许可证。并解释说“目的在于维护灾区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实际上，该证件将之

前的无时间限制的采访许可证换为了有效期 10 天的新证件（《每日新闻》2008 年 6 月 11 日版）。 

另一方面开展了“向地震大国日本学习”的活动。在学校也对学生开始进行防灾教育、防灾训练



 8

等。在市内的公园等处，也挂上了“防灾临时避难所”这样的牌子。 

地震发生半年之后和救灾相关的报道增加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11 月 5 日首版报道了《成都

至都江堰铁路动工--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对开始重建灾区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人民日报》海外版对北川县的重建工程进行了大量宣传。 

关于“豆腐渣工程”的偷工减料问题，都江堰市新建小学的现场被封锁了，政府当局在地震发生

后半年就事故责任仍未进行任何发表（《读卖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另外，据报道，政府当局

对灾民以及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的抗议活动这样的消息进行了封杀（《产经新闻》2008 年 11 月 12 日）。 

Ⅵ．互联网的作用 

在网上，涉及到了对政府的批判。在四川省新闻报道被开放了，与之相反，政府对甘肃省报道

的限制很强。在地震发生 1 个星期后的 5 月 19 日，国营中央电视台才将甘肃省文县记载上了受灾地

图。中国报纸《南方周末》指出地方政府很有可能对灾情做了过低的评价（《读卖新闻》2008 年 6

月 13 日）。在网上写入了这样的文字：“领导们为何如此顾及面子，难道对甘肃省是贫困省份有所不

知吗？” 

群众的不满不仅只朝向政府，也朝向了救援活动。网上也有写到：虽说是捐献，但捐献金额过

少。而外国企业在中国挣大钱，真是吝啬（《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2 日）。本是基于善意的捐款，

由于觉得所捐款额太少，在中国国内互联网市民网络上，出现过批判外资企业的言辞。事实上，也

发生过声称捐款金额少而袭击肯德基店铺的事件。同时，中国政府商务部公开了迟迟未交捐款的外

资企业名单，以敦促其尽快支付。 

另一方面，因特网也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将一些志愿者们组织了起来。在网上召集起来的，

有个叫“70”的志愿者团体，意为“改革开放后 70 年代的出生者将改变中国”。是和共产党没有任何关

系的一个组织。地震发生后成员们马上就奔赴灾区开始了救援活动。中国媒体也对这种志愿参与的

意识以及所萌发的市民意识寄予称赞。不过，政府管制日益强化后，共产党青年团开始对志愿工作

者们的派遣地区以及具体活动内容进行了管理（《朝日新闻》2008 年 6 月 12 日）。在召集志愿工作

者时不仅通过了互联网，也采取了广告牌和公交车上的广告等从未有过的方式。除了在灾区附近的

城市地区，在上海以及西安等全国各地都随处可见。 

在中国私人投资商们使用的网站留言板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满仓锁仓 为救灾出力”。意为“支

持买股，为救灾出力”。象这种支持性动向，被称为股市上的爱国的运动（《读卖新闻》2008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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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四川大地震的发生与北京奥运会的举行 

北奥组委会宣布：在中国各地进行圣火接力活动时，接力跑开始前一分钟要进行 1 分钟默哀，

同时将缩小相关活动的规模。不过地震发生次日的 13 号，在福建省龙岩市举行的接力跑前完全没有

为悼念震亡者而默哀的行动。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丝良心在吗？”，“停止奥运圣火

接力，把节约的钱用于救灾。”等进行批判。震后虽奥运组委会马上公布了不会改变圣火接力的具体

日程和路线，但在震后一个星期即 5 月 19 日至 21 日的哀悼日中曾经一度中止了接力活动。预定 6

月中旬在四川省内进行的圣火接力也延期至 8 月奥运开幕式前的一个星期进行，以示对灾区的支援。

政府从而决定加快灾区重建步伐。在西藏圣火接力时顾及到可能遇到的干扰，而将预期的 3 天缩短

为了 1 天。 

媒体多次播放的地震避难所九洲体育馆当初由于避难人太多，人满为患，很多人不得不住在馆

外。至圣火接力前，灾区重建已不再需要避难所，此馆不必用于避难。九洲体育馆又转为圣火接力

活动的会场，只有党的相关人士可以出入本馆，圣火接力的通道被相继封锁，一般的民众不是谁都

可以沿道进行声援的。圣火接力成为了被控制安排下的一场大型活动。 

总结 

四川大地震发生的时机相距北京奥运会的举行为 3 个月，正是倍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奥运期

间。2008 年 3 月由于西藏暴动问题，中国正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批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灾区正

是存在不少敏感问题的地区。灾情严重的山区地带，有不少藏系少数民族的村落，也有军队的核关

联设施。地震将影响到安全问题。信息的公开关系到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信赖。 

通过媒体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后，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支援灾区。2008 年也被称为中国志愿者元

年。另一方面，最初对这些举动表示欢迎的政府，逐渐开始限制管理，显示出政府的方针还有些摇

摆不定。 

在四川大地震中，仅靠媒体政策及其它限制措施，仍有不少市民的动向是中国政府难以控制到

的。通过互联网等，众多和政府没有关联的人被动员了起来，再次显示了开展自发活动的市民社会

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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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2008年 5月 12日午後 2時 28分に、四川省の汶川県を震源地として発生した四川大地震

は経済発展目覚しい現代中国の抱える問題を表面に浮かび上がらせた。中国内陸部の四

川省は、経済開発重点区として急発展をしており、少数民族や世界遺産も多く、観光地

として栄える一方で、核関連施設を持つ中国政府としては神経を尖らせる地域でもある。

本稿では、国際社会の注目を集める北京オリンピック開催直前という四川大地震が起き

たタイミングと中国全体への影響、メディア政策などの政府の対応、インターネットや

ボランティアなど中国社会の反応を経時的に整理し、分析する。また四川省被災地域に

縮図として浮かび上がる現代中国の抱える問題を考察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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