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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部门
	 知识库：24(g)
	 责任：19(e)
	 应对潜在风险因素的投资：19(j)
	 合作：25(d);	25(f);	27(j);	48(f)（另见公私合作）
生产性资产/工具，保护：19(c);	30(o);	30(p);	31(f)
专业协会：27(j)
财产：参见财产保护
社会心理支持：33(o)
灾害损失的公共合算：24(d)
公共政策
	 关于灾害引起的人口流动：30(l)
	 关于救灾援助协调：33(e)（另见救灾物资）
	 关于减灾通信：36(d)
	 关于提高透明度：27(a)(iii)	
	 关于对救灾援助的资助：33(e)
	 关于土地使用：30(f)
	 关于公共服务工作者的作用：33(e)
	 关于灾后恢复和重建：33(e)
	 关于救灾援助的程序：33(e)
	 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28(d)
	 性别敏感：36(a)(i)
	 充分了解风险信息：28(c);	
	 提高透明度：27(a)
	 设计时将绝症和慢性病纳入进来：30(k)
	 与老年人一起设计：36(a)(iv)
	 由UNISDR推广：48(c)
	 基于气候变化情景进行更新：33(a)
	 与其他和减灾之间协调一致：27(a)
	 减灾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协调一致：31(a)
	 遵守政策的激励措施：27(a)(ii);	27(a)(iii)
	 地方和国家行政机构实施相关政策所需的资源：30(a)
公私合作：7;	31(i)
公共部门，责任：19(e)
公共服务工作者：参见有关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公共政策
公众审查和讨论：27(e)（另见议员）

Q
四年一次的全面政策审查：49

R
重建：30(c)
复原（参见恢复、复原和重建）
恢复援助，监管：33(p)
重建（参见恢复、复原和重建）
恢复、复原和重建：6;	14;	19(k);	29;	30(h);	33(j);	

33(k)
减少损失：29
区域
	 合作：参见区域层面的合作
	 早期预警机制：34(c)
	 组织：48(c)
	 运行机制：34(a)
	 协议：34(g)
	 进展报告：3
	 区域平台/次区域平台：3;	28(c);	48(c);	49
	 区域和次区域战略：1(a);	28(a);	36(a)
承诺登记，由UNISDR维护：48(c)	
法规
	 服务和基础设施：27(a)
	 加强安全：27(d)
救灾援助，有关协调/资助和程序的公共政策：33(e)（另见

救灾物资）
救援、恢复和发展，之间的联系：33(j)
救灾物资，食品和非食品：33(h)
宗教场所：30(d)
搬迁：27(k);	30(l);	33(l)
	 与受影响人群进行磋商：33(l)

报告：27(a)(iii)（另见进展报告）
研究
	 灾害风险管理：24(k)
	 风险和抗灾力：14;	36(b)
抗灾力：2;	5;	17;	18(d);	27(b);	32;	33(c);	脚注2
资源
	 权力下放：19(f)
	 分配：30(a)
	 利益相关方：35
响应：6;	14;	17;	19(j);	23;	24(l);	26;	32;	33(f);	

33(h);	34(a);	34(b)	;	34(g);	34(h);	脚注5	
负责任的公民：25(f)
责任
	 定义：27(a);	27(f)
	 分享：19(b);	35
改造：30(c)
审查仙台框架的全球进展情况：49
发展权：19(c)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12
框架
	 评估：参见风险评估
	 驱动因素：19(i)
	 因素
	 	 复合：6
	 	 相互作用的因素：24(k)
	 	 风险因素的附带影响：24(b)
	 	 潜在：6;	9;	19(j)
	 知识：24(l)
	 地图/测绘：24(c);	25(a);	25(b);	30(g)
	 建模：25(a);	25(g)
	 保留：30(b)
	 风险与发展：15
	 分享：30(b);	31(b)
	 转移：30(b);	31(b)
	 了解风险信息的决策：19(g)
	 了解风险信息的投资：36(c)
	 风险信息，各个维度：24(n)
	 （另见风险的空间维度；减灾的期限）
江河流域/河流：28(d);	30(g)
农村发展规划：30(g)

S
安全：4;	27(d);	脚注5（另见卫生和安全标准）
萨摩亚途径：42
筱川奖：25(f)
拯救生命：29
场景
	 气候变化：参见气候变化场景
	 灾害风险：参见新兴灾害风险
学校，抗灾力：30(c)（另见教育设施。）
科学
	 与决策：25(g);	36(b)
	 发展中国家获取：47(b)
	 基于科学的信息：19(g)
	 科学政策接口：24(h);	36(b)
	 科学传统接口：24(i)
	 科学研究：25(g)
	 科学研究机构：7
二级卫生服务：30(i)
部门
	 责任：19(b)
	 协调：19(e)
	 特定的部门政策：24(i);	27(g)
	 （另见跨部门方法；多部门方法）
风险因素的附带影响：24(b)（另见风险因素）	
居住区：参见人类居住区；临时安置点
按性别分类的数据：19(g)
性健康和生殖健康：3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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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30(p); 31(f)
共担责任：参见责任，共担。
流离失所情况下的庇护所：33(h)（另见流离失所，支持系

统；临时安置点）
技能：40
小规模灾害：4; 15; 36(d)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需求：17; 19(m); 41; 42; 47(a)
中小企业：4; 36(c)（另见微型企业）
缓慢发生的灾害：4; 15
灾害风险的社会效应：24(b)（另见社会影响评估； 

灾害的社会影响）
实施面临的社会挑战：24(k)
灾害的社会影响：4; 31(d)（另见社会影响评估）
社交媒体：24(m); 25(c)
社会恢复规划：33(g)
社会需求，关于：33(b)
社会抗灾力：14
社会保障网络机制，加强：30(j); 31(g)
社会技术：33(b)
南南合作：44; 445
空间
 信息：24(f)
 技术：25(c)
风险的空间维度：参见灾害风险在空间范围的影响
利益相关方
 参与：7; 14; 35（另见全社会参与）
 责任/角色：19(b); 35
 之间的互补性：19(e)
 协调：19(e); 36
 （另见利益相关方的承诺）
标准
 制定：27(j); 35; 36(c); 48(c) 
 修订/完善：30(h); 33(j); 33(k)
 （参见卫生和安全标准；进展报告标准；备灾、响应的协

调；区域协议）
标准化建筑材料：30(c)
统计数据：25(a)
救援/援助物资储存：参见救援/援助物资储存中心
结构影响评估：参见结构影响的评估
结构性措施：17; 29（另见非结构性措施）
次区域合作：参见合作
突发性灾害：15
供应链
 复杂性：6
 抗灾力：30(o)
可续续发展与减灾：2; 3; 4; 10; 12; 19(h); 19(j); 

28(a); 28(f); 31(a); 47(d); 48(c); 49
协同活动：36(a)

T
定制的计划
 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17; 19(m); 45; 47(a)
 针对通信系统：33(b)
 针对残疾人：36(a)(iii)
目标：18; 27(b)
减灾的技术支持：47(a)
技术影响评估：（参见技术影响评估）
技术灾害：15
减轻风险的技术措施：17
技术
 与抗灾力：14
 交换信息：25(e)
 获取：47(c)
 发展：36(c)
 有限获取：6
 投资：24(k)
 转移：25(c); 40; 47(a)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m); 47(b)
 技术库：47(c)
电信
 基础设施：33(c)
 灾害监测系统：33(b)
临时安置点：33(j)
术语：25(g); 48(c); 50
三级卫生保健：30(i)
主题平台：28(c); 47(c)
减灾计划的期限：27(b); 33(j); 36(b); 37
工具/公约
 减灾：28(b)
 记录损失：25(a)
旅游业与灾害风险管理：30(q)
传统知识：19(g); 24(i)
培训
 关于减灾：24(g); 48(c)
 关于灾害响应33(f); 33(h); 34(h)
 针对专业人员/员工：24(l); 27(a); 36(c) 

（另见关于灾害响应的培训）
跨境合作：8; 19(a); 27(a); 28(d)
透明度：（参见加强透明度的公共政策）
交通基础设施：33(c)
三角合作：44; 45
灾害风险的趋势，由UNISDR监测：48(c)

U
潜在的风险驱动因素/因素6; 9; 19(j)（另见风险因素）
了解风险：14; 19(i); 23; 24; 25(f)（另见灾害的特性，环

境影响评估；环境管理与减灾；经济影响评估；社会影响
评估；卫生与减灾；减灾教育；风险因素）

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48(j)
联合国：27(j); 34(e); 48(a); 48(b); 48(c); 48(d); 

48(e); 48(f); 48(g)
 会议和峰会：49
 国家项目：48(b)
 实体和他们的任务，关于：48(b); 脚注6
 后续进程：48(c)
 第68届联合国大会：37（另见联合国大会第 

68/211号决议）
 第69届联合国大会：50
 第70届联合国大会：49
 联合国大会，第68/211号决议：（参见第68届联 

合国大会）
 UNISDR
  实施/跟进的任务：48(c); 50
  审查仙台框架：48(c); 50
  与区域组织合作：48(c)
  网站：37
  科学技术咨询小组25(g); 48(c); 50
  （另见：专家，由UNISDR动员；UNISDR产生的证

据；来自UNISDR的指导； 
    UNISDR推广的公共政策；UNISDR推广的实践方

法；承诺登记，由UNISDR维护；由UNISDR监测的
灾害风险趋势；由UNISDR监测的灾害风险模式）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12
 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48(b)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2; 48(e)
 联合国全球契约：48(f)
 联合国减灾抗灾行动计划：48(b); 48(c)
 联合国减灾信托基金：48(g)
通用无障碍响应：32
通用设计：30(c); 36(a)(iii)
城市规划/发展：27(d); 30(f); 47(d)
城市化，无规划和快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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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变化，气候：参见气候变化
志愿者
	 参与：7
	 知识库：24(g)
	 志愿工作者的培训：33(f)
	 志愿工作：19(d);	35
脆弱性
	 资产：4;	17;	23
	 人：4;	17;	23
	 评估：24(b)
	 信息：24(e)
	 减轻：6
	 脆弱情况下的人：4
	
W
与水有关的灾害风险：34(e)
水务基础设施：33(c)
湿地：30(g)

妇女
	 在脆弱情况下：4	
	 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作用：36(a)(i)
	 在灾害风险政策设计中的作用：7;	36(a)(i)
	 在为性别敏感型政策/计划/项目提供资源上的作

用：36(a)(i)
	 在实施性别敏感型政策/计划/项目中的作用：	

7;	35(a)(i)
		 （另见妇女的领导能力）
工作场所，抗灾力：30(e)
世界减灾大会，联合国第三次：1;	2;	50
世界卫生组织：30(i);	31(e)

Y
横滨战略：19
青年
	 参与：7;	36(a)(ii)
	 领导：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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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行
动

优
先

事
项

 
优

先
事

项
1

了
解

灾
害

风
险

优
先

事
项

2
加

强
灾

害
风

险
治

理
，

管
理

灾
害

风
险

优
先

事
项

3
进

行
减

灾
投

资
，

构
建

抗
灾

力
优

先
事

项
4

加
强

有
助

于
高

效
响

应
的

备
灾

工
作

，
并

在
恢

复
、

复
原

和
重

建
中

致
力

于
“

重
建

得
更

好
”

国
家

需
要

在
以

下
四

个
优

先
领

域
在

地
方

、
国

家
、

区
域

和
全

球
层

面
上

开
展

部
门

内
和

跨
部

门
的

集
中

行
动

。

灾
害

风
险

管
理

需
要

以
在

脆
弱

性
、

能
力

、
人

员
和

资
产

的
风

险
暴

露
程

度
、

灾
害

特
点

和
环

境
等

所
有

维
度

上
对

风
险

的
了

解
为

基
础

国
家

、
区

域
和

全
球

层
面

上
的

灾
害

风
险

治
理

对
所

有
部

门
的

减
灾

管
理

至
关

重
要

，
同

时
通

过
界

定
各

自
的

角
色

和
责

任
来

确
保

国
家

和
地

方
的

法
律

、
监

管
和

公
共

政
策

框
架

协
调

一
致

，
指

导
、

鼓
励

和
激

励
公

共
和

私
营

部
门

采
取

行
动

，
应

对
灾

害
风

险

通
过

结
构

性
和

非
结

构
性

措
施

在
防

灾
上

的
公

共
和

私
营

投
资

对
加

强
人

类
、

社
区

、
国

家
和

资
产

，
以

及
环

境
在

经
济

、
社

区
、

卫
生

和
文

化
上

的
抗

灾
力

至
关

重
要

。
这

些
可

以
成

为
创

新
、

增
长

和
创

造
就

业
机

会
的

驱
动

因
素

。
这

些
措

施
具

有
成

本
效

益
，

并
且

可
以

帮
助

拯
救

生
命

，
防

止
和

减
少

损
失

，
确

保
有

效
恢

复
和

复
原

经
验

表
明

，
必

须
加

强
备

灾
工

作
，

才
能

更
有

效
地

响
应

，
并

确
保

拥
有

有
效

恢
复

所
需

的
能

力
。

发
生

的
灾

害
还

证
明

，
恢

复
、

复
原

和
重

建
阶

段
（

需
要

在
灾

前
就

做
好

准
备

）
也

是
一

次
通

过
综

合
运

用
减

灾
措

施
 

“
重

建
得

更
好

”
的

机
会

。
妇

女
和

残
疾

人
应

该
在

响
应

和
重

建
阶

段
公

开
领

导
和

促
进

采
用

性
别

平
等

和
通

用
无

障
碍

的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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