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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春芽：美国飓风与政府的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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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9月8日，一场罕见飓风袭击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造成数千人死亡和巨大财产损失。

作为危机处理措施，加尔维斯顿市成立了5人委员会，统一领导赈灾和城市重建工作。5人领导委员会起

初只是为了组织和提供紧急服务而建立，后来被德克萨斯州立法机关在为加尔维斯顿市政府制定宪章时

所吸收，从而开创了美国市政治理的委员会体制。加尔维斯顿市的5人委员会像议会一样开展工作但在

委员会内部又有明确的分工，其具体成员包括：一位市长主席，一位财政岁入委员，一位公安和消防委

员，一位街道和公共财产委员和一位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委员。委员会体制的市政管理突破了传统的分权

模式，将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于一个小团体手中，迅速而有效地开展了灾后救助工作。文森特•奥斯特

罗姆在《美国地方政府》一书中，用“有效领导”四个字充分肯定了委员会体制在危机环境下提供公共

服务的能力。  

2005年8月29日，飓风卡特里娜疯狂地袭击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结果同样是上千人的死亡和难

以数计的财产损失，但除此之外，它还引发了对政府危机干预能力的反思。现代城市社会由于人口稠密

资源集中，诸如飓风等自然灾难造成的危害性影响巨大，如果政府在灾后救助过程中措施失当，那么给

人们带来痛苦的就不仅仅是天灾还包括人祸。一向被认为是民主斗士的美国政府，现在却被美国公民指

责为救助懈怠、责任心缺乏，而成了官僚主义的政府。面对媒体连篇累牍的批评报导，美国总统布什也

不得不承认政府因抢救不力而难辞其咎。美国民众的国内抗议行为着实是对布什政府合法性的一次真正

考验。  

在反思美国政府危机干预能力不足的过程中，有观点认为美国的联邦分权体制是政府不能有效救助的重

要原因，它不能像集权体制的政府那样在短时间内调配大量社会资源，协调一致地在第一时间供给灾区

社会所需要的食品、安全和秩序。美国联邦制的运作涉及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在需要政府

作出迅速反应的情况下的确会存在由于权力分散、协调不畅带来的低效率政府行为，但如果就此否定联

邦制度的总体运行效能则失之偏颇。美国联邦制度是在独立战争后为了解决北美13个独立殖民地的公共

安全等问题，在各州让渡部分主权交于联邦的情况下设计而成。可以说，同加尔维斯顿市的5人委员会

体制一样，美国的联邦制度也是在危机环境下为了解决面临的具体问题而作出的一项政制设计。恰恰由

于美国的联邦制度建立在现实的利益冲突而非虚幻的观念之上，这赋予其鲜见的稳定性。  

现代民主政治的治理理论非常强调政府的回应性，即当政府在面对公民要求的时候能够迅速及时地作出

响应。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甚至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特征之一就是能完全地或者几乎是完

全地响应所有公民的要求。联系美国的飓风事件，我们可以说政府的回应性不仅体现在常态环境下对各

种利益要求的满足，它还应包括在危机环境下对公民紧急需求的满足。只有在有限时间内对危害公共利

益的危机事件作出有效干预的政府，才可能是一个享有高度合法性的服务型政府。政府危机干预能力的

提高有赖于政府制度能力的提高，这其中包含了一个制度供给的问题。105年前加尔维斯顿的飓风为美



国城市管理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契机，虽然代价是沉重的，但委员会体制毕竟在历史上为美国提供了

一种有效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或许，美国也能够从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余痛中设计出一套可行的政府

反应机制。  

9月24日，飓风丽塔又一次扑向了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而于26日在我国海南省登陆的台风达维

也在大行肆虐，它们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的良心，它们还在考验着政府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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