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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灾防灾: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探索

——简评陈文科等著《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

夏振坤

　　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科等撰写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项目——《农业灾害经济学原理》一书, 已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
版。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为基础理论奠基的著作。它将对农
业灾害的研究视点定位于农业灾害经济规律, 从而较好地弥补
了农业经济学和灾害经济学研究的不足,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农
业灾害经济学理论体系。该专著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立意创新。灾害是影响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减灾防灾历来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农业作为
一个受灾害影响严重的产业部门, 减灾防灾更是受到人们的普
遍关注。为此, 近年来有关灾害经济学的研究日益兴起。但把减
灾防灾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却并不多见。为此, 本
书从农业防灾减灾出发, 把防灾减灾和环境、生态、资源及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联系起来, 不仅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而且把
减灾防灾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书中所说, 防灾
减灾是大国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 减少灾害损失的重
要途径; 防灾减灾是大国保证农业稳步发展, 满足社会再生产
和人类生态需要的客观要求。正因为如此, 防灾减灾也就成为
了大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是体系完整。作为一本专门探讨农业灾害经济的专著, 本
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完整。在本书的三篇十五章中, 作者从农

业灾害经济学的一般问题谈起, 对农业灾害的发生类型、形成规
律、影响因素、防治对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本书对农业灾害规律的分
析可以说十分全面。在书中, 作者不仅对灾害的形成规律、发生
的多样性以及灾害的经济危害性规律进行了分析, 而且对灾害
的害利互变规律、灾害发生的区域性规律, 以及灾害的防御规律
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填补了许多理论研究上的空白。

三是观点独到。在本书中的许多地方, 作者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如在农业灾害的防治对策中, 作者不仅提出了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农业灾害防治的指导思想, 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减灾机
制, 即以农业保险机制为主体, 辅以政府救济和社会援助的具
体减灾机制。作者认为, 农业保险不仅可以分散农业灾害带来
的各种风险, 减轻灾害造成的后果, 而且可以保证灾害后较快
地恢复生产,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有效的农业减灾机制。但由
于灾害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仅仅依靠保险还不能完
全有效地防灾减灾, 必须辅之以政府的救济和社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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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赵先生才能在反复研究、讨论、考订、充实的前提下, 组
织力量进行《通史》的编写工作。因此, 可以说, 赵先生的这部著
作是在全面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是对作者们
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和总结。

四、《通史》用典详实, 但绝对不是资料的简单罗列或堆砌,
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窥探中国经济思想史堂奥的一部
力作。《通史》古代部分的整个写作过程都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
——封建主义生产的目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是中国
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思想。这些社会形态下所
生产的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使用价值, 它们以自给自足为主要
特征,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以土地财产和农业经
济为基础, 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原始
公社解体以迄资本主义之前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共同规律。在
我国这个封建社会存续了几千年的国家, 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
要对象就是封建社会时期的经济思想。由于封建的土地财产和
封建性的农业构成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 因而研究封建社会的
经济思想必须从分析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我国的
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极为明显的中国特色, 与西方相比, 我国实
行的主要不是领主所有制, 而是地主所有制, 地主所有制的上层
建筑是中央专制集权的封建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 劳
动者的剩余劳动不仅表现为地租这样一种形式, 而且还包括赋
役这一形式。《通史》将这一情形概括为“地产——地租、赋役”模
式, 并以此为主线对中国历史上有关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全面
系统的探讨与分析。在《通史》中, 中国历史上所有思想家们的经
济思想, 无论是零星分散的, 还是系统丰富的, 无论是直观简朴

的, 还是精辟深刻的, 都围绕这条主线而聚合在一起, 从而形成
了既丰富多彩又彼此相联的经济思想体系。这表明《通史》不仅
注重从时间上把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都涵盖进来, 而且将整
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形成一个系统, 亦即不但实现了时间上的
“通”, 而且更注重在探讨历史规律方面的一脉相承。在把握经济
思想主线的基础上,《通史》在写作过程中, 突出了有史有论、史
论结合的特点。编者在每一章的开头部分都用评述性的语言对
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了描述, 在介绍完思想家的基本情况后, 都
进一步补充说明思想家之所以产生特定思想的缘故, 并运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评价。这种论证
方式贯穿于全书的始终。除此之外,《通史》还非常注重历史与现
实的有机结合, 在深刻揭示中国历史上经济思想发展演变规律
的同时, 注重从中寻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与
借鉴意义的内容, 因而《通史》给人以强烈清新的时代感和“古为
今用”的辩证意识。

赵先生主编的《通史》不愧为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里的一部
鸿篇巨制, 在史与论、史与实方面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我国当前中
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预见, 在《通史》的带动下,
我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必将迎来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明媚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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