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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灾害损失的最小化而努力

——评《灾害经济学》
Ξ

李沛诚

　　众所周知, 自古以来我国地域辽阔, 灾害频发, 中华民族

就是同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灾害作斗争中生聚、成长和繁衍起

来的。从本质上看, 灾害意味着可以计量的经济损失, 即各种

自然资源的被破坏, 各种社会财富的被毁灭, 人员的伤亡, 生

产的中断和生活的失常, 以及人们精神的损害。人类社会发展

到今天, 灾害仍然是不可绝对避免的客观事实。因此, 如何做

到灾前预防、灾时控制、灾后救援, 以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

财力为条件, 尽量实现灾害损失的最小化, 以促进社会经济的

持续发展和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始终是摆在

党和政府面前一项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针对中国现实的灾害频发的状况,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于

光远先生于 80 年代初就首先倡议建立和发展一门新的经济学

科——灾害经济学。他指出: 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和归宿是如何减少不可抵抗的灾害给社会经济效益带来的破

坏和损害, 如何在灾害发生的损害已经造成之后, 努力去谋取

有所补偿。这就是说, 灾害经济学研究的是‘负’的经济效

益”。可以肯定, 灾害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 将不仅能够科学地

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出各种灾害发生与发展的规律, 阐明灾害

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基本理论, 同时又可以提供防范与控制

灾害的经济方法和手段, 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保障。正

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学术研究氛围中, 武汉大学郑功成教授的

《灾害经济学》应时而生, 于 1998 年 9 月正式出版, 这是我国

第一部灾害经济学专著。他在该书中明确提出, 灾害问题的实

质即是经济问题,“灾害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标, 应当且只能是

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灾害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即灾害

发展的规律涉及经济的方面) 是消极的, 但它追求的目标 (即

灾害损失的最小化) 和所起的作用却是积极的。它能够指导人

们认识和掌握灾害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防

止、避免或减轻灾害的损失, 同时它又能指导各种具体的减灾

活动, 避免灾害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化。《灾害经济学》的社会价

值也就在这里。

为了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 《灾害经济学》以 8 章 25 万

余字的篇幅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第一章“绪论”开宗明义讲

灾害经济学研究的目标、任务、对象和方法, 强调灾害是可以

计量的经济损失, 灾害问题的实质即是经济问题, 灾害经济学

研究的目标是寻求灾害损失的最小化。第二章论述灾害发生和

发展的基本规律, 即从宏观来看, 灾害的不可避免规律、不断

发展规律、人灾互制规律、区域组合规律。第三章论述灾害经

济学包含的五条基本原理, 即周期发展原理、害利互变原理、连

锁反应原理、负负得正原理和标本兼治原理。第四、五章从宏

观、微观两个方面考察了灾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既包括灾害

对农业、工业、其它产业及国家财政的影响, 同时也包括了灾

害对企业经济、家庭经济和社会公共组织等微观经济的消极作

用。第六章论述灾害损失与经济补偿。有灾害必然有经济损失,

有经济损失必然需要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必须通过事先建立的

经济补偿机制, 实现对各种灾害风险的分散、转嫁和保险, 对

灾害损失进行不同的经济补偿, 使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 人民

生活条件不致陷入困境。第七章论述减灾活动与社会经济效益

的关系, 主要指防灾、抗灾、救援的措施和活动的经济价值, 强

调减灾投入的适量与减灾决策的正确具有重要意义。第八章论

述减灾问题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这是“寻求灾害损

失最小化”研究主题的总结, 并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

《灾害经济学》有缜密的论述、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回顾,

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 字里行间蕴涵着一个忧国忧民知识分子

的高尚情怀。作者在“后记”中的一段话可以印证。他说: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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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既是对于 (光远) 老倡议的一种积极响应, 也是对我以往研

究灾害经济问题的一种理论总结和概括。它研究的内容是灾害

事故的经济起因、经济损失和经济投入及其成果, 是从经济学

角度来研究消极的灾害问题, 并寻求积极减损方法和途径, 研

究的目的在于维护既有的社会财富或物质利益, 追求损失的最

小化和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作者长期从事灾害经济研究, 本书从动笔到完稿也经历了

4 年多时间, 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 作者的专业研究在时间上不

仅面对现实的灾情, 而且向历史与未来延伸, 在空间上则很自

然地从中国向全球范围扩展。由于视角广阔, 指导思想明确, 作

者又勤奋努力, 使《灾害经济学》的写作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

特点:

第一, 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 使读者获得了清醒的灾害意

识。例如, 我国 1959—1961 年的全国性大旱, 粮食严重减产,

招致非正常化死亡 2 000 万人以上, 使第二个五年计划被迫推

迟三年才得以实施。1976 年唐山大地震, 使一座城市一夜之间

变成一片废墟, 死伤 40 余万人。1991 年江淮大水灾, 使江苏、

安徽两省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此后两年才基本恢复元气。

1995 年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 由于工业的相对集中, 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 1 000 亿美元以上。这些重大的自然灾害和人们应该

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书中都有明确、清晰的反映, 人们读后

一定会感奋起来, 投身于防灾、抗灾的活动之中, 争取灾害损

失的最小化, 进而变灾为利。

第二, 对灾害损失有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 启迪人们从宏

观上把握灾害的危害程度。例如, 1959—1961 年的连年大旱, 导

致了亿万国民陷入生存危机之中, 书中列表显示了这四年中春

荒的总人口数、患营养性疾病的人数、卖送儿女人数、非正常

死亡人数, 使读者对这场灾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一目了

然。全书有 47 个图和表, 平均每章有将近 6 个图表, 对灾害的

严重后果和防灾、抗害的成果, 作了比较全面的定量定性分析,

这样就使作者的观点建立在可信的科学基础之上。为了论证事

前防范与事后补救人为灾害的重要性, 作者以车祸为例, 指出:

1991 年我国共发生车祸 2615 万起, 造成 419 万人死亡和 1516

万人受伤。1996 年车祸上升到 2818 万起, 死亡 714 万人, 受伤

1714 万人。1997 年车祸高达 30 万起, 死亡达 714 万人, 伤 19

万多人。这些警醒人的数字表明, 人为灾害对人身安全的威胁

要大大超过自然灾害, 对经济的危害程度也并不亚于自然灾

害。面对如此严重的人为灾害, 人类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 防

救结合, 防重于救, 使灾害损失减低到最小。

第三, 对现实的减灾、防灾的措施, 有比较公正、客观的

估量。以中国北部的沙漠化为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内

蒙古曾经被沙漠化的土地达 3 100 万公顷, 潜在沙漠化的土地

达 490 万公顷, 全地区还有 1 730 多万公顷山地和 1 400 多万

公顷丘陵地被水土流失冲刷得沟壑纵横, 土地的被毁坏, 严重

地困扰着全区经济的发展。1978 年, 国家开始实施大规模的

“三北”防护林建设, 到 1995 年二期工程结束, 内蒙古的沙漠

化没有扩大, 反而增添了 460 万公顷绿地, 部分地区出现了人

进沙退的可喜局面。对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 作者也

作了充分的肯定, 认为它“同样是一项造福后世的减灾工程”,

三峡工程建成后, 将有效地扼制长江中下游的水患, 使这个地

区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不正确选

择, 例如大范围内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以及在气候不宜的

山区强行推广“双季稻”等, 作者敢于进行尖锐的批评, 认为

这是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 时至今日, 许多地区还在为当年的

失当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 他认为研究灾害经济学, 选

择实现灾害损失最小化的正确途径、措施和手段是非常重要

的。

第四, 强调在防灾、抗灾和救灾过程中, 始终要突出人的

因素。例如, 作者把减灾方式划分为工程减灾和非工程减灾两

大类。工程减灾如水利工程、防震工程、防风固沙工程、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土地盐碱比、人工降雨、防霜防冻、消防工程

等, 都是工程减灾。这些工程都要人去做, 都要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作用, 才能取得实际效果。非工程减灾, 则是以大众

为服务对象, 以各种传媒为传导机制, 以技术信息服务和制度

建设为主要内容, 进行减灾宣传、训练等, 这就更加要重视人

的因素, 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中国和世界范围内蓬勃

发展的减灾运动, 就是人类有意推动的结果。1998 年长江、松

花江、嫩江的抗洪斗争, 培育出一种伟大的抗洪精神。在《灾

害经济学》第七章中, 作者讲一个共工防洪和鲧障治水、大禹

导滞的故事。共工生活的年代, 黄河水患是主要灾害, 为了抵

御洪水, 共工用“壅防百川, 堕高埋卑”的办法来治水, 即在

河岸的低处修一些简单的土石堤埂, 以抵挡洪水的漫延, 保护

堤内的居民和耕地。到了尧的时代, 鲧障治洪水却墨守成规, 仍

用共工“围堵”的办法。由于当时人口繁殖、耕地扩展, 村落

众多, 鲧治水九年无成, 最后殛死于羽山下。鲧的儿子大禹吸

取了父亲的教训, 采用疏川导滞的办法, 结果获得成功, 并为

当时和后世所称颂。这说明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点及不同

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 选择哪种防灾、减灾手段为宜, 关键仍

然是人的因素, 古代人如此, 现代人更是如此。不充分注意这

一点, 就实现不了灾害损失最小化的目标。

(作者单位: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4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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