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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
·

人类
·

经济

杜

摘 要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历史
。

人们兴修水利
,

防

震抗震等都是为 了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
。

灾害给人类尤其是经济带来严重影

响
,

这是人们所厌 恶的
,

但 自然灾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又是不可完全避免的
,

于

是人们提 出灾害一般是可以防御的主张
。

关链词 灾害经济学 国际减灾十年 守业投入 演化规律

一
、

灾害与人类

人类社会的历史
,

是一部人类为获取物

质资料而与大自然展开轰轰烈烈生产斗争的

历史
,

当然在阶级社会里它又是一部阶级斗

争的历史
,

同时
,

又是人类为保卫物质财富

与自然灾害展开斗争的雄伟悲壮的历史
。

自

然灾害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痛苦和灾难
,

另一

方面也使人类增长了智慧
、

经验和技能
,

逐

步认识自然灾害
,

不断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

本领
。

人类就是在与大 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
,

不断地适应自然和改造 自然
,

从而使人类在

这个地球的环境中得到生存
、

繁衍和发展
。

人们兴修水利
,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

从

我国古代的大禹治水传说
,

春秋时期管仲的

治水学说
,

汉武帝的黄河瓤子堵 口
,

秦代的

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工程
,

直到现代的葛洲

坝大型水利工程
,

以及正在建设的长江三峡

水利工程等等
,

这一切就是为了处理好人与

自然关系
,

谋求人类与自然协调关系
,

克服

和改造不利的自然条件
,

同时审慎地保护和

顺应 自然
,

把水害变为水利
,

创造更适于人

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

人类不断地与自然灾害作斗争
,

为什么

又摆脱不了自然灾害呢 这是需要作出科学

回答的问题
。

这里有个重要的哲学道理
,

就

是灾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

的原理 人为灾害是可以避免的
,

而自然灾

害是不可完全避免的
。

其原因是 第一
,

在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中
,

人们对自

然界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
,

因此还难以做

到改造自然使之有序逐级进化
,

以及妨碍自

然使之无序或退化
。

比如地震在一定条件下

总要发生
,

人们还不可能做到不让地震发生
,

也就是说迄今人们还做不到根除地震产生的

条件
。

第二
,

人们改造 自然的能力和用于改

造自然的经济力量也总是有限的
,

还不具备

在任何情况下人能去灾
、

人定胜灾的客观必

然性
。

这也就是说
,

在众多领域人们还不可



能驾驭自然
。

上述两点
,

说明了主观和客观

两个方面的原因
,

客观方面是自然演替规律

无法改变的因素 主观方面是人们对制止灾

害的力所不能及和治灾经济效益的因素
。

灾害不可完全避免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灾

害面前就无能为力
、

无所作为
,

恰恰相反
,

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

人在灾害面前是可以有

所作为的
。

灾害的防御
,

归根到底应该建立在科学

的基础上
,

这个科学基础包括 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
。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
,

主要是科技对策
。

首先是对各种灾害的个性进行研究
,

摸清其

特殊规律
,

掌握其自孕育期始
,

经过潜伏期
、

爆发期
、

持续期
、

衰减期
,

至平息期止的演

化规律
,

这是认识 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本阶

段
。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防灾体系
。

防

灾体系通常应该有 预测预报系统

防灾工程系统 防灾救灾的组织系

统 包括组织机构和专业队伍 完备的

灾害信息库系统等
。

我们在抓好灾害防御的

基础工程时
,

只要掌握其演化规律
,

采取相

应的措施
,

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

社会科学方面的基础
,

主要是经济对策
。

各种各样的防灾投入
,

说到底是经济投入
,

比

如灾害意识的树立和强化要靠宣传
,

需要经

费 灾害防御体系的建立
,

需要经费 灾害

防御的科技研究和发明
,

需要经费 当然救

灾更需要经费
。

应该清醒的看到
,

这种经济

投入是绝对必要的
。

这是认识 自然和改造自

然见成效的阶段
。

当然
,

在灾害防御问题上还大有文章可

做
,

其中还要解决好思想 或理论 和方法

或实践 间题
。

在灾害防御上要有一些基本理 论或 思

想
。

应该有 灾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不可完全避免的原理
。

这是我们防灾减灾

的最基本的战略思想
,

是克服对灾害无可奈

何
、

听天由命
、

麻痹大意和侥幸过关的根本
。

反馈决策原理
。

这是我们防灾减灾的最

基本的决策思想
,

也是克服对灾害盲目设防
、

草率从事的关键
。

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

互促合益原理
。

这是我们防灾减灾的最基本

的战术思想
,

也是克服在灾害治理上的急躁

冒进
、

华而不实的保障
。

害利互变原理
。

这是我们防灾减灾的最基本的策略思想
,

也

是克服在灾害问题上形而上学认识的保证
。

在灾害防御上也要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或

活动
。

我们现在在防灾的有效活动方面大致

有 个人的防灾活动
,

它虽然规模小
,

但

它是人类社会防灾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活

动
。

集体的防灾行动
,

是指局部地区的

居 民为保护本地区的安全所采取的防灾 活

动
,

这也是防御灾害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部

分
。

社会的防灾活动
,

它是按国家的规

划而进行的
,

是为保护全国的最高利益而进

行的防灾活动
,

是最为有效的
。

国际间

的防灾活动
,

这是全球规模的防灾活动
,

年联合国通过的
“

国际减灾十年
”
指本世纪

的最后十年 活动
,

本身就意味着全球规模
。

国际间防灾活动的内容很多
,

它可以进行国

际间的对防御灾害的科学与技术等方面的学

术交流
,

它可以进行灾害的情报与信息传递
,

它还可以进行国际联防活动
。

总之
,

灾害是可以防御的
,

减灾是可以

做到的
,

变害为利也是可 以实现的
。

二
、

灾害与经济

灾害与经济是一种逆向关系
,

后者常常

受到前者的威胁和破坏
。

灾害越大
,

对经济

的破坏则越大 经济越发展
,

灾害造成的损

失也就越大
。

这已为人类历史所证实
。

据联

合国统计
,

世界各国灾害造成的损失每年约

一 亿美元
。

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各国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美国约为
,

日本约



为  
,

中国约
。

我国是个多灾重灾的

国家
,

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相 当巨大的直接

经济损失
。

一 年代每年约 亿人 民

币
,

年代每年约 亿人民币
,

年代每

年约 亿人民币
,

年代的灾害损失显著

增加
,

年为 亿元
,

年为 亿

元
,

年为 亿元
,

 年为 亿

元
,

 年为 亿元 这是 年代的

倍
,

年代的 倍
,

一 年代的

傲
。

此外
,

我国的环境污染灾害
,

每年经济

损失在 亿以上 荒漠化危害
,

每年经济

损失在 亿元
。

为什么经济越发展
,

灾害造成的损失就

越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受灾地区的财产密度

提高
,

所以同样的灾害强度
,

甚至灾害强度

下降
,

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仍然会增加
。

比

如美国  一  年间的水灾损失
,

相当于

一 年的 年间经济损失的总和

日本虽然由于防洪的努力
,

水灾面积逐渐减

少
,

但水灾造成的损失仍然增加
,

就是因为

受灾地区的财产密度提高了 倍
。

我国  

年工农 业总产值 亿元
,

到 年为

 亿元
,

增长了 倍
,

人 口增加了 倍

多
。

其次
,

经济发展常常集中在江河流域地

区
。

以长江流域为例
,

沿江地区产业密集
,

现

有钢铁企业占全国
,

钢和钢材产量占全

国
,

石油化工工业的产量占全国

土地资源有耕地 亿亩
,

占全国耕地面积
,

林地 亿亩
,

灌木
、

草地 亿亩
,

主

要农作物产量占全国 矿产资源有铁
、

天然气
、

硫
、

磷
、

建材等矿藏 种
,

占全

国的的
,

已发现矿产地  ! 处
,

种

主要矿产保存储量的潜在价值为 万亿

元 水能蕴藏量达 亿千瓦
,

占全国总量

的
· 。

长江流域这样资源
、

财富的密集

地区
,

一旦酿成灾害
,

其后果不堪设想
。

而

我国水灾严重区域主要是黄河
、

淮河
、

海河
、

长江
、

珠江
、

辽河和松花江七大江河的中下

游地区
。

再次
,

在经济发展中由于急功近利

人为的破坏环境和生态
,

也导致灾害的加深

加剧
。

比如毁林开荒的后果严重
。

它造成每

年流失土壤和泥沙 亿吨
,

又造成河道淤积

每年 亿吨
,

大大降低防洪标准
,

削弱了防

洪能力
。

再如水污染公害
,

全国废水排放量

 年统计为 亿吨
,

其中工业废水排

放量为 亿吨
,

每年因水污染造成的损

失达 多亿元
。

灾害必然会给经济带来负面效应
,

这一

点毋庸置疑
。

那么如果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条

件下为防御灾害而进行
“

守业
”

投入
,

能否

达到 防灾减灾的经济效益呢 这就是我们竭

力为在我国创建灾害经济学的宗旨
。

灾害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灾害预测
、

灾

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

会经济关系的学问
,

是介于环境经济学
、

生

态经济学
、

国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之间

的边缘经济学
。

它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

灾害预测
、

防治
、

控制和善后过程中的规律

性现象
,

研究处理灾害经济问题的基本原理
,

研究全面评价治理灾害和变害为利措施的经

济效益的指标体系
,

研究提高除灾
、

治灾和

救灾经济效益的评价方法
,

以及研究灾害处

于不同发展时期
、

不同区域的最优决策体系
。

灾害经济学把防御灾害的经济投入称之

为守业投入
。

守业顾名思义它明显地不同于

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
,

但既然是一种投入也

有个讲求经济效益的间题
。

不过这里讲的经

济效益同通常所讲的经济效益概念有很大的

差异
。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效益概念
,

强调用

一定量的劳动 资源 去获得尽可能多的劳

动产品
,

或者用尽可能少的劳动 资源 去

获得一定量的劳动产品
,

这就是我们通常讲

的投入与产出之 比
。

灾害经济学所讲的经济

效益则不然
。

灾害经济学的经济效益
,

笼统

地说或用最简洁
、

最生动的语言来表述
,

就

是
“

减负得正
” 、 “

以负换正
” ,

再好记一点也



可表述为
“

负负得正
” 。

这就是说 为守

业追加的投入在理论上是一种
“

负
”
效益

,

因

为没有产出 受灾的损失
,

就是一种负

效 益 但正 是由于这种守业投入的
“

负
”
效益发挥作用

,

减少了灾害损失
,

这守

住的部分就是正效益
。

也可以作这样表述 以

防灾投入的
“

负
”

效益
,

换取灾害损失的
“

负
”

效益的减少
,

这减少的部分也就是正效

益
。

这种
“

减负得正
” 、 “

以负换正,, 的例子

还是不少的
。

水利部李文治同志对全国七大

江河流域 一 年的守业投入和效益

做过计算
。

 一  ! 年七大江河流域的防

洪减灾的直接经济效益价值量为  亿元
,

防洪工程资金投入总值为 亿元
,

投劳折

资总值为 亿元
,

灾害损失总值为 亿

元
。

按计算
,

其经济效益为
。

我们见到了守业投入的经济效益
,

自然

是高兴和欣慰的
,

我们希望这种有效的守业

投入能够随着需要的增长而增长
,

现在这种

守业投入不是多了
,

而是太少
。

据专家统计
,

发生同样的自然灾害
,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中造成的灾情后果相去甚远
,

前者受灾

轻
、

死伤少
,

后者正相反
。

究其原因
,

就在

于前者投入多
,

抗灾能力强
,

后者投入少
,

抗

灾能力弱
。

那么是不是说这种守业投入越多越好
,

为了守业而不惜投入
,

一掷千金呢 或者说
,

为了守业
,

在投入上就无需节省和精打细算

回答是否定的
。

灾害经济学关注的是为守业

投入多少量最为合适
。

这就是说
,

它既不强

调必须保证某些劳动成果 资源 免遭损失
,

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它也不强调尽可能地

减少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
,

而是注重为守业

投入的追加劳动
,

必须不大于 由此减少的物

化劳动 资源 损失
。

这里运用的是边际分

析方法
。

其理 由是 灾害不是能够完全避免

的
,

也不是可以将其减少到尽可能小的
,

即

便在技术上可以避免或减少到尽可能小
,

在

经济上也不一定是合理的
。

可以这样说
,

当

继续追加的守业投入能够使更多的物化劳动

量免遭损失时
,

停止追加投入是不合理的 反

之
,

当继续追加的守业投入 已不能使更多的

物化劳动免遭损失时
,

不停止追加投入也是

不合理的
。

所以灾害经济学把守业投入的追

加劳动与由此减少的物化劳动损失之比
,

作

为救治灾害的最佳经济效益的标志
。

打个比

方
,

可叫
“

丢卒保车
” 、 “

丢车保帅
” ,

而不是
“

丢卒保卒
” 、 “

丢车保车
” 。

后者显然是毫无

意义之举
。

这里要强调指出
,

对于某些特例
,

比如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人的生命等
,

其实质

是讲求人道主义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

已经超出经济范畴的研究内容
,

因此不

能简单地把它们作为灾害经济问题去研究
,

否则就会作出不准确的结论
。

为了使我们的守业投入更加合理
,

在评

价的方法上
,

除了现在通常使用的价值评价

法以外
,

还有效益评价法和机会成本评价法
。

三种方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既相通又相异
,

它们共同组成一个评价方法群体
,

这对于我

们科学地评估灾害防御投入的经济效益
,

无

疑有着重大意义
。

总而言之
,

灾害与经济有着极其密切的

关系
。

灾害困扰着人类
,

威胁着人类的生命

安全
,

破坏着经济
,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经济与科技的发展
,

人们防御灾害的

能力也会随之加强
,

人们会向控制自然的深

度和广度进军
,

这又是可以乐观的
。

所以
,

在

灾害与经济问题上
,

应该说也是大有文章可

做的
。

市室乡衬笛
一

、 洲产 、 「 , ’ 、‘

人们在灾害面前是有能为力的
,

是可以

有所作为的
。

为此
,

在防御和减轻灾害方面
,

要正确处理好几个关系
。



处理好灾害防御与灾害意识的关系
。

灾害防御与灾害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
,

灾害意识越强则灾害防御就越好
,

反之

则反
。

因此
,

树立和强化灾害意识是灾害防

御的思想基础
,

是断然不可缺少的
。

树立和

强化灾害意识
,

从低层次来讲是树立和强化

灾害是客观存在的
、

灾害一般是可以御防的

意识 从高层次来讲
,

还应树立和强化灾害

信息反馈决策的意识
,

变害为利的意识
,

以

及治本与治标互促合益的意识等
。

树立和强

化灾害意识
,

从根本上来说是克服麻痹思想

和侥幸心理
,

教育和动员人们做好防灾工作
,

推动灾害科学研究的重要的思想基础
。

在我国有没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
,

事关

重大
。

多年来
,

包括  ! 年酿成的大兴安岭

特大森林火灾
,

年太湖流域的水灾
,

都

与灾害意识缺乏或淡薄有关
。

为此
,

除积极

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广泛宣传外
,

建议国

家在一年里确定一个 日子为
“

全国防灾日
” ,

犹如我国的
“

植树节
”

月 日 一样
,

以

此为契机
,

进行宣传和安全普查
,

唤起全体

人民的防灾意识
,

并使防灾意识的教育和防

灾措施的落实经常化
、

制度化和法律化
。

处理好灾害防御与守业投入的关系
。

灾害防御与守业投入也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
。

一般说来
,

守业投入越多则灾害防御就

越好
,

反之则反
。

因此
,

增加防灾投入是灾

害防御的物质基础
,

也是断然不可缺少的
。

针对我国是个多灾和重灾的国家
,

要 防

御灾害就必须建立和健全防灾体系
,

这是灾

害防御的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
,

要全面
、

配

套地建立起来
。

在做好基础工程的同时
,

也

要处理好重点工程和关键工程问题
。

我国经

济力量有限
,

还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在一个短

时期内把一切事情都做完做好
,

所以对事关

重大的重点工程和关键工程
,

在进行可行性

论证的基础上
,

应该作为国家的重点建设项

目列入议事日程
。

例如我国的长江
、

黄河的

治理就是刻不容缓的
。

我们应该冷静的看到
,

在我国防灾能力

加强的同时
,

还有些薄弱的环节
。

比如在水

利工程方面
,

至少有三个问题是严峻的 一

是水利设施的
“

老化
”

间题
,

二是防洪标准

低的问题
,

三是急需上马的工程尚未动工问

题
。

所以
,

水利设施巫待更新改造
,

防洪标

准呕待提高
。

其他领域中的防御灾害的能力

薄弱问题
,

也依然大量存在
。

在守业投入问题上
,

我们还应更新观念
,

树立起与其每年承受数百亿
、

上千亿的灾害

损失
,

莫不如未雨绸缪
,

先拿出一部分钱来

作为守业投入
,

防患于前的观念
。

为此
,

建

议在国家预算中设立
“

防灾基金
” ,

犹如
“

国

防基金
”
一样

。

此外
,

各级政府和人代会也

应把由于合理使用 防灾基金而减轻损失
,

作

为考核各级公务员政绩的一个条件
。

处理好灾害防御与组织领导的关系
。

灾害防御与组织领导也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
。

防灾组织领导得越好则灾害防御就越好
,

反之则反
。

因此
,

做好防灾的组织领导工作

是灾害防御的组织基础
。

针对我国的多灾重灾的国情
,

我们对待

各种灾害的防治需要统一协调
,

需要综合治

理
,

需要有统一的信息库
、

资料库
、

数据库

等
。

这样
,

我们的灾害防御在组织领导方面

就能更有效地实现统一领导
、

统一指挥
,

更

有效地实现部门之间
、

地区之间的协调
,

更

有效地实现灾害的综合治理
。

为此
,

建议在

国务院下面设立一个
“

全国防灾委员会
” ,

犹

如
“

绿化委员会
” 、 “

计划生育委员会
”

一样
,

负责全国灾害防治的领导
、

指挥和协调
。

处理好灾害防御与灾害科研
、

灾害管

理队伍的关系
。

灾害防御与灾害科研
、

灾害管理队伍也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

对灾害的科学研究越深
、

治理灾害的专家越多
,

则灾害防御就会越好
,

反之则反
。

因此
,

大力展开对灾害的科学研



究
,

大力培养治理灾害的专家是灾害防御的

人才基础和技术基础
。

灾害的科学研究和治灾专家的培养
,

都

需要资金投入
。

这种投入是值得的
,

是我们

能不能获得灾害防御的先进装备
、

技术和专

家队伍
,

从而达到防灾减灾良性效果的关键
。

在这方面
,

我国有成功的经验
。

但也要看到

当前在灾害科研方面的薄弱环节
,

诸如科研

机构
、

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的缺乏和不足
,

还

远远不能与高层次的研究任务相适应
。

我们

应该下大决心
,

花大力气
,

把各个领域中的

防灾科研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

创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
。

科研的薄弱
,

还与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高

层次的科研与管理人才的培养缺乏后劲有

关
。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所正规 指培养本科
、

研究生 的大学
。

为此
,

建议在全国建立一

所
“

中国自然灾害研究大学
” ,

它应该是一所

培养我国高级防灾人才和专家的高等学府
,

是我国为守业而能够作出特殊贡献的人才基

地
。

同是
,

还建议在全国建立一所
“

自然灾

害科学研究院 所
” ,

成为我国对自然灾害

研究的最高科研单位和学术权威机构
。

此外
,

在逐步创造条件的基础上还可建造一所
“

自

然灾害博物馆
” 。

处理好灾害防御与灾害法治的关系
。

灾害防御与灾害法治也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
。

灾害防御需要有灾害法治
。

有法可依
、

违

法必究则是灾害防御的法律基础
。

在灾害的形成过程中
,

除了自然因素这

个客观因素外
,

还有人为因素这个主观因素
。

这有如下三种情况 本来客观的自然因

素 天灾 难以避免
,

却因主观的人为因素

人祸 而使灾害加重加深
。

比如 年的

太湖流域的水灾
,

就属于这种情况 客

观的自然因素虽然存在
,

尚未孕育到爆发
,

却

因主观的人为因素而使灾害酿成
。

比如

年的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
,

就属于这种情

况
。

完全由主观的人为因素而造成的灾

害
。

比如长江流域
、

淮河流域等由于小造纸
、

小焦化厂
、

小水泥厂
、

小煤窑等的排放污水

而造成的灾害
,

就属于这种情况
。

总之
,

对环境要保护
,

对生态要保护
,

这

都需要法治
。

法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基

础
,

也是防灾治灾不可缺少的法律基础
。

我

们这方面的法规已经不少 当然有的法规尚

需制订
,

但执法不严
。

这些年来人为灾害尤

其是环境污染公害剧增
,

是与地方保护主义

和执法不严密切相关的
。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

济
,

我们在呼唤增强市场经济意识的同时
,

也

要呼唤在灾害防御方面的法治意识和依法治

理
,

使我们在灾害防御的法治方面更上一层

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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