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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四川省，并几乎同时蔓延到整个中国。在竭尽全力抢救、安置受灾群众的同

时，人们也逐渐开始关注这次灾难对中国经济的影 响。对此，研究人士早就有颇多言论。悲观者认为，灾难将会给资本

市场的信心以极大的打击；极端者认为，宏观紧缩政策就此终结；另有人认为，在年度的总量数 据中，甚至可能觉察不

到地震对经济明显的影响。 

    那么这次地震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宏观经济的震荡，还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 众所周知，地震等

特大自然灾害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种不确定的随机的外部冲击,会导致经济系统和重要经济变量偏离原有的或正常的发展

轨迹。那么，我们如何才 能正确地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怎样增强国人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又通过什么方

法加快对灾区的经济重建呢？就此我们采访了财政金融学院的几位教 授，且听他们从经济学的视角为我们解读这次地

震。 

从从从从财财财财政等角度看政府政等角度看政府政等角度看政府政等角度看政府组织组织组织组织灾灾灾灾后重建工作：后重建工作：后重建工作：后重建工作： 

王传伦： 

    我国国土广袤，或大或小的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的一些破坏性事件的发生在每年都是不可避免的。公共财政就是

要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全社会大众的需要，救灾是公共 财政必须担任的职责。从汶川地震看来，我国以往在这方面是有

准备的，但是准备还不是很充分。必须承认，在这次地震中应急系统表现的比以往都好，例如人员、 财力、动员等都很

迅速、很及时，很能解决当时迫切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政府的财政力量的支持，日后我们地方还应该加强。 

    从这次地震的救助方面可以看出，国家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动救援，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尽己所能参与救助，

大量捐赠财物到达灾区。可是这些物资要怎么使用、怎 么分配才最有效率，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

包括财政部门在内，对这些物资要合理分配，同时安排专人负责，加强监督、及时报告，提高透明 度，并通过立法规定

一些程序。这样才能把来自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力量更好的集中起来，并且能形成很好的制度，长久地发挥

作用。我们也有一些不同 的意见，就是政府是不是应该少参加一些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把精力多投入一些在组织工作

方面。通过这次地震，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危难关头政府的组织工作的重 要性。我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虽然近年来发展

的很好，可是相对我国的需要来讲，政府能够动员的力量还是相对有限。这就需要政府需要利用有限的资金在全国范 围

内集中物力人力财力，恰当的利用在救灾问题上。尽可能地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政府的力量和政府的职能是绝对不能

忽略的，关键的是我们应怎样更好的利用， 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这一点上我们财政应做出感性明确的认识。 

安体富： 

    这次灾害危害很广，根据现在数字，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估计总共拨款已经能够达到一、两千亿。由于我国近

几年来财政增长很快，这些资金的来源还是有保障的。 

    首先，一千、两千亿在我国的财政收入中并不是占据很大比例；我国从06年开始建立了预算平衡调节基金，主

要就用于大的灾害和经济波动方面的调节，增长也很 快，可以作为这次救灾款项的一个来源。其次，我国的财政支出安

排是可以作出适当调整的。现在就已经明确，在08年预算安排当中，行政管理费中的公共经费要 压缩5%。我国的整个行

政管理支出占的比重过大，有很大压缩潜力。此外，我国债务支出占整个GDP比重还较低，如果实在财政紧。我们还可以

发行专门的救灾 国债。但现在还不需要，我国有财力。我们在这一方面，如果需要，还是可以发行国债的。 

    对口支援就是个很好的财政措施，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还很不健全，这次中央专门就地震灾害实行的对口省包

干支付措施，就是对转移支付制度的一种发展。我认为 我国财政可以采取纵向转移支付为主，同时施行横向转移支付，

在灾后延续形成一种制度，在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上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朱青： 

    中央政府必然会加大投入，同时各省份对口承包负责不同受灾地区的建设也是一个有效措施，同时今年中央也

动用了稳定基金来支持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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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亚： 

    目前来看，从应急的时间，从采取的措施，从领导人的重视程度，财政的支持等方面我认为政府做的很好，可

以看出我们政府在管理突发事件方面和雪灾相比更加成 熟了。而地震后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一个长期的预警救急制度的问

题。对于突发大事件的应急处理在财政的预算上应该有长远考虑，不仅是成立基金，还要分类管理， 每类突发事件应该

相应的有哪些措施，调动怎样的资源，各个部怎样协调，这些需要一整套的成熟完善的制度。中国是一个多灾的国家，

建立起一个制度化的体制， 用制度来应对紧急事件，而非仅仅捐款，当然捐款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个别的问题，但长

期的有效的措施还需要制度化层面的东西来强化。 

5.125.125.125.12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对对对对中中中中国国国国经济经济经济经济整体走整体走整体走整体走势势势势的影的影的影的影响响响响：：：： 

   

朱毅峰： 

    此次地震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一点是不可回避的，但是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长期影

响。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蓬勃上升趋势中，近期受大地 震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但也正是这场地震，使全国

人民心连心，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的。现在救命的阶段基本结束，已开始帮助灾区人民 重建家园了。中央

已经拨付了700亿元用于灾后重建，灾区人民的自立精神也很强。当然重建是一个过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即使如

唐山地震损失那么大， 依旧在废墟上建起了一个新唐山，而且重建后的新唐山远比老唐山要好得多！ 

赵锡军：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有，但是不会很大。尽管此次地震造成了大规模人员伤亡，财产、基础设施的破坏，目前

看确实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其中也包括对生产能力、消 费能力的影响，可能会影响短期经济的增长。但是由于四川受灾

的地区地处边缘，不是大的工业城市或工业区，所以长期来看，尽管会有一定影响，但不会太大。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走上了一个轨道，四川地震的灾害不会阻挡中国经济继续前进的步伐。 

关伟： 

    我认为对中国经济总体走势影响不大，尽管四川省gdp占gdp总量相对较大，但从具体受灾地区的地理位置上和

经济地位上看，主要属山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 以从经济指标上来看影响不会太大。但从对社会民众心理的角度，可能

影响相对较大，地震给受灾地区人民带来的心理阴影不可小视，比如美国次贷危机，它对中国 经济实质性的影响可能并

不大，但是其对民众心理上的负面影响可能远大于它实际产生的影响。 

 

5.125.125.125.12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对资对资对资对资本市本市本市本市场场场场的影的影的影的影响响响响:::: 

赵锡军： 

    对资本市场，会有一些直接影响。对地处灾区的上市公司，比如在灾区生产酒类的上市公司会有些影响。再比

如原材料来源于灾区的上市公司，可能也会受一些影 响。但对中国资本市场整体的影响不会很大。 

关伟： 

    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川投资，但长期来看，灾后重建工作必将大力开展，长期投资还是会回升。尽

管地震不可预测，但毕竟这样大强度的地震其发生周期 很长，甚至长于个体生命周期，而投资周期最长不过几年，所以

说除去短期可能会有的一些影响，在四川地区经济恢复过程中，长期投资的影响不会很大。 

5.125.125.125.12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对风险对风险对风险对风险管理的影管理的影管理的影管理的影响响响响：：：： 

吴晶妹： 

    风险管理包括市场管理，操作管理和信用管理三方面，但面对像5.12地震这种大型的自然灾害时，我们的管理

机制却显得有些脆弱，虽然证监会和银监会表示对 灾区银行信贷放宽标准，不催收，不罚息，并且不影响以后的信用，

但对银行本身的却缺乏一套系统的灾害管理机制，我国目前银行方面的风险管理主要是针对受信 人，即考虑灾害发生

时，受信人的财产损失程度和偿债能力，在信用风险模型方面还缺乏针对银行的宏观系统的研究，这就需要我们从学术

角度给出完整的解释，同 时加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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