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减灾呼唤建立灾害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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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发生在印度洋的大地震和海啸，使沿岸十几个国家损失惨重。由此，我们想到，为了更好地

研究灾害发生的规律，有效地防御自然灾害，尽量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有必要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

学。  

  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灾害经济学属于“消极经济学”、“负经济学”，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灾

害本身是属于消极的东西，但研究解决消极灾害的灾害经济学却是积极的。因为，灾害经济学是一门关

于揭示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酝酿、形成、发生、后果而对其进行预测、预防、评估的学问，是关于研

究和揭示灾害的经济规律的学问。国内曾有学者上世纪80年代呼吁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这门新学科，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呼应。我们认为，不论是自然灾害酿成的后果，还是人为因素酿成的灾害苦果，防灾

减灾、灾后重建、伤亡人员的医治、疫病流行医治、社会治安治理等，都加大了经济负担，自然也有一

个灾害经济学的问题。  

  如果某种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灾害，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解决这些灾害的

困难相对就小一些，如果发生在贫穷的国家，就会雪上加霜。很多大灾害所造成的人民生命及其经济损

失是无法弥补的。但既然是灾害，对于其防治也应该是有规律可循的。所以，灾害本身是一种消极与具

有负作用的东西，但人类社会利用灾害经济学可以积极地去抵御，使各类灾害得到预测、预防和使其损

失降到最低点，并及时开展修复、重建工作，这是我们进行灾害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能够生息、繁衍、发展

到今天，就是与各种自然灾害不断斗争的结果。人类只有防御、战胜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才能够健康

地生息、繁衍和发展。同时，要使人类能够与自然界及其一切生物和谐共处、共生、协调发展，就必须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可持续发展本身，就具有与各种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作斗争的内容。只有战

胜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灾害，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近100年来，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是

引起诸多自然灾害的导火索。诸如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业化对森林的破坏，对空气、水体的污染

等等。因而说，为减少人类行为间接或直接的破坏或者由此引发的灾害等等，也都要求建立灾害经济学

这门学科。我国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几乎每年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洪灾、旱灾、地震、火灾及其他因

人的行为而引发的灾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一个多灾害的国家里，减轻灾害，

实质上就是一种发展，一旦灾害发生，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更有利于发展。所以在这里，我们

提出减灾即发展的观点。灾害经济学是防灾减灾的一种手段，不论是对富国还是穷国，都迫切需要建立

和发展这门适用的、新型的灾害经济学。  

  灾害经济学要建立在生态经济学和提高人的全面现代化的基础上。灾害经济学不但要研究和预测灾

害发生的前兆、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重大影响和破坏，而且要研究灾害发生所造成的损失评估、灾后重建

等一系列经济问题，要研究灾前、灾中、灾后的环境问题与生态影响，要研究抗灾救灾的经济问题。因

而说，正确处理生态经济学与灾害经济学的关系十分重要。而人的全面现代化，又对处理这种关系起着

积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时，必须注重人的全面现代化的问题。如果

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了，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灾害损失。  

  灾害经济学可以而且应当有相关的分支学科来支撑。如自然灾害经济学、人为灾害经济学、社会灾

害经济学等。同时，应嫁接和应用好一切有利于灾害经济学科建立和发展的知识。如灾害经济学与数

学、物理、化学、预测学、信息科学、应用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把一切学科能为灾害

经济学所利用的合理成分都吸纳进来，更有利于灾害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并进而构建好灾害经济学的

科学框架体系。在具备了多学科、跨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和发展灾害机理学、灾害动力学、灾害

数理学、灾害时空分析论、灾害预测论等学科。再者，在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的进程中，除了吸纳跨

学科的知识、方法而外，其自身也必须建立和发展数据库体系、灾害数据采集系统、自然灾害和人为灾

害的海陆空全方位监测网络体系、灾害的计算机动态模拟仿真系统、灾害研究成果的表现方式方法等



等。总之，在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的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要真正建立起灾害的防治系统，

诸如灾情分析、风险评估、易损性分析；同时要真正建立起完备的灾害预警、赈灾救灾经济学的分析系

统等等。  

  建立和发展灾害经济学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把防灾抗灾制度体系的建立纳入灾害经济学的研

究范畴；二是要把宏观调控纳入灾害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特别是在灾情发生后的非常时期，必须依靠政

府的力量；三是大力提升科技防灾救灾的能力和水平，用现代科技知识丰富和发展灾害经济学的分析应

用手段；四是建立和健全灾害经济学关于防灾减灾的投入、管理运行机制，真正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防

治灾害的科学投资体系和管理运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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