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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 社会经济系统动态演变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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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为自然灾害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均是动态系统, 其间又存在着复杂的互

馈关系, 形成了复杂的灾害—社会经济动态体系。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阶段性演变规

律表明, 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最为脆弱, 灾害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巨大。并进一步指出, 由于灾害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互为因果、

互相强化, 形成了灾害—社会系统的准周期性振荡, 所以应避免灾害系统与社会系统之

间的互动放大作用, 降低高新技术灾害风险, 提高对重大灾害的预报能力, 努力将灾害

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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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系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 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产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的破坏或恶化, 并超越当地社会经济系统容忍限度而引起人群伤亡和

社会财富损失的事件。地球上的灾害既广泛而又频繁, 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

障碍。据统计, 本世纪以来, 全世界已有约 500 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8 亿人的生活受到影响,

人类每年创造的财富约有 10%～ 20% 被各种自然灾害所吞噬。

自然灾害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均是动态系统。自然灾害具有各种尺度的准周期性和非

周期性变化规律, 随着自然灾害的变化, 人类社会各项经济活动也相对呈现出各种尺度的时

间变化过程, 并渗透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灾害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作用就形成了

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深入分析灾害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互馈关系, 追溯灾害

—社会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性, 对减灾防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灾害—社会系统的

阶段性演变和准周期性波动规律进行探讨, 提出调控灾害与社会经济系统互动变化的若干

对策。

一、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阶段性演变

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形式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社会的

结构形态、人类活动范围和人地关系, 可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采猎时代、农业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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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性质、不同背

景的国家而言, 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其中每个发展阶段由于其经济活动模式和社会经济系统

抑制灾害能力的差别, 其灾害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 采猎时代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 人类使用最原始的工具, 主要是以采集自然界现成的植物果实和猎

取野生动物为生, 本身不具备生产能力, 更缺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这一阶段灾害影响的对象是人的生物机体。因此, 灾害的自然属性远大于其社会、经济

属性。

2. 农业经济时代

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属于农业经济时代, 人们以从事农、牧业生产为主, 使用的是手工工

具, 利用的是人力、畜力和自然力, 农业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对稀缺性土地资源的占有, 对

复杂多变的光、热、水资源的利用和对随机性自然灾害的抗御。

由于农业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自然再生产, 因而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明

显。气候的暖湿或干冷、稳定和灾变, 对经济发展、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乃至社会的安定无疑

是一个主要因素。一旦自然环境演变进入“灾害群发期”, 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持续时间

长, 波及范围广, 社会生产力就会遭到毁灭性冲击。

农业经济时代, 人类已具有保护其肌体的衣服、房屋、用火等手段, 因此, 灾害实质上是

农、牧业灾害, 并主要表现在农、牧业收成的丰歉上。这一时期,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有限

土地上的劳动密集型耕作不能提供更多的产出, 农产品供应主要取决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然

而在大多数地区, 土地资源相当稀缺, 人地矛盾突出, 为取得更多的耕地, 就不得不采取伐林

毁草开荒、围湖围河造地等掠夺性的方式, 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结果诱发或加剧了水土

流失、沙漠化、洪涝等灾害。

3. 工业经济时代

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 由于产业革命的开展, 出现了机器生产, 实现了生

产的社会化和工业化, 使人类社会由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对

稀缺自然资源的占有、开发、配置和利用。随着社会化大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世界人口的剧增,

稀缺的自然资源开始严重制约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就迫使人类以盲目扩大外延的方式对自

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和滥用, 从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 加剧自然资源的相对稀

缺, 诱发更为严重的灾害。

纵观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 工业技术革命及产业革命在给人类创造无

比丰富的财富和现代文明的同时, 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种种负

面效应, 产生了诸如大气污染、水污染、酸雨、温室效应、工业锅炉爆炸、核爆炸、毒气泄露、臭

氧层被破坏等一系列严重的工业灾害, 并日益严重地威胁着环境资源, 阻碍社会经济的持续

稳定发展。

4.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是区别于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经济的一种全新

的未来经济形态。这种经济不再严重依托稀缺资源, 人类将通过有效驾驭各种高新技术, 对

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 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 避免不利的环境

负效应; 通过知识和逐步完善的防灾抗灾设施, 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防御。因此, 知识经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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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知识经济时代, 人们对灾害有较深刻的认识, 逐步掌握其发生规律, 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 社会经济系统的承灾能力将大为提高, 一般或较大灾害的成灾损失将大为减少。但值得

指出的是, 知识经济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经济, 而高新技术是一种高风险产业, 缺乏高可

靠度保障措施的高新技术系统往往具有更高的孕灾潜势和事故风险, 一旦技术失控或发生

超标准灾害, 将有可能对社会经济产生更为沉重的打击, 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值得深

入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二、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准周期性波动

自然灾害的发生一般都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准周期性的变化规律, 伴随着灾害的准周期

性变化, 各项人类经济活动也相对呈现出准周期性的变化过程, 并渗透在人类社会、经济、政

治生活及社会心理的各个方面, 从而形成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准周期性变化。灾害—社会

经济系统的准周期性变化可概括为以下两种基本类型。

1. 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中短周期性振荡

在中短时间尺度上, 自然灾害一般都具有由集聚、爆发、扩展、消散和再集聚等组成的四

位相变化, 作为对灾害的响应, 社会经济活动也相对呈现出四位相的准周期性变化过程, 形

成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准周期性振荡。

由于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不一, 灾害—社会系统又形成了两类不同性质

的变化。其中第一类为相互强化型, 即: 灾前灾患意识淡薄, 侥幸思想严重, 防灾投入不足, 开

发建设缺乏减灾战略; 灾害爆发时惊慌失措, 然后是各种救济措施; 恢复平静后灾害的印象

逐渐淡化, 又重新产生麻痹情绪。这种类型的准周期性变化中, 灾害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存

在着相互放大和强化的致灾机制, 扩大了灾害的影响。第二类可视为相互抑制型, 即: 灾前积

极预防, 监测预报, 消除隐患; 灾害发生时临危不惧, 迅速地开展救灾活动; 灾害发生后采取

各种有效措施开展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活动; 灾害过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制订更为切合实

际的防灾减灾规划, 实施标本兼治的减灾措施。这种类型的准周期性变化中, 灾害系统与社

会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抑制的减灾机制, 有效地减少了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灾害—社会系统的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无论是对应于突发性灾害 (如地震、暴雨洪水等)

还是对应于渐变性灾害 (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都极为显著。以我国半干旱区的荒漠化和水

土流失为例, 处于干旱区和湿润区过渡地带的半干旱区, 一般存在着不同尺度的干 (旱) 湿

(涝)交替的气候变化周期。湿润期期间, 半干旱区水草丰美, 人类便大规模地垦地牧畜。待

干旱来临, 农田荒芜, 草场退化, 地表因失去植被而遭受侵蚀, 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创造了条

件。湿润区开荒、干旱期沙化和水土流失的循环反复进行, 造成了土地资源不可逆转的恶化,

形成永久性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灾害。曾经孕育古代文明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边缘、印度西

北部的塔尔沙漠和我国的黄土高原地区及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等地都曾有过相似的

历史发展过程, 不幸的是这样的过程在我国及世界上其他半干旱区还在继续重演 (张家诚,

1989)。

2. 灾害—社会经济系统的长周期性波动

在较长时间尺度上, 灾害的变化多表现为灾害群发期和少灾稳定期交替出现的准周期

性。作为对这种自然周期的响应, 人类社会的发展则呈现出朝代兴衰更替的周期性波动, 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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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互为因果、互相强化, 是造成这种周期性振荡的根本原因, 其演

变的模式大致如下所述的三位相型。

王朝兴盛期: 每当一场天灾人祸劫难后, 改朝换代完成, 新王朝诞生, 在社会生产力已崩

溃的情况下, 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恢复经济, 剥削有所收敛, 政局相对稳定, 生产力得

以发展, 逐步形成百业兴盛的局面, 社会矛盾基本处于超稳定状态。这一时期, 当局一般比较

重视水利、储粮、赈济, 社会拥有较大的抗灾能力, 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发生频率下

降, 成灾损失较少, 危害较轻。

王朝衰退期: 随着人口增长及统治阶级的日益腐化, 剥削加剧, 经济衰退, 社会矛盾日益

激化, 并逐渐趋于脆弱的极限平衡状态。这一时期, 统治阶级骄奢淫逸, 争权夺利, 无力顾及

减灾防灾, 腐败当局甚至利用灾害鱼肉百姓, 社会抗灾能力逐步下降, 灾害加频, 成灾率上

升, 危害加剧。日益严重的自然灾害反过来也不断加剧和放大社会矛盾。

王朝消亡期: 王朝末期政治极端腐败, 赋役沉重, 民不聊生,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天灾肆

虐, 疫疬流行, 天灾人祸使社会稳定机制遭到破坏, 引发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军阀混战等大

规模的社会动乱, 导致经济崩溃, 生灵涂炭, 这反过来又诱发和加剧了灾害。天灾人祸交互放

大的结果是最终导致旧王朝的急剧衰亡, 直至新王朝诞生, 社会经济走向复苏, 进入新一个

灾害社会周期。

据史料统计, 在日本历史上, 因自然灾害问题改年号的就达 15 次之多。中国历史上历次

较大的社会战乱的爆发大都与灾害因素有关, 天灾与战乱相互交织放大, 直接削弱或摧毁了

王朝统治 (表 2) (李永善等, 1991; 张善余, 1997)。又据余国政的研究, 中国从西周幽王到清

朝光绪年间, 共有 15 个皇帝在地震灾害发生的当年或连续几年发生地震后发生皇位更迭,

有 100 余次地震发生后当年或次年皇帝年号改变 (马宗晋等, 1990)。

三、灾害—社会经济系统互动变化的调控对策

1. 加强对灾害—社会经济巨系统多学科综合研究

灾害之所以成为灾害, 是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构成了危害, 是具有自然和社会双

重属性的复杂系统, 灾害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互动作用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灾害—社

会经济系统。在这个巨大系统中, 一方面, 灾害频繁地威胁和危害社会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的严重破坏又加大了灾害的发生频率和致灾度, 使得灾害—

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处于逆向演替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 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

携起手来, 对灾害开展多学科系统研究, 进而制定综合减灾对策与措施, 才能把灾害造成的

损失和破坏降低到最低限度。

人类社会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其社会经济活动方式和社会经济系统抑制灾害能力的差

别, 其灾害社会关系也各具不同的特点。灾害—社会系统的阶段性演变规律表明社会经济系

统最脆弱的社会既不是最落后的原始社会, 也不是最发达的知识经济社会, 而是处于迅速过

渡或现代化过程中的前工业文明时代。就全世界而言, 尤其是处于二元经济时代的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承灾能力最为脆弱; 就中国而言, 处于大开发初期的广大西部地区, 灾害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巨大。这是因为: 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

气候等自然条件敏感的生产部门 (如农业) ; ②食物及其他社会物质储备不足; ③交通运输能

力低, 灾泛区物质财富和人口的临灾可转移性差; ④防灾投入不足, 减灾技术落后, 防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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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薄。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易损性, 强化了灾

变的致灾效应, 成灾率较高。因此, 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及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灾害问题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强化高可靠性保障设计, 降低高新技术灾害风险

当代人类正为步入知识经济时代进行科技、经济诸方面实力的储备, 知识经济是以高新

技术为核心的经济, 缺乏高可靠度保障措施的高新技术系统往往具有更高的孕灾潜势和事

故风险, 一旦技术失控或发生超标准灾害, 将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沉重的打击。20 世

纪末全世界就为解决因计算机技术缺陷形成的“千年虫”问题而大伤脑筋, 尽管目前有惊无

险, 但毕竟已花费了几千亿美元的巨额代价。这再次提醒我们, 高新技术 (如光通信技术、网

络化管理、智能机器人技术、转基因及克隆技术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它在能带来高收

益的同时, 可能招致事故、灾害风险, 这些都有待可靠性水平的保障和再提高。

从国际公认的可靠性技术及决策管理对策看, 强化各类高技术系统发展中的高可靠性

评审及保障设计, 以避免发展中的畸形态, 尤其应重点解决高技术产业的故障隐患问题。此

外, 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因其抗灾功能较为脆弱, 可靠度保障程度较低, 因此, 在引进不

太成熟的高技术系统时应持谨慎态度, 以确保其生态与环境安全。

3. 减免灾害与社会的互动放大效应, 谋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灾害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互为因果、互相强化, 是形成灾害—社会经济系统周期性

振荡的根本原因, 灾害—社会系统的准周期性变化过程中, 灾害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既

有相互放大的作用, 也存在着相互抑制的作用。要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 就必须改变人类社

会活动受自然灾害制约的周期性变化, 把两种周期性变化的相互强化转变为相互抑制。

(1) 提高社会经济系统的承灾能力　灾害只有在致灾力源的作用超过作为承灾体的社

会经济系统的抗御能力时才会发生。减灾实际上是限制和削弱灾害源, 保护易损性的承灾体

和提高其承载能力的过程。由于灾害的频繁和巨大的破坏力, 目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人

类的应付和驾驭能力还不能完全控制灾害源及其致灾介质, 而通过对承灾体的保护, 减少社

会经济系统的易损性, 是减轻灾害损失的有效途径。

(2) 减少社会经济活动的致灾效应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源高投入、环境大破坏、

灾害事故频生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无疑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人

为诱发、触发或放大各类灾害过程。实践证明, 这种模式是不可取的。因此, 必须改变旧的资

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模式, 探索经济发展和减灾防灾相协调的持续发展模式, 增强全民的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 充分认识不合理经济活动的致灾效应, 尤其是要避免人为失误型灾害 (“人

祸”) 的发生, 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作为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以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 提高抗御灾害的能力, 减轻灾害的影响。

4. 提高对重大灾害的预报能力, 维护政局稳定

严重的自然灾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富损毁, 造成一定时期内政府职能的丧失, 而且

更为严重的是可使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甚至触发或放大社会矛盾, 引起社会关

系失调, 诱发战乱, 最终引起社会经济崩溃。在现代中国, 总体而言, 灾害能够得到及时防救,

灾后能够及时恢复和妥善安置, 灾害链效应一般不会发展扩大, 但灾害仍然程度不等地影响

着政局的稳定, 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我们必须加强对环境变化的研究, 逐步建立完整的灾害

测报体系, 探索重大环境灾害预测预报的理论和方法, 从总体上提高对重大灾害测报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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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综合防御能力以及对灾害快速应急响应和抗灾能力, 以便及早采取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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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 en t law of the

system of d isa ster- soc iety and econom y
H E A i2p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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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act: Socia l and econom ic facto rs and natu ra l d isaster a re dynam ic and in teract ive, and

thu s fo rm a com p lica ted system of d isaster2society and econom y. T hey in ten sify each o ther

and fo llow certa in developm en t law tha t show s the socia l and econom ic system in

develop ing coun tries is the m o st frag ile in the w o rld. T heofo re, w e m u st avo id the

en larg ing effect of in teract ion betw een the d isaster and society system and m anage to

reduce the lo ss to the m in im um.

Key words: d isaster; socia l and econom ic system ; the developm en t law ; coun term easu res

夏书章受聘为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2000 年 6 月 8 日, 管理科学与哲学系举行聘任仪式, 聘任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书章先生为该系兼职教授。在聘任仪式上, 管理科学与哲学系主任

张富昌教授介绍了夏书章先生的基本情况, 西北大学副校长惠泱河出席了聘任仪式并为夏

书章颁发了聘书并致词表示祝贺。

夏书章教授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界的老前辈, 在学术上造诣颇深。十年动乱结束后, 夏先

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也引起了政府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视。由于夏先生的呼吁, 全国各高校相继恢复或建立了行政

管理学专业, 并很快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此后, 夏先生更是倾其心血致力于发展我国的行

政管理学事业, 在教学和科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主编的《行政管理学》于

1995 年获国家教委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该书至今仍是行政管理界公认的一部

优秀教材。

夏书章受聘为我校兼职教授将对我校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以及相关管理

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薛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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