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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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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受灾民营企业受损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分析 ,总结恢复重建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统领

下 ,依据“大统筹 ,广优选 ,联运输 ,精统计 ,抓质量 ,理数据 ,建系统 ,策发展 ,利工具 ,巧计算 ,重实践 ,明真理”的思

想与方法 ,构建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基本框架 ,提出其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通过纵向和横向两个逻辑结构实现对

地震灾后民营企业重建战略、战术、战斗三个层面的优化统筹管理。该模式分为迅速和发展重建两部分 :迅速重建

包括评估系统、应急管理机制和实施系统 ;发展重建包括灾害防御应急系统、企业自身持续发展、社会资源保障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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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汶川特大地震带来巨大的灾难 ,同时引发次生

灾害和诱发灾害 ,直接导致灾区生态系统、社会系

统、经济系统失衡 ,使得国家经济和人民人身和财产

受到严重损害。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称 ,受灾

地区的直接经济损失在 4000 - 5000 亿元之间 ,相当

于中国 GDP 的 3 %。仅四川受灾的民营企业 ,经济

损失就在 2000 亿元左右 ,占四川灾区总损失的 50 %

以上 ,企业员工死亡 3000 多人、受伤者达 10000 多

人 ,灾害所涉及的民营企业员工在 180 多万人。

民营企业作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四

川省 GDP 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2007 年四川省民

营经济增加值 527311 亿元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为 6815 %。其中 ,第一产业增加值 69218 亿元 ,增

长 614 % ; 第二产业增加值 286314 亿元 , 增长

2719 % ; 第 三 产 业 增 加 值 171619 亿 元 , 增 长

1717 %。地震之前 ,民营企业作为四川省劳动者就

业的主渠道吸纳了将近 70 %的就业人口。地震使

得四川省新产生的城镇失业人员高达 3712 万人 ,全

省城镇失业人员总量已超过 70 万人。在北川、青川

等重灾区 ,115 万多农民失去生产资料 ,80 %成为就

业困难人员。在已有的 65 万灾后恢复就业的城乡

劳动者中 ,由企业吸纳就业的就有 18 万。以绵竹市

和什邡市为例 ,灾前这两个城市凭借中小企业良好

的就业吸纳能力 ,几乎不存在失业人员 ,但由于地震

破坏导致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运作 ,造成至少

10 余万人失业。如果受损企业能够尽早恢复生产 ,

无疑将对当地经济甚至社会稳定产生积极影响。此

外 ,民营企业在推动创新、催生产业等方面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目前 65 %的发明专利和 80 %以上的新

产品开发都是民营企业完成的。民营企业的重要作

用使得灾后民营企业的重建与振兴直接关系到灾区

经济的复苏 ,其快速有效的进行对整个灾区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意义非凡。

目前一些国外学者对灾后企业的恢复重建进行

了研究 ,其中 J igyasu (2004)提出重建是企业发展的

新机会 ,要借助政府和公众参与的力量[1 ] 。Sheffi

(2005) 强调企业灾后重建中供应链恢复的重要

性[2 ] 。Ana (2005)在对土耳其地震的工业损失的调

查基础上 ,提出企业灾后重建应考虑风险管理和应

急响应等问题[3 ] 。国内一些学者也就企业的特点和

灾后重建做了一定研究。有学者从发展环境、财经

政策、信用担保体系等方面介绍了美国扶持中小企

业的举措 ,并提炼出对我国中小民营企业扶持的几

点启示[ 4 ] 。有学者分析了世界多个国家的灾害应急

管理模式和特点 ,从立法、机构设置、应急机制和体

系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设我国灾害现代应急管理模式



的构想 ,其中包括企业应急的内容[5 ] 。总的来说这

些研究没有对企业灾后重建做具体的研究 ,更没有

涉及民营企业灾后重建的具体规划和具体模式。

民营企业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

涉及到经济、社会、自然的方方面面 ,灾后重建要如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指出的一样 ,坚持

“科学规划、统筹兼顾、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

扶的方针”,依靠企业内部自救和外部环境扶持两方

面的努力 ,促进灾后民营企业重建又快又好的开展。

因此 ,本文依据“大统筹 ,广优选 ,联运输 ,精统计 ,抓

质量 ,理数据 ,建系统 ,策发展 ,利工具 ,巧计算 ,重实

践 ,明真理”的优选统筹的思想与方法 ,结合汶川特

大地震灾区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 ,提出灾后民营企

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2 　理性分析

地震造成四川省约 116 万户民营企业受损 ,占

全省工业受灾企业的 99156 %。其中雅安市受灾企

业 537 户 ,死亡 5 人 ,受伤 35 人 ,经济损失近 20 多

亿 ;阿坝州受灾企业 58 户 ,死亡 19 人 ,受伤 100 余

人 ,经济损失 35 亿以上 ;成都市受灾企业 346 户 ,死

亡 67 人 ,伤 200 余人 ,经济损失 50 多亿 ;广元市受

灾企业 609 户 ,死亡 32 人 ,受伤 107 人 ,失踪 42 人 ,

经济损失 25 亿以上 ;绵阳市受灾企业 3323 户 ,死亡

254 人 ,受伤 3383 人 ,经济损失 469 亿 ;德阳市受损

企业 4193 户 ,死亡 1482 人 ,受伤 8197 人 ,经济损失

近 1000 亿元。民营企业属于自筹资金、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性质 ,其建立之初就存在“自

然融资屏障”[6 ] ,表现为主要靠内源融资 ,融资渠道

狭窄 ;从紧的货币政策 ,使得民营企业贷款困难 ;严

格的上市条件和审核程序加大了民营企业上市难

度。地震以后 ,民营企业灾后融资要求更高 ,表现为

固定资产受损 ,抵押贷款难以进行 ;生产破坏和信息

的不对称导致民营企业难以招商引资 ,更难以实现

产业技术转接 ;灾后融资更注重时效性 ,需要在短时

间内注入重建资金才能迅速恢复民营企业的正常运

营。当前 6 个重灾市州民营企业恢复重建约需资金

114819 亿元 ,如果完全依靠民营企业自身力量 ,难

以筹集到足够的灾后重建启动资金 ,加之《国务院支

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意见》提出“运用

市场机制 ,以企业生产自救为主”,使得灾后民营企

业重建更加需要智慧。

211 　战略思考

灾后重建调研组先后对灾区 116 万户民营企业

进行了选点抽样 ,对绵竹市、什邡市、汶川县、理县、

都江堰市、彭州市、江油市、安县、青川县、剑阁县、汉

源县、石棉县的 800 户民营企业进行了普查 ,重点调

查了 192 户 ,其中 ,德阳市 44 户 ,绵阳市 46 户 ,广元

市 45 户 ,成都市 40 户 ,阿坝州 6 户 ,雅安 11 户 ,调

查结果显示 :江油市规模工业企业受损面达 100 %。

14 % - 15 %的山区和沿山区企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

仅存生产技术和部分人员 ,以及难以维持的市场份

额 ,如彭州市新科油化助剂有限公司地处龙门山镇 ,

遭受严重的经济和设备损失 ,仅剩下专利技术。余

下的几乎所有企业在现有政策体系下都存在融资困

难的问题 ,如江油俊华纺织有限公司在地震灾害中 ,

房屋建筑物、专通用设备受损严重 ,企业重建恢复生

产资金需求大 ,企业自筹只能满足很小一部分 ,目前

已无资金采购坏损设备与配件。除 814 %的被调查

企业市场较为稳定外 ,其他企业的市场均受到严重

冲击。其中 30 %以上的企业出现了用户对灾区产

品缺乏信心而取消订单 ,甚至对灾区产品产生歧视

的情况。3013 %受损企业的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借以

交通不畅或无法找到企业确切位置为由 ,停止向企

业供货。在恢复生产运作方面 ,50 %的民营企业因

为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 ,30 %左

右的企业因为技术故障业已停产。此外 ,5 %左右的

企业因为关键技术人员伤亡而出现“人才真空”,大

型生产设备找不到合适的人员进行操作。民营企业

的生产受损制约着整个灾区的恢复 ,如食品饮料等

行业停产已经直接影响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供给 ,

水泥、建材、砂石等原材料企业的生产停滞更是严重

影响整个灾区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保证重建工作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应当在前

期调研的基础上 ,对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进行整体战

略规划。《国务院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为有力、有序、有效地做好灾

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尽快恢复灾区正常的经济社

会秩序 ,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灾后恢复重建的

主要任务 ,使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生产条件达到和

超过灾前水平 ,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体

现出灾后民营企业重建工作的“大统筹”和“广优

选”。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要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主

要分为两个阶段 :近 3 年 (2008 - 2010 年) 以恢复重

建为主 ,后 5 年 (2011 - 2015 年) 以发展提高为主 ,

在恢复的基础上 ,寻求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当前阶

段 ,主要解决资金紧缺的问题 ,确保民营企业重建的

供应链通畅 ,保障企业基本生产运作 ,帮助恢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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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活力 ,同时做好受灾员工的心理安抚工作。要

“精统计”,根据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 ,分解其重建工

作目标 ,落实各阶段工作任务 ,细化各部门工作措

施 ,抓好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 ,制定出灾后民营企业

重建的计划安排和工作重点 ,使灾后重建工作能够

扎实有序推进。

212 　解决思路

灾后民营企业恢复重建就是面对当前出现的问

题 ,坚持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重建民

营企业发展的新均衡 ,促进灾区经济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民营企业恢复重建

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 ,需要应用优选统筹思想与方

法 ,形成特有的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优选统筹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方法必然在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中发挥作用 ,为灾后民营企业恢复

重建提供理论与方法论支撑[7 ] 。如图 1 所示。

图 1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问题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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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民营企业恢复重建需要建立市场、生产运

作、战略、财务、人力资源、融资和品牌的新均衡 ,这

不仅是一个多资源约束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多目标

的决策问题。“在管理上搞统筹 ,在工艺上搞优选”,

在优选统筹指导下的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要具备整体

性、关联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多样性 ,要以统筹兼顾

为基础 ,高效率低成本为优先原则 ,比较优化筛选为

主要思想 ,将灾后民营企业与优选统筹思想与方法

有机统一 ,使重建工作在资源约束和目标约束条件

下 ,达到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最低 ,为灾后民营企

业的长期发展赢得机遇。

3 　模式框架

要建立灾后民营企业重建模式 ,首先需要弄清

民营企业重建的流程 ,以更好的结合灾区实际制定

出快速有效的重建方案和模式。

311 　有效方法

为夯实灾后民营企业重建和持续发展的根基 ,

带动灾区经济的快速恢复 ,提出灾后民营企业重建

的优选统筹方法网络 ,如图 2 所示。

图 2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方法网络

　　在进行灾后重建的网络初始构建时 ,要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要统筹各方资源 ,将

其合理地、有效地运用于重建的每个环节中 ,在恢复

生产的基础上实现民营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可以把

灾后重建关键链管理看作受灾民营企业的流程再

造 ,通过规范构成流程的基本单位活动 ,按照一定的

方法构建重建活动描述数据库 ,然后利用活动之间

的相关性从数据库中搜索、回溯新流程的可行方

案[8 ] 。在评估阶段 ,利用科学统计方法 ,为灾后民营

企业的重建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对重建措施进行基

本设计的基础上 ,生成重建措施的组合方案 ,并对方

案群进行优选 ,找出最有效的重建方案。其间运用

优化技术 ,实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提

到的“确保质量与注重效率相结合”。重建措施的组

合方案通过方案生成与评估系统生成 ,注重方案的

可操作性 ,运用计算机模拟技术对重建方案进行模

拟演示 ,并结合多指标评估方法对方案进行评估 ,指

导方案的优化 ,提高灾后重建质量。

312 　具体模式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应当对重建工作有清晰的思

路 ,对信息有准确的把握和明晰的了解。灾后民营

企业重建优选统筹模式正是在科学规划下的统筹建

设 ,具备“实践性”和“理论性”[9 ] 。它是一个以重建

民营企业发展的新均衡为目标的优化决策模式 ,由

于其流程繁琐 ,目标繁多 ,必须借助于优选统筹的思

想与方法 ,如图 3 所示。

4 　迅速重建

灾后民营企业的迅速重建包括灾后评估系统、

应急管理机制和恢复重建系统三部分 ,其目标是在

优选统筹思想与方法指导下如何用尽可能短的时间

使尽可能多的受灾民营企业恢复到灾前水平。

411 　灾后评估系统

在震灾应急系统启动以后 ,要迅速进行灾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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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灾后评估系统是民营企业重建的基础 ,它并非

是简单的数字统计 ,而是包括对因灾民营企业生产

破坏、人才流失、设备损失等[ 10 ] ,以及由此造成的商

誉危机、负面影响等间接损失计算在内的科学评估。

在进行灾害评估时 ,要巧妙的利用各种数学工具 ,可

将 A H P 和 DEA 模型结合使用于地震灾害损失评

估中。

图 3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在地震发生后 ,准确及时地进行灾害评估对减

轻地震灾害、保险理赔、灾区的援助都是必要的[11 ] 。

对灾区民营企业的受损评估主要分为三种 ,盲场震

害评估[12 ] 、现场震害评估和震害总评估 ,震害总评

估分为初步评估和全面评估两个阶段 ,如图 4 所示。

41111 　盲场震害评估

盲场震害评估在灾后发生后极短时间内 (一般

6 小时内) ,在专业评估人员到达震害现场调查之

前 ,利用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经验和已有数据库 ,计

算各烈度区灾害损失。评估内容包括初步评估企业

内部职工伤亡人数、厂房严重破坏及倒塌数量等直

接经济损失 ,为震害快速评估提供依据。

41112 　现场震害评估

专业评估人员到达受灾现场 ,在受灾企业各部

门配合下进行少量调查。在政府发布的灾区情况汇

报、初步的灾害调查基础上 ,在短时间内 (一般 3～5

天)大致评估房屋受损情况 ,确定倒塌、危房以及修

复可用房屋数量 ,以及企业基本保障受损情况 ,如交

通、电力、通信、设备等工程设施的直接损失。现场

震害评估旨在初步确定灾后重建需要的人力、财力、

物力、基本保障的情况 ,是震害总评估的基础。

41113 　震害总体评估

震害总评估与现场震害评估同时进行 ,其持续

时间相对较长 ,是在盲场震害评估数据基础上 ,对受

·5·第 4 期 　 　　　　　　　　　徐玖平等 :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



灾民营企业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次生灾

害的全面评估 ,并制定出重建工作所需的资金投入、

人才投入和需要的政策支持的准确统计。此外 , 城

市基础设施受损使民营企业恢复生产困难重重 ,因

此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受损而造成的企业损失也应计

算在内。灾后总评估包括初步评估与全面评估两部

分 ,初步评估主要针对企业重建当前阶段所存在的

问题进行估计 ,为制定重建措施提供依据。全面评

估不仅是对企业恢复重建所需条件进行评估 ,还包

括对企业进行跨越式发展 ,实现卓越重建所需的资

源条件进行估计。

412 　应急管理机制

在对灾害进行初步评估之后 ,要迅速启动应急

管理机制。在对受灾企业剩余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合

理估计的基础上 ,统筹地利用系统内可用资源 ,迅速

制定灾后民营企业快速重建的应急方案。

(1) 总体方案

要抓紧制订灾后民营企业重建总体方案。根据

“规划先行、突出重点、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的要求 ,

做出科学决策 ,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对实施

过程进行管理 ,评价重建效果 ,以评价结果指导应急

方案的调整。

(2) 安排部署

按照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总体方案 ,分解重建

目标 ,落实重建任务 ,细化重建措施 ,使灾后重建工

作能够高质高效的推进。要坚持前细后粗 ,向后滚

动发展的原则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先易后难的加强

优先恢复的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密切相关企业的

扶持力度。抗震阶段的饮料、食品等生产企业和恢

复阶段的帐篷、活动板房等生产企业以及重建阶段

的建材、水泥等生产企业要优先恢复 ,以满足灾区人

民的生活需求和社会重建需求。此外 ,处于产业链

上游、轻度受损、对灾区 GDP 贡献较大、解决就业多

的企业要优先恢复 ,以先恢复带动后恢复 ,以点到

面 ,最后取得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全面胜利。

(3) 重建保障

快速修复基础设施是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关

键。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要进一步通过科学调配人

力、物力和财力 ,尽快恢复重要基础设施”[13 ] ,提高

其抗灾能力 ,与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规划相衔接 ,保证

灾后民营企业的生产运作 ,以及所需的原材料、能源

和市场的运输通畅 ,才能使民营企业恢复重建工作

顺利开展。对于直接影响企业生产的设施 ,尽快实

施抢修 ,恢复功能。电网企业加快恢复电网运作 ,抓

紧抢修直接影响企业生产运作的线路 ,按期修复主

网受损和灾区的主要设备 ,恢复电网正常运行。电

信运营企业要迅速恢复灾区通信 ,修复通信基站、线

路、接入点和发射台等设备 ,确保通信畅通。运输企

业和物流企业要合理调整运力 ,保障重要生产物资

的运输供应。

图 4 　灾区民营企业受损评估流程图

　　通过完备的应急管理机制 ,企业的员工、资产得

以直接保护 ,受损的厂房、库存也能迅速得以更换 ,

替代供货源、运输路线及盈利经营都能在有准备中

迅速恢复 ,甚至员工心理和情感的创伤都能得以照

顾。民营企业灾害应急“自救”在体现企业的使命履

行社会责任 ,凝聚员工力量的同时 ,在灾害过后通过

迅速提供援助所需的资源、系统和基础设施 ,亦能与

受灾地区包括社会、政府、市民、人道援助机构在内

的各相关利益方建立起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从而亦

能得以迅速增强企业综合实力。

413 　恢复重建体系

民营企业灾后重建优选统筹模式反映为“1 + 2

+ 3”的结构 ,“1”是一个方法论 ,即优选统筹思想与

方法 ;“2”是全面重建的两种方式 ,即企业自救和外

帮援助 ,两者相互结合 ,构成“内救外帮”的重建方

式 ;“3”是三个支撑 ,即政策扶持、相关法律和科学技

术对灾后重建的保障 ,如图 5 所示。

414 　具体实施方案

灾区民营企业受灾主要分为轻度受损、中度受

损、重度受损、毁灭性损失四种情况 ,在灾后民营企

业重建过程中 ,要结合灾区民营企业实际情况 ,制定

重建实施规划。

41411 　企业自救方式

灾后民营企业重建要以“自救”为主 ,要优化重

建工作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 ,旨在加强企业自身“造

血”能力 ,主要包括企业调整、资金吸纳、员工重组三

部分。

(1) 企业调整

地震造成的情况十分复杂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如果受灾企业的竞争核心 ,如技术等依然保存

或基本保存 ,且原址不是处于山区或沿山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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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次生灾害的地区 ,鼓励其就地重建 ,对损毁的建

筑物进行修复或重新建造 ,积极进行灾后自救 ;如果

企业处于不适宜人居和发展经济的地方 ,应采取“飞

地经济”模式 ,促使企业异地搬迁 ,考虑进驻工业园

区集中发展。如果企业的固定资产在地震中受到了

毁灭性打击 ,不得不选择重组的方式进行再创业 ,重

组过程中要考虑民营企业共生的问题 ,以促进企业

共进。

图 5 　灾后民营企业的迅速重建框架

　　(2) 资金吸纳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融资一直都是制约民营企

业发展的瓶颈问题[14 ,15 ] ,在灾后重建这一特殊背景

下 ,融资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鉴于这种

情况可以模拟目前国际上通用的项目融资模式 -

BO T 模式[16 ] ,这种模式应用于民营企业不仅可以

解决资金吸纳困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民

营企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3) 员工重组

员工心理安抚 :灾后心理重建是整个灾区重建

过程的重要一环 ,对于民营企业也是如此。经历如

此巨大的灾难 ,企业员工可能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

的心理问题 ,可以开展心理诊疗 ,因人而异的进行心

理干预 ,并通过抗震英雄事迹的广泛宣传 ,提高员工

重建企业的信心和企业的凝聚力。

人力资源调整 :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源调整主要

考虑两种情况 :一种是吸纳其他灾民到本企业就业 ,

在吸纳灾民就业的过程中 ,要注意考虑企业的承载

力 ,不要因为吸纳过多的人力资源而导致人力成本

的上升 ,降低企业运行的效率 ;另一种是企业必须裁

减一部分员工才能保障重建工作的实施 ,这就要求

受灾企业做好统计工作 ,对重建的人力资源队伍进

行合理调配 ,以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其间 ,企业和

政府都必须对裁减员工制定相应的补助措施 ,保持

人性化的管理。

41412 　外帮援助方式

在鼓励民营企业“自力更生”进行生产自救的同

时 ,可以考虑政府向受灾企业提供产业指导 ,社会各

方力量为灾后民营企业重建搭建服务平台 ,其他兄

弟省市对受灾民营企业进行对口援建 ,在培养民营

企业自我“造血”能力的基础上 ,适当的向其“输血”,

以加快恢复灾区民营企业生产经营。
(1) 产业指导

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能迅速支持灾区重建、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或自主创新能力的品牌企业和节能

环保型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对重污染、高耗能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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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根据其对灾区经济发展贡献率和灾民就业安置

情况 ,有条件的予以救助 ,帮助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

济增长方式转变 ;对严重破坏环境、不符合产业发展

规划的企业 ,根据市场原则 ,予以淘汰。

(2) 社会支持

政府应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对民营企业的恢复

重建给予积极支持。全面动员、合理调配企业的现

有资源 ,把有限的资金、重要设备和物资、技术骨干

和施工人员等向与灾后重建密切相关的企业倾斜 ;

在重建过程中 ,水、电、气等垄断部门对灾区企业实

行优惠价格。

(3) 对口援建

拟根据灾后重建评估划分的轻度受损、中度受

损、重度受损和毁灭性损失的企业 ,确定灾区民营企

业对口援建机制 ,抓灾后重建质量 ,建立“一对一”帮

扶项目。其中主要涉及人力资源的对口援建 ,财力

资源的对口援建以及物力资源的对口援建。

“人力”对口援建以受灾企业所属行业人力资源

的特点及各受灾企业的具体损失情况为依据 ,通过

吸纳大量待业人员和吸引外地中高层技术骨干和管

理者到灾区工作 ,加快灾区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系统

的恢复与重建。“财力”对口援建 ,主要是指加强与

对口支援灾区的 18 个省市的中小企业系统的沟通

和联系 ,利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 ,比如税收优惠、土

地利用优惠等 ,开展经济合作。“物力”对口援建即

参与对口援建的省市的企业对受灾民营企业进行帮

扶 ,一方面可以在灾区投资建厂 ,另一方面可以向受

灾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生产设备等。

(4) 辅助力量

以当地的高等学府为基础 ,组建智囊团 ,充分发

挥学校人力、技术等资源优势 ,为民营企业的灾后重

建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 :由学校成立专家小

组深入重灾企业实地调研 ,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受

损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规划和解决方案等。

通过非政府组织将企业和政府联系在一起 ,这

里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基金会 ,工商联等。其中

工商联是“企 - 政”沟通桥梁 ,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

不仅要组织各地工商联进行捐助活动 ,而且要充分

发挥工商联的系统优势 ,最大程度地调动社会各界

的力量 ,帮助灾后民营企业的重建工作顺利进行。

415 　保障措施系统

灾后民营企业的重建需要以包括政策扶持、相

关法律保障和科学技术保障在内的保障措施系统做

支撑 ,使“自救”和“外帮”有机结合。

41511 　政策扶持支撑平台

国家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为企业自救和外帮援

助搭建对接的桥梁 ,主要包括财税、金融、土地、就业

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财税政策 ,建议按受灾程度进行分级 ,有区别有

步骤地执行不同的税收优惠力度和优惠期限 ,对于

一些国家鼓励发展的灾区重建项目 ,优先考虑税收

减免 ;金融政策 ,金融机构制定灾后民营企业重建信

贷支持计划 ,合理调整信贷投放。担保机构开辟担

保绿色通道 ,灵活反担保措施 ;土地政策 ,对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税收贡献大、发展后劲足 ,需要异地重

建的民营企业的项目用地 ,按原有用地面积实行等

量置换 ,免除其应交纳的所有土地费用 ;就业政策 ,

政府部门在鼓励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同时 ,考虑其

人力资源承载力 ,以政策优惠的形式减轻企业负担。

41512 　相关法律支撑平台

在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过程中 ,应以现有法律

为保障 ,保证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处特指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防震减灾法》。在这两部法律中 ,都有震后重建

方面的相关法律条款 ,规定了各主体的法律责任 ,要

以这两部法律为指导进行灾后民营企业重建。

41513 　科学技术支撑平台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提到“高等学

校、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应当加强对有关问题的

专题研究 ,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提供科学技术支

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民营企业必须依靠科

技进步才能不断创新 ,开拓市场 ,因此灾后民营企业

重建要充分利用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技术 ,才能实

现民营企业的卓越重建。

5 　发展重建

受灾民营企业初步完成恢复生产后 ,政府的政

策性倾斜的优惠待遇不可能一直延续 ,要在今后的

经济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受灾企业应借灾后重建

之机 ,使自身得到发展提高。

511 　发展重建体系

民营企业在迅速恢复生产运作之后 ,更重要的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达到科学的卓越重建。在优选

统筹思想与方法的指导下 ,构建灾后民营企业的发

展重建框架需要完善企业灾害应急系统 ,进一步增

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在社会资源保障的支持下 ,通过

产业调整 ,实现产业升级 ,进一步显现企业竞争优势

(如图 6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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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灾后民营企业的发展重建框架

512 　灾害防御应急系统

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缺乏灾害

应急方面的意识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 ,无不将企业灾

害应急“自救”中的滞后性 ,缺乏系统性、专业性的差

距彻底暴露 ,在企业恢复生产之后的发展重建阶段 ,

建立民营企业完备的应急系统 (见图 7 所示)势在必

行。

灾害防御应急系统旨在统筹规划基础上 ,为民

营企业“策发展”,它建立了平时状态和战时状态两

个子系统。两种状态具有相同的流程 ,即现状评估

- 方案制定 - 方案实施 - 评价反馈。在平时状态制

定灾害的各种预案 ,通过计算机模拟技术和实际演

习 ,根据不同的运行情况不断优化灾害应急方案。

进入战时状态时 ,迅速将平时状态下的预案应用于

实际灾害管理 ,在适时评价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当战

时灾害应急管理结束后 ,将管理情况加入平时状态

下的应急预案数据库 ,以更好的应对下次灾害的发

生。

513 　企业自身持续发展

民营企业要生产恢复之后 ,要坚持持续发展 ,以

增强核心竞争力 ,需要不断学习、持续创新 ,提高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环境。

(1) 适应国家宏观调控 ,获取持续发展新机会

此次汶川特大地震使四川经济系统遭受重创 ,

国家必然进行宏观调控以恢复四川经济 ,它直接决

定了四川的经济走势 ,也直接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寻找持续发展的新机

遇。

(2)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夯实持续发展根基

要重视企业文化在企业建设中的力量 ,民营企

业灾后发展提高应将抗震救灾精神融入到企业文化

中 ,以文化制企 ,用科学发展观创造“绿色”财富 ,实

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 实施人才战略 ,构建企业知识保障

人力资源作为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 ,是企业

在竞争中保持主动、赢得优势的第一资源 ,在民营企

业的持续发展中发挥着知识保障的作用 ,尤其是在

遭受特大地震灾害之后 ,民营企业的发展提高更离

不开科技人才 (包括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要提高

民营企业产品科技含量、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多元化

发展 ,首先需要实施人才战略 ,充分利用对口援建方

的人力资源 ,采取“学 - 企”模式 ,引进援建方的先进

人力资源培训机制和激励机制。

(4) 找好企业定位 ,实现产业升级

围绕四川省工业“7 + 3”产业规划 ,加强产业结

构调整。定位城市的主体功能 ,走集群发展模式。

提高产业集中度 ,建立国家级中小企业集中发展区 ,

引导民营企业进驻工业园区集中发展。走“专、精、

特、新”的特色发展之路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民营企业进行自主创新 ,利用对口援建方的各项优

势资源 ,形成“产 - 学”结合的循环发展模式 ,实现产

品技术升级优化。鼓励落后工艺和高耗能、高污染

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转型。

514 　社会资源保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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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民营企业灾害防御应急系统

　　民营企业发展重建的社会资源保障支持主要包

括投融资保障、政府支持和政策优惠三个方面。

(1) 投融资保障

发展与灾区企业重建和振兴相关的专业性产业

投资基金。担保机构与贷款银行机构可以建立业务

合作关系 ,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完善会员制担保机制 ,

积极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通过发行灾后债

券或灾后彩票为民营企业筹措资金 ,不仅能大大减

轻政府和企业的压力 ,而且能够分散风险。风险投

资机构或公司对具备条件的、具有市场前景的受灾

民营企业进行风险投资 ,也是不错的选择。

(2) 政府支持

可以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对受灾企业的支持。政

府要深入灾区 ,加强对民营企业重建的服务和指导 ,

对产业承接转移和招商引资工作 ,可以建立中博会

和宁波招商会等平台 ,再塑四川民营企业形象。

(3) 政策优惠

财税政策 ,进一步完善增值税 ,通盘考虑解决民

营企业的非政策保护问题 ;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

税的基础上 ,继续对灾后民营中小企业实行低税率

的优惠 ;建立以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和人

才培训等为主要内容的民营企业税收服务体系。

金融政策 ,部分受损严重的民营企业的银行贷

款 ,按照呆坏帐核销、延期还贷、财政贴息等方式处

理。企业重建形成的新增贷款 ,建议向企业实施信

誉担保 ,发放免息、低息贷款。下调贷款利率 ,提高

抵押率 ,简化受灾民营企业贷款审批流程。对为灾

区民营企业恢复重建提供担保的担保机构给予适当

的风险补助 ,加大风险补偿额度 ,调动金融机构支持

受灾民营企业重建的积极性。

土地政策 ,待民营企业生产恢复正常运作后 ,可

以采取租赁使用、分期支付土地出让金。民营企业

投资国家支持的能源、交通、水利以及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体育等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项目

所涉及的建设用地 ,凡符合划拨供地目录的 ,可以按

划拨方式供地。

就业政策 ,对于在重建过程中吸收就业困难人

员的受灾企业 ,政府可以考虑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险

补贴。

6 　结语

汶川特大地震是破坏性之强、波及范围之广、强

度和烈度之大 ,使全国甚至全世界惊叹 ,这次地震是

对灾区民营企业一次严峻的考验。由于民营企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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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其他企业的特殊性 ,灾后民营企业的恢复重建

存在很多问题和难点。本文在进行一定数量调研的

基础上 ,分析了灾后民营企业重建工程中存在的问

题、面对的压力之后 ,结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特

点 ,提出了灾后民营企业重建的优选统筹模式。这

一模式是对优选统筹思想与方法的创新和实际应

用 ,它不仅适用于灾后民营企业恢复重建 ,对民营企

业今后的发展模式建立也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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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um Seeking and Overall Planning Model of the Reconstruction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Wen Chuan Post2Earthquake

XU Jiu2ping , MA Yan2lan , DUAN Xue2ling

( Institut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Reconst ruction in Post2disaster , Sichuan University ,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 After deeply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 he disaster damage of p rivate enterp rises , it concluded

t he key issues in t he course of restoration and reconst ruction1 Under t he guidance of t 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 ment , according to t he thought and met hod of“Co2ordination , Co2optimization , Transport Com2
bining , Precision Statistics , Quality Grasping , Data Rationale , Systems Building , Policy Develop ment ,

Tools Utility , Smart Calculation , Practice , U nderstanding Truth”, it const ructed the basic f ramework of

post2disaster reconst ruction of p rivate enterp rises and p roposed t he optimum seeking and overall planning

model of redevelop ment1 The model achieved t hree levels of optimum seeking and overall planning manage2
ment such as st rategy , tactics and implementation in t he post2eart hquake reconst ruction of p rivate enter2
prises by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logical st ruct ure1 It included two part s such as rapid and develop ment re2
const ruction : t he rapid reconst ruction is including the assessment system ,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2
nism and implementation system ; the develop ment reconst ruction is including disaster emergency defensing

system , the enterp rise’s own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 social resources p rotection1
Key words : Wen Chuan Eart hquake ; p rivate enterp rise ; optimum seeking ; overall planning ; reconst ruc2
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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