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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灾害发生的频率、受灾人数和灾害经济损失都在迅速增长。
在我国，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严重地阻碍和制约了国家的经济
发展。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灾害发生和对经济的影响规律、抵御灾害风险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经济措施
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学者呼吁应该建立灾害经济学。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与灾害之间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

灾害经济学研究灾害，不是研究灾害的自然属性，而是研究灾害的社会属性，即灾前、灾时与灾后的
社会经济关系。
灾害经济学广泛吸收环境科学、生态学、灾害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营养，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
与灾害学相互交叉、渗透的综合性边缘学科。
灾害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拓展了灾害科学的内容，使人们对灾害问题的认识添加了经济学分
析视角；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学在更为现实和客观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增强了在灾害背景下其对社会
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力。
这对于人类认识灾害、处置灾害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

《灾害经济学》通过对国内外灾害经济基本理论及一般规律进行归纳和梳理，基本涵盖了灾前的风险
管理、减灾、灾后的损失评估、灾害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恢复重建等理论，力图构建起灾害经
济学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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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彦东，经济学硕士，防灾科技学院公共事业管理（应急管理）专业教研室副主任，致力于灾害经济
、风险管理及应急管理研究与教学工作，在《自然灾害学报》《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地震地质》等
刊物发表相关文章10余篇。
现主讲课程“西方经济学”、“灾害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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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行上述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致灾因子的关系，是致灾因子“直接”造成的还是“
间接”造成的，如果是致灾因子“直接”造成的即为直接损失，若是“间接”造成的就是间接损失；
第二个标准是损失产生的时间，若是致灾因子发生后立即产生的后果，为直接损失，第二顺序出现的
后果为间接损失。
这两个划分标准不仅缺乏经济学基础，而且无法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作出清晰的界定。
第一种划分标准看起来简单明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发生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界限模糊的问题，
如地震造成燃气管线破裂，而后又发生严重的火灾，火灾烧毁工厂并且造成工厂停产，火灾损失应该
计入直接损失还是计人间接损失呢？
地震并没有直接造成火灾，只是破坏了燃气管线，火灾损失是地震致灾因子间接作用的结果，似应计
人间接损失，但火灾烧毁工厂的损失又和地震造成的企业停产停工所形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有着本质的
不同。
第二种划分以时间作为标准，同样无法作出准确的划分。
我们知道，渐发灾害的致灾因子持续的时间较长，其所造成的直接损失也可能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河流污染造成鱼类死亡、气候变化造成物种灭绝等。
因此，这两个标准都不能很好地区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在经济学中，经济变量有存量和流量之分。
存量指某一时点上现存的经济量值，如某一时刻企业所拥有的厂房和设备的总价值就是存量；流量是
指某一时期内发生的经济量值，如企业一个月内生产的产品及利润情况等是流量。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清晰的话，我们可以用浴盆的比喻说明，浴盆里的水量扮演资本存量的角色，而从
水龙头流人的水被类比为投资的流量。
企业和个人决定他们需要的资本存量，即他们想要浴盆里有多少水，然后，进行投资提高资本存量达
到他们所期望达到的水平，这一过程相当于根据现有浴盆水面的高度，打开水龙头放水一直达到需要
的水量。
用大家都不喜欢听的严谨一点的经济学术语表述资本和投资的关系是这样的，资本和投资是～组存量
和流量相对应的概念，资本是一个特定时点上的存量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投资为一定时期内用于维持
或提高资本存量的支出流量。
存量和流量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森林中生长的木材是存量，而每年砍伐的数量则是流量。
在灾害经济中，灾害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影响存量，主要是物质资产的损毁；另一方面，由于物质资产
的损毁也会对产品或服务的流量造成影响，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损失，因此，根据灾害影响的存量和
流量的不同，即以存量和流量为划分原则，把经济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直接损失为存量损失，间接损失为直接损失的后果，为流量损失。
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二者可以相加以确定灾害造成的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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