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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度最大、损失惨重、波及范围最广而且援救最困难的一次地震。
高标准、重民生、可持续的灾后重建凝聚了灾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殷
切关怀。
而产业重建正是改善灾区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平正义和持续发展的经济动力之源。
    灾后产业重建是一个综合多个专业、多种学科、不同思维、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也
是快速重建、高速增长、持续发展错落有序又要相互统一的矛盾体。
然而，经典的主流经济理论尚未建立起系统的灾后产业重建的理论分析架构，现有的研究或是停留在
理念和思路阶段，灾后产业重建亟须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探索。
    本书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生态文明重建理念，贯彻《汶川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条例》及系列文件的有关精神，在对都江堰、彭州、广汉、绵竹、汶川、平武、宝兴、广
元市区、绵阳市区等受灾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对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经委、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
社会科学院等10多个省、市、县部门进行资料调研，与伦敦大学学院、日本神户大学、日本名古屋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等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并参与国家建设部、清华大学、四
川省社科联等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成果，形成灾后产业选择、重建、布局的初步结
论。
    第一，本书总结了汶川地震的时空特征，概述了汶川地震的基本特征、发生机制、主要破坏及其主
要原因，初步界定了汶川地震四川灾区的空间范围。
本书在对可持续发展理论、产业结构理论、产业布局理论、灾害经济理论及灾后产业重建的相关文献
和观点进行述评的基础上，分析国内外灾后产业重建经验，并引入“经济一环境”的一般作用机理，
构建了“灾前经济常规运行一突变与损失一适应性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逻辑，将灾后产业重建
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
    第二，按照区域经济学科的分析范式，沿着“环境一经济一产业”的线索，从地理资源基础、区域
经济基础和灾前发展态势三个方面研究了汶川地震四川灾区震前产业发展状况，认为该区域具有以下
特征：一是坐落在由三条大断裂和两个条带交错构成的地质带上，是四川省乃至全国地震灾害最严重
、活动最频繁的区域；二是已形成以成德绵为中心、公铁空为网络、广雅阿为腹地的区域经济系统；
三是成德绵是四川工业最密集、产业最高级、竞争优势最强的区域，其中成都处于工业化后期到后工
业化阶段，德阳、绵阳、阿坝处于工业化中期，广元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雅安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工
业化中期转变阶段。
    第三，对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界定，比较分析了工程意义上的经济损失与经济
意义上的经济损失的区别，综述了不同评估方法在历次自然灾害中的实证应用，并对农业、化工、装
备制造、能源、食品、建材、冶金、旅游、交通运输、保险、金融、房地产、通讯等重点产业的损失
情况进行了经验评估，对生态等产业间接损失进行了分析。
论文认为汶川地震对四川经济影响十分深远，且在不同经济基础的地区之间差异明显。
从短期来看，当地产业受损严重，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受影响，电力等基础设施保障不足；但从
长期来看，产业重建有利于产生新的需求，形成产业发展的政策优势，为部分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
场空间。
    第四，对比研究了灾后产业重建的国际经验及其阶段性特征，梳理总结了汶川地震后国家出台的《
条例》、《意见》、《措施》等重大法规政策，指出汶川地震救灾重建选择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灾
重建的战略路线，这条路线从时序上可以分为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和可持续发展三个阶段，并沿着“
法规保障—框架规范—宏观指导—政策协调—措施配套”的方向分阶段逐步推进。
同时，本书在综合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川灾区产业重建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
。
     第五，在分析灾后产业选择的特点、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灾后产业选择模型，认为灾后产业再选
择不同于一般条件下的产业选择，它不完全是关于主导产业的选择，而是在整个产业体系中具有突出
影响力和感应度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战略产业的全面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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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产业再选择不仅受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的影响，还要系统审视产业的需求效应、带动效应。
据此，本书分别从演化发展、外部冲击、内生恢复、重建效率四个视角遴选甄别出绿色食品、磷化工
、新型建材、机电设备、电子信息、新能源、旅游等七大重点产业，并提出这些产业恢复和发展的基
本思路。
     第六，本书认为灾后产业布局是市场自觉形成与政府主导推动的协调过程。
据此，本书从灾后产业布局的微观机制和中观机理入手，通过分析四川灾区承载功能，结合四川省情
，展望发展远景，提出四川灾区“安全布局”、“调整布局”、“发展布局”的三重任务。
本书认为，灾后产业布局既要突出主体功能，按照主体功能布局生产力，更要突出城市功能，构建灾
区城市分工协作体系，克服长期以来四川城市经济“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局面，形成“功能有补
充、产业有分工”的整体格局。
     第七，本书认为灾后产业重建的突破口是制度创新，但制度创新是一个分阶段变迁的过程。
本书结合产业重建的阶段性任务研究逐步推进的制度体系，构建了企业援助、要素支撑、产业融资、
转移补偿等机制框架，用以平稳启动、有序推进、不断深化产业重建；同时，提出要通过强化能力建
设来实现四川灾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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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汶川地震灾区产业恢复与重建是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以后统筹政府体制和市场机制协同推进的
一次重建，具有标志性意义和示范效应。
《地震灾区产业恢复与重建研究：以四川汶川地震为例》以汶川地震四川灾区为例，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重建理念，研究在多目标任务下推进产业恢复与重建的思路与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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