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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在《灾害经济学》再版之际，心情其实颇为复杂。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在首次出版十二年后再度出版，当然是值得作者与需要该书的读者高兴的事
情；但在时隔十多年后的今天，灾害问题进一步恶化，这对从事灾害研究的人而言，显然不是一件可
以轻松的事情。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来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确实创造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中国奇迹，但灾害问题的发展与变异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各种灾害事故的频繁发生，不仅威胁着国家、社会及城乡居民的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亦在一定程度
上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并对国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类似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正视灾害问题，高度重视灾害问题研究，努力寻求灾害损失最小化和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合理路径，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灾害问题持续恶化的局面，直到不断减轻各种灾害及其危
害，造就一个安全世界和可以永续发展的人类社会。
　　本次再版《灾害经济学》，仅对原版书中的错字及个别标点进行了校正，完全保留了原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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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经济学视角对灾害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全书从明确灾害问题的实质即是经济问题着手，以
追求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研究目标，首次明晰了灾害经济学的架构，系统阐释了灾害不可避免、不断发
展、人灾互制、区域组合四大基本规律和灾害周期变化、害利互变、连锁反应、负负得正、标本兼治
五大基本原理。
同时，立足灾害与经济发展及相关产业经济、企业、家庭、社会公共组织的关系，从宏观与微观两个
层面分别对灾害经济问题进行了理论解析，并对灾害损失与经济补偿机制、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进行了科学回应。
本书是一本有相当影响力的灾害经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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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使生活垃圾也在不断增加，并成为危害社会公共环境和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致害因素。
因此，在居民家庭风险管理中，应当重视对生活垃圾的处理，通过减少生活垃圾对居民居住环境的损
害来增进居住区的公共利益。
为此，除需要城乡居民的自觉性外，还需要有相应的来自外部的经济诱导。
如在美国，到1990年，洛杉矶平均每个居民每天产生6.4磅的固体垃圾，其他美国城市也大多如此，而
东京、巴黎、香港和罗马的居民分别产生3磅、2.4磅、1.9磅和1.5磅的固体垃圾，有关经济学家即认为
，这些区别中某些是由于消费水平的差异，但大部分是由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作出了努力鼓励再生利用
的结果。
为此，有关方面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第一项是实行路边收费制度，即社区对居民家庭或个人的垃圾
根据垃圾的重量或体积按比例收费，而对所有可以再生利用的玻璃材料的收集则不收费，以此刺激人
们对可以再生利用的玻璃材料的使用而减少对塑料材料的利用；第二项是实行押金制度，即当玻璃容
器被购买时，居民就向店主支付押金，当容器退回到商店或者再生中心时再退回押金；第三项是要求
对玻璃之类的可再生材料实行强制性分类，即对违犯者给予很严厉的惩罚。
研究者指出，假定居民有不同的偏好，他们对于价格、数量和质量等其他方面都完全一样的玻璃和塑
料材料，将出现一半选择玻璃、一半选择塑料的局面，即在没有任何再生利用刺激时，其结果是玻璃
和塑料是50％-50％的分布。
然而，从社会与社区的角度看，居民应当多选择玻璃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分类因成本较高而
被认为不能作为一种政策，而路边收费则要好得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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