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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国内已有28省（区、市）1508个县遭受洪涝

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5460.66千公顷。如此严重的洪涝

灾害对于中国经济走势的影响也引发多方关注。专家指

出，洪灾在短期内可能抬升农产品价格和推升通胀，但并

不会改变通胀长期弱势的趋势。同时，洪灾会对农业、工

业和服务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预计后续会有一系列的

积极财政政策出台。

洪涝灾害不会改变通胀弱势

业内人士指出，洪灾或将对下半年的农产品、猪肉等

食品类价格造成较大推升压力，进而增加通胀显著回升的

可能。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表示，除了直接损失，洪灾不仅

在短期内可能抬升农产品价格和推升通胀，还可能拉低三

季度GDP的增速，间接损失不可估量。中长期而言，修复

再建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社

会经济的发展，给经济带来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虽然短期有一定影响，但是

洪灾将不改变通胀长期趋势。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对记者表示，1998年抗洪

期间，国内通胀维持平稳。所以从历史经验看，洪水对食品

或CPI的影响并不明显，近期出现的洪涝灾害并不改变通

胀弱势。预计需求总体疲弱环境下通胀将延续弱势格局。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经济组组长朱振鑫提醒，本次洪

涝较为严重，且经济通胀环境与1998年有明显差异，粮食、

猪肉、蔬菜价格的敏感性大于以往，要警惕游资炒作粮价、

生猪供需缺口扩大、蔬菜超跌后的反弹。

农产品价格过度上涨可能性较小

据记者了解，国家发改委已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

地加强价格调控监管，保障蔬菜等重要商品市场和价格稳

定，必要时，可依法采取临时价格干预措施，防止价格过度

上涨。

中农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CEO助理兼项目经理王

克成对记者表示，洪水直接影响蔬菜、瓜果等农产品短期

的产量下降和价格上涨，尤其是最近受灾的长江中下游地

区。不过，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等洪水退了恢复生产，蔬

菜供应很快可以得到解决。以湖北为例，连续的阴雨，农

作物的生育期就会被推迟，早稻生产、晚稻播种移栽、中稻

分蘖都会被影响，同时还增加了动植物疫病流行风险。所

以，短期内洪水灾害对农业供给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但

是现阶段国内的粮食、蔬菜供给相对充足，长江中下游灾

区水灾的补救难度不大，全国粮食供应相对宽松，南方水

稻是两熟以上，洪水过后，对粮食价格的影响会比较小。

“这次洪灾对受灾当地农作物生长造成很大影响，相

关鲜菜、瓜果因短缺而价格上涨也是正常现象，相信通过

政府临时干预，价格过度上涨的现象不会出现。另外，湖

北、安徽等地养殖业受灾情况严重，很多地方出现了养殖

场被淹的情况，包括生猪养殖、水产以及蛋鸡养殖场等，养

殖户损失较大，这也会导致相关产量的下降和价格上升。

不过这也不必太过担忧，因为这是一个短期现象，随着洪

水退去，生产养殖秩序的恢复，产量上升竞争加剧也会促

使价格下降。”顺鑫农业内部人士表示。

业内专家分析，短期来讲，由于洪涝灾害会对农作物的

种植生产和农产品的运输造成影响，从而导致农产品供给

出现短缺，造成物价的上行。长期来讲，如果此次洪涝灾害

的程度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对蔬菜、水果、水产品等

农产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7—8月份，对全年农产品的供给

影响有限。进入9月份，随着气候条件的好转，农产品的供

给和运输将逐步回归正常，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将逐渐淡

化。中长期来讲，物价走势还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

多项积极政策可期

国家防总、水利部7月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

期防汛抗洪形势。据国家防总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

13日，今年以来全国已有28省（区、市）1508个县遭受洪涝

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 5460.66 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约

1469.80亿元。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指出，

在 1998 年特大洪灾中，各地申报的最终直接经济损失是

2484亿元，占当年GDP（8.5万亿元）比重大约为3%。今年

的洪灾级别可能不及 1998 年洪灾，经济损失也不会达到

GDP的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至2016年期间，

随着南方受灾地区大中城市人口快速扩张，连续强降雨的

影响不仅给长江等干流沿线农业、农村造成重创，还表现

在武汉、南京、广州等特大城市的内涝十分严重，城市内涝

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远超1998年洪灾内涝的影响。

华泰证券研究所专家表示，洪涝灾害会对三次产业都

有影响。对于农业来说，由于农作物受到洪涝灾害，这会影

响作物的生长，会导致产量下降；对于工业来说，洪涝灾害会

导致水电供应、运输、原材料供给等很多环节受到影响，工业

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对于建筑业来说，工地没法正常开工，建

设进度受到影响；对于服务业来说，洪涝灾害会影响到服务

业的消费需求和供给能力。进入9月份以后，一些灾区将进

入灾后重建，国家预算资金会有一部分向灾后重建倾斜。

朱振鑫表示，在政策应对洪灾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更积极，定向宽松可期。发债、拨款、减税是历次洪涝灾

害中常见的救灾措施。目前抗洪救灾工作尚处于前期，预

计后续可能有发行专项债券、政策性优惠贷款、定向再贷

款等流动性支持、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

我国城市内涝的出现有其历史

原因。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

快速推进，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由

于缺乏相应的城市规划能力和眼

光，地上漂亮了，地下却一团糟。城

市地下水系统缺乏科学严谨的规

划，一下暴雨就积水内涝；地下管线

填埋不科学，城市街道经常修修补

补；缺乏城市规划的长远目光，一些

当政者只看表面的光鲜政绩，不愿

投资地下水处理系统等无政绩“回

报”的基础设施。如此，既造成了严

重的资源浪费，更为城市发展留下

了巨大隐患。

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地下管网

服务年限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以德国为例，80％的城市地面改用

透水地面，下雨时很少见到路面积

水。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德国，根据

不同区域铺就不同的透水路面，比

如人行道、步行街、自行车道、郊区

道路等受压不大的地方，采用透水

性地砖，这种砖本身可透水，砖与砖

之间采用了透水性填充材料拼接。

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努力开

发各种雨水渗透装置，新建的住宅、

厂房、花园等均要设计雨水利用装

置。同时，德国联邦交通部早在

1973年就制订了《路面结构内部排

水系统设计指南》，所有重要路面都

要设内部排水系统。

在法国巴黎，城市下水道修建

完成于近200年前，巴黎人前后共

花了126年的时间才修建成功。英

国伦敦下水道的历史也在150年以

上，被称为“工业世界的七大奇迹之

一”。

而我国与这些国家相比，相差

甚远。规划科学的下水道是一个城

市文明的标志，中国正处在城市化

进程的高速期，如何建好城市下水

道考验着中国城市主政者的智慧与

良心。

那么，如何才能消除我国城市

内涝隐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加强地下管网的建设

和管理。

首先要科学规划，合理制定排

水设计标准。国家应进一步修编排

水设计标准，指导各地加强城市排

水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依据城

市总体规划制定排水、污水专项规

划，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

实力，合理确定适度超前排水标准

以提高城市排水能力，保障城市基

础设施的综合承载能力与城市化水

平相适应。

其次，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加

快排水设施建设。国家应指导各市

政府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加

大排水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创新

融资模式，加快城市排水管网、泵站

等排水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努力提

高城市排水能力和排水体系科学

化、自动化水平。

再次，对地下管网要强化管理

意识，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责任，定

期或不定期地对地下管网进行检查

维护，确保地下管网无隐患。城市

管网规划设计和修建，均属隐蔽工

程，要建立服务年限负责制，对在规

定年限内出现隐患的责任人要进行

严肃问责。

另外，在施工过程中，要科学使

用渗水材料，树立环保意识。城市

地砖等要具备透水性，提高渗水能

力；要增加绿色植被，增加吸水能

力。总之，治理城市内涝，要标本兼

治，要有超前意识、长远规划，把隐

蔽工程做扎实，把民生工程做牢固。

洪鸿

记者手记

消除内涝隐患考验城市智慧

武汉告急，南京告急，合肥告急……

今年以来，南方地区遭遇了 1998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大范围洪涝灾害，而

6月以来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长

江中下游地区城市，遭遇连续降雨引发

内涝，频频告急。

为应对密集高发的城市内涝问题，

加快城市综合管廊建设被提上了政府

的议事日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测算的数据显示，未来地下综合管廊每

年需建设8000公里，造价以每公里1.2

亿元估算，地下综合管廊每年能带动约

1万亿元的投资。

那么，这万亿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相关企业将有何作为？这种投资规模

能否解决中国城市内涝之痛？

城市整体规划：
与国际先进城市相差巨大

过去三个月，南方密集下了 20 多

轮大雨，不少城市内涝严重，市政管网

建设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除了

排涝不力，城市居民对市政管网还有更

多吐槽。

家住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的街道

办主任王东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多年来，社区内多个老旧

小区供排水设施老化，不同程度出现了

供水管道漏水、水质浑浊、水压不足、排

水不畅、污水外溢等问题。有的地方

“马路拉链”开开合合，影响人们出行；

有的地方因反复开挖而塌陷……

在我国，地下网管建设同发达国

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原总工程师、现任中国市政工

程协会会长金德钧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内涝已经

成为大中城市的通病，而且日趋严

重。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管

网系统建设力度不足，我国城市排水

管网普及率由2008年约60%提升至如

今的 64.8%，提升幅度有限，远低于国

家排水管网覆盖率 80%的要求；二是

排水系统设计不合理，目前主要以小

排水系统为主，排水管道口径较小、

排水能力弱，城市内涝防治系统受

限；三是雨污尚未分流，多数地区现

在还主要采取雨污合流的排水体制；

四是管道老龄化严重，据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统计，国内 2000 年以前铺设的

排水管将近一半，占比达到 44.97%，

漏损严重。

“中国有地下排水系统的城市大概

只有50%左右，即使有排水设施，设计

标准也偏低，而且我们的管理水平也很

低，整体防洪水平跟国际上先进的城市

相比，我认为起码相差100年。”金德钧

说。

实际上，在大城市建设和中小城区

的扩张中，一些建设者急功近利缺少统

筹规划，更多注意的是城市的外部形

象，重外不重内。

据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巡视

员胡贵玉向记者介绍，武汉市 30 年前

投入 180 亿改造城市排水系统，设计

排涝能力为抵御 200 毫米/24 小时的

降雨量，而今年7月5日武汉地区的降

雨量，达到了188.7毫米/12小时，几乎

翻倍，在排水系统标准严重过低的情

况下，不发生内涝才怪。胡贵玉认为，

管道老化、严重堵塞而不及时疏通、长

期疏于管理改造是造成内涝的重要原

因。

综合管廊建设：
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

面对日趋严重的城市内涝现状，专

家指出，城市发展建设要注重地上、地

下同步。过去几十年，我国城市地上建

设突飞猛进，相较而言，地下建设远远

“跟不上趟儿”，是到了该下大力气补课

的时候了。今年全国两会工作报告也

明确提出，2016 年开工建设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

2000 公里的综合管廊建设规模，

究竟意味着什么？住建部副部长陆克

华曾公开算过一笔账：“我们做一个总

体的测算，廊体加上管廊附属设施设

备，大概需要8000万元/公里。廊体相

当于一个房子，里面配上必要的管线，

入廊管线投资大概是 4000 万元/公

里。如果建1公里的话，廊体加上入廊

管线，大概1.2亿元左右。”

（下转第三版）

洪灾致多行业受影响
未来或迎多项定向政策

本报记者 朱虹

城市治涝之痛：
利益博弈下的管廊建设难题

本报记者 洪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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