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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 lacks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forecasting models for the recovery in economy after 
the earthquake. On the other hand, only when the government makes a precise predic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earthquake could it have a sound and correct analysis on the earthquake to undertake proper practices for 
the reconstructing project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refore, after taking the similarity among disasters through- 
out the procedure of reconstruction into account, we establish the forecasting model via comparing several 
earthquakes which share most common with the target one. In addition,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in fuzzy 
mathematics is introduced here.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ection, the recent Japanese earthquak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exactness of the model. The result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a strong similarity between 
the real data and our forecasting ones. Last, in order to prove the importance for our model in the government 
policy after the earthquake, we thoroughly analyze the earthquake effect on our country under the section of 
manufacturing, energy and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nd the main economic indictors’ 
recovery computed from ou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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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对地震恢复的预测往往缺乏系统的量化预测机制。能否有效地对地震的恢复进行预

测，对政府正确评价和全面分析目标地震情况，展开合理的震后重建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利用

巨灾从发生到重建过程具有相似性的特点，选择历史上地震构建系统模型进行预测。在对照地震权值

确定方面，引入模糊数学中贴近度。在实证部分，以对 近日本大地震恢复进行预测为例，将预测模

型与真实预测情况进行拟合，效果显著。 后，为了能够详细说明预测对政府决策的潜在重要性，根

据模型预测的日本综合恢复度和单个经济指标的恢复度，详细的从制造业，能源和投资三个方面探讨

了本次地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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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12 Hanspub                                                                                   1 



基于模糊贴近度的震后恢复预测模型 

2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关键词：地震恢复预测；模糊数学；主成分分析 

1. 引言 

现阶段关于地震对经济影响的评价缺乏一种系

统性的研究方法，大多仅仅是一种模糊定性的直观评

价。然而，全面系统的评估目标地震，不仅对政府的

恢复工作有着重大影响，也能更好的预测地震对于国

民经济的影响。 

因此，利用系统模型着重对地震的综合经济预测

进行了讨论，在综合经济预测方面，本文试图利用与

目标地震相似的国际重大地震进行预测 1。如何确定

权目标地震相似的国际重大地震进行预测。如何确定

权值是能否产生有效预测结果的关键。在学术界，现

在较为流行的处理方法主要有均方误差倒数加权法，

熵权法， 优化方法等。但是上述方法运用于地震研

究时，均受到样本量的研制，且计算量过于繁重。考

虑到地震的相似与不相似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本文

将其看作是一种模糊现象。接下来，利用模糊数学中

处理模式识别问题的贴近度概念，对各参照地震的权

重进行有效确定。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择日本 近发生的 9 级

大地震 2。由于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的大地震及其引

发的海啸和核电泄漏事故，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生命

和财产损失，并且目前，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处置

虽有所进展，但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核辐射污染物仍

在继续扩散。因此，利用本文的预测模型对其进行预

测分析能够充分说明预测结果的重要性。 

2. 模型建立 

2.1. 假设 

任何预测都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合理简化

之下，在以下的模型建立和计算中为方便计算处理，

本文将本次大地震引发核泄漏所造成的损失计入地

震的直接经济损失中。 

本文将影响经济恢复水平的因素分为影响因素

和表现因素两种类型，其中影响因素主要是确定对照

地震与目标地震贴近度大小，而表现因素则用于确定

对照地震的经济恢复度。 

将影响因素分为基本条件和直接灾难影响两个

方面。基本条件包括国家面积、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

直接经济影响包括直接经济损失，伤亡人口，震级，

MMI 烈度。而对表现因素的选择，本文在充分考虑到

了地震特殊性的情况下，主要参考 Charles (2009)[2]关

于经济指标的选定研究。 

考虑到本文中贴近度可以理解成对照地震与目

标地震相似距离的远近，因而本文可利用时间序列分

析中的指数平滑法构建权值因子近似的对震后经济

恢复进行预测[3]。取  1, 2, ,i i   n ，作为第 i 次对照

地震指数平滑系数。并且选取 n 次对照地震的经济综

合恢复度的算术平均数作为指数平滑递推式中的初

始条件，即 *
1 1 1

s
n n

i i ii i
s 

 
   。 

2.2. 日本地震经济恢复预测模型 

在震后经济的预测中，本文选取了对经济恢复起

明显作用的 m 个影响因素。以这 m 个因素为标准，

本文选择历史上与这次大地震较为相似的 n 次地震作

为对照对象进行预测分析。在对照地震权重的选取

上，本文引入模糊数学中模糊集的表达方式，用 ijx 表

示第 i 个地震的第 j 个特征影响因素的隶属函数值，

其中 ijx 在 0 到 1 之间取值[4]。n 次参照地震的影响情

况可以表示成如下特征模糊矩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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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x ij . 

同时，假定 jx 为本次地震的第 j 个特征影响因素

的隶属函数值，本次日本地震的特征模糊向量 *X ： 

1 关于利用地震相似性特性的探讨，国内学者吴绍春，吴耿锋[1]等

做了深入研究。 
2详细内容可以参考日本政府网 http://www.kantei.go.jp/index.html。
3 为方便分析和计算模糊集中的贴近度，我们需要对原始统计数据

进行如下量纲处理： 

   1 2 1 2*

1
, , , , , ,

T T

j j nj j j nj

j

x x x y y y
y

  . 

其中， 表示第 i 次对照地震第 j 项影响因素原始数据，
ij

y
ij

x 表示

量纲处理后的隶属函数值，满足  0,1
ij ij

x x  ，  0,
ij ij

x x  1 表示 n

次地震第 j 项影响因素下的 大数据值，即 

 *

1 2
max , , , , 1, 2, , .

T

j j j nj
y y y y j  

 * * * *
1 2, , , ,mx x x X  * 0,1jx  . 

根据引言，地震间相似程度可用模糊数学中贴近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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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概念进行表示。对地震间贴近度的选择上，本文

经过对主要贴近度，如明式贴近度，欧式贴近度和海

明贴近度的测试发现，发现欧式贴近度在避开贴近度

等值情况上表现较好，具体计算式如下 4 

 
1

22*

1

1
1 ,

m

i ij j
j

1,2, , .x x i
n




 
    

 
  n   (2.1) 

其中， i 表示第 i 次对照地震与目标地震的贴近

度， ijx 和 *
jx 分别表示对照地震和本次地震特征影响因

素的隶属函数值。 

接下来为方便计算，本文对 n 次对照地震的贴近

度进行升序排序，即 

   * * *
1 2 1 2, , ,, , , n n       . 

根据假设，本文利用指数平滑法对震后经济恢复

进行预测，构造的指数平滑递推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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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s 表示地震的预测经济综合恢复度， is 表示第

i 次地震半年期的经济综合恢复度 5， *
is 表示第 i 次地

震半年期的预测经济综合恢复度，满足 

 * * * *
1 1 1 1(1 ) 1, 2, ,i i i i is s s i         n . 

接下来，考虑到综合经济恢复度需通过多个经济指标

综合进行评估，因此本文利用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

析法[5]，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对参照地震综

合恢复度进行预测，具体构造步骤如下。 

2.2.1. 构造原始数据资料阵 

本文将与目标地震相似的 n 次地震作为统计样

本，并按照前面求得的贴近度大少进行升序排序，同

时选取 p 项指标作为半年期经济恢复考察中的表现因

素，得到如下原始数据资料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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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第 i 次地震的第 j 项表现因素指标

大小， 。 
ijt

i iT t 1 2, , , , 1, 2, ,
T

i nit t i p  

2.2.2. 计算协方差矩阵并求出协方差的特征值及相应

的特征向量 

计算过程分两步，首先计算对照地震的协方差矩 

阵：  ij p p
s


 6 ,其次求出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 

1 2 0p    
 1 2, ,

T

i i ia a a ia

及相应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

。 , 1, 2, ,ni   p

2.2.3. 计算标准化后主成分得分 

首先，本文对于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 ,  1, 2, , ,  1, 2, , ;ij j
ij

j

t t
t i n j

s


    p  (2.3) 

其中， 表示量纲标准化处理后的 i 次对照地震第 j

项表现因素，同时标准化的矩阵记为 

*
ijt

 * *
1 2, , , ;pT T * *T T t 表示n次对照地震第 j项表现因 

素样本均值，即
1

1 n

j ij
i

t t
n 

  ； js 表示这 n 次对照地震 

第 j 项表现因素样本标准差,即 

4 如果仍旧存在贴近度相等情况，可利用模糊关系系数的大小来排

序：
1 1

max ,
m m

n
i ij i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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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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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i n .其中， iX  是利

用模糊关系系数计算所得。 
5

is 已经按照贴近度的大少，进行了升序排序。 

6   
1

1
,  , 1, 2, ,

1

n

ij ki i kj j

k

s t t t t i j p
n 

   

  . 

7 利用方差贡献率
1

p

i i
k

a

其次，根据第二步求得的正交化单位特征向量

和标准化矩阵 ，可以计算出这 n 次对照地震综合经

济恢复的 m 个主成分得分 7，计算算式如下 

ia
*T

* * *
1 1 2 2 ,  1,2, , .i i i pi pF a T a T a T i m       

k 


  来解释主成分 iF 所反映的信息

量大小，而 m 的确定以累计贡献率 达到 85%以上

为原则。 

 
m

i

G m


 
1

ia

2.2.4. 确定对照地震综合经济恢复度 

本文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出主成分

1 2, , , mF F F 的加权平均数，作为对照地震综合经济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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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地震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对国家面积，国内生产总

值，人口，MMI 烈度，震级，直接经济损失和伤亡人

数 7 个特征因素量纲处理后，得到表 2。 

复度，具体算式如下： 

 

*
11

*
2 2

1 2

*

, , , m

n m

as

s a
F F F

s a

  
  
      
        


 

S 。        (2.4) 利用本次日本地震收集到的资料 8，得到本次地

震在这七个特征因素下的特征模糊向量 

。因此，本文

利用(2.1)式，可以得出七次对照地震的贴近度大少，

并进行升序排序，如下所示： 

 * 0.04,0.82,0.10,0.91,0.99,1.00,0.07X

其中，S 表示对照地震综合经济恢复度向量，满足

  *
1 2, , , ,

T

n is s s S a 表示加权调整后的正交单位特征 

向量，满足 *

1

, 1,2, ,
m

 
 
 
 

1 2

* * *
1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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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421,0.448,0.520,0.570,0.588,0.868

n

n

  

  










  (3.1) 

i i k
k

a a a i m


   。 

3. 实证分析 

3.1. 计算对照地震贴近度 

3.2. 计算半年期对照地震综合经济恢复度 
在模型实际运行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与日本大地

震较为相似的 7 次地震作为对照地震,见表 1。 首先，本文通过资料收集统计出了该七次地震震

后半年期经济恢复的9项表现因素指标数据 9，见表3。 根据假设条件中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分别对每次 
 

Table 1. Comparing earthquakes samples 
表 1. 对照地震样本 

国家 位置 时间 

日本 神户，淡路岛，西宫 1995-1-1 

中国 四川省 2008/05/12 

美国 诺斯里奇 1994-1-17 

智利 马乌莱，康塞普西翁 2010-2-27 

意大利 阿韦利诺 2009-4-6 

印尼 苏门答腊，奥夫西海岸 2004-12-26 

墨西哥 米却肯州，墨西哥城 1985-9-19 

注：数据来源：地球物理数据中心 http://www.ngdc.noaa.gov/。 

 
Table 2. Membership functions of comparing earthquakes 

表 2. 对照地震隶属函数值表 

特征因素 国家面积 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 MMI 烈度 震级 直接经济损失 伤亡人数 

日本(X1) 0.04 0.72 0.09 0.67 0.76 1 0.03 

中国(X2) 1 0.53 1 0.58 0.87 0.91 0.5 

美国(X3) 0.98 1 0.2 0.55 0.74 0.3 0 

智利(X4) 0.08 0.02 0.01 0.7 0.97 0.23 0 

意大利(X5) 0.03 0.35 0.01 0.61 0.69 0.12 0 

印尼(X6) 0.2 0.04 0.16 0.91 1 0.08 1 

墨西哥(X7) 0.2 0.03 0.06 0.85 0.89 0.03 0.05 

注：数据来源：地球物理数据中心 http://www.ngdc.noaa.gov/。 
 

8数据来源：日本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go.jp/。 
9这里为方便比较，同时消除时间等干扰因素，所有统计数据将全面转换为半年期平均同比变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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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emi-annual economic indicators after each comparing earthquake 
表 3. 对照地震震后半年期经济恢复表现因素指标表 

对照地震 
国内生产

总值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财政收入

居民消费

指数 

居民 终

消费 

政府 终

消费 
劳动收入 

货币供应

量 

印尼(X*1) 1.66 30.06 43.8 21.5 7.51 3.67 –4.3 11.27 9.87 

中国(X*2) 10.3 21.67 26.4 9.04 5.77 4 –0.2 18.1 16.27 

美国(X*3) 3.86 7.02 10.5 19.5 2.46 15.8 15.7 3.04 1.75 

墨西哥(X*4) 1.79 –7.15 1.86 63.4 61.9 2.41 –0.5 -0.61 52.91 

智利(X*5) 3.94 28.18 40.6 27.3 1.07 9.32 1.3 3.41 4.23 

意大利(X*6) 1.22 31.36 17.6 26.1 0.49 –1.8 0.66 2.79 0 

日本(X*7) 1.49 18.55 29 4.07 0.05 1.93 3.59 2.93 3.22 

注：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BvD 数据库-EIU CountryData。 

 

其次，利用了 SAS 软件对于 7 次地震的表现因素

进行主成分分析[6]，见表 4(下同)。 

通过表 4，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前三个主成分累积

贡献率超过了 85%，已经可以代表绝大部分信息。因

而，接下来本文利用主成分表达(2.4)式，可求得七次

对照地震的前三个主成分得分，见表 5。 

3.3. 预测本次地震综合经济恢复度 

首先，根据式 2.4，求得 7 次对照地震的综合经

济恢复度，见(3.2)式： 

 
1 2, ,

   1.069, 0.369,1.018,2.189, 0.543, 0.672, 0.559

T
ns s s s

     


 

接下来，将先前得到的这七次对照地震的贴近度

大少(3.1)式，和现在得到的综合经济恢复度(3.2)式，

一并代入(2.2)式中，求出本次地震综合经济恢复度 

* 0.868 0.559 0.078 0.672 0.031 0.543

     0.012 2.189 0.006 1.018 0.002

     0.369 0.001 1.069

0.519

s      
    
  
 

 

为能够更准确的描述本次地震恢复的具体程度，

本文参考在 AHP 模型[7]中的 9 级标度，给出恢复度的

7 级程度标度，见表 6。 

根据表 6 可判断出本次地震经济恢复度隶属于第

三标度，因此本文预测日本经历本次地震后经济恢复

将较为缓慢，可能需要慢长时间才能逐步恢复正常。

同时，由于本文将本次地震的核泄漏问题假定为单纯

的经济因素，所计算出来的经济恢复度其实高估了日 

Table 4. Contribution rate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表 4. 主成分发差贡献率表 

主成分 特征值 上下特征值之差 发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2.007 0.4714 –1.471 0.4714 

2 2.0236 0.622 0.248 0.7198 

3 1.0259 0.1793 3.15 0.8991 

4 0.21 0.0653 0.964  

 
Table 5. Principal components scores of comparing earthquakes 

表 5. 主成分得分表 

对照地震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印尼（X*1） –1.2 –1.4 –0.3 

中国（X*2） –1.4 –0.7 2.52 

美国（X*3） 0.21 3.15 0.27 

墨西哥（X*4） 4.51 –0.7 0.31 

智利（X*5） –1 0.14 –0.4 

意大利（X*6） –0.4 –0.6 –1.4 

日本（X*7） –0.8 0.18 –1 

 
Table 6. Degree of overall economic recovery of comparing 

earthquakes 
表 6. 恢复度程度标度表 

标度 含义 

 I , 1.25   
经济恢复程度存在很大问题，经济趋向于长期低

迷状态 

 II 1.25, 0.75  经济恢复程度不理想，经济可能需要 1 年以上的

时间才能逐渐恢复 

 III 0.75, 0.25  经济恢复程度较慢，不过可以预见在 1 年将慢恢

复正常 

 IV 0.25,0.25  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原有程度，但是还需要进行

后期重建工作 

 V 0.25 ,0.75  
经济不仅恢复正常，并且已经渐入正常经济发展

轨道 

 VI 0.75 ,1.25  经济恢复超出预期，灾难后经济平稳增长 

VII[1.25 , )  经济因为灾难获得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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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次经济的实际恢复速度。其实，不仅在控制核泄

漏过程中，日本将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更重要的是，

由于核泄漏问题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冲击了日本贸

易，卫生，制造业等行业。所以，本次日本地震的恢

复度在充分考虑核泄漏问题后，如果日本不采取有效

地重建措施，恢复度将可能达到第二甚至第一标度，

日本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低迷中。 

同样，本文可以利用经济恢复预测模型，对于每

一个单项经济表现因素进行预测 10，见表 7。 

考虑到单个经济指标和综合经济恢复在数据处

理上的相似性，本文将沿用综合经济恢复程度标度(表

6)来确定单个经济指标的恢复程度 11。因此，本文可

判定出 9 项单个震后经济指标的恢复度水平，为了接

下来关于本次地震对于我国经济影响的预测，在这里

给出了其中 5 项指标的分析，见表 8。 

3.4. 与日本实际经济恢复比较 12 

通过对日本 近公布的一系列综合经济指标的

分析中后 13，可以显著地看到日本半年来的经济恢复

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恢复周期将会超过一年以上，这 
 
Table 7. Forecast of recovery of semi-annual individual economic 

indicators 
表 7. 单项经济表现因素预测表 

经济指标 半年期恢复度 

国内生产总值 –0.582 

出口总额 0.071 

进口总额 0.245 

财政收入 –0.887 

居民消费指数 –0.463 

居民 终消费 –0.532 

政府 终消费 0.151 

货币供应量(M2) –0.482 

劳动收入 –0.449 

与本文理论模型中的对其综合恢复判定的第三标度

较为相似。 

另外，对单个经济指标恢复度的判定上，本文预

测模型也较为的准确。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

比下降 0.5%，这与本文的判断基本相符。同时，日本

8 月出口同比增长 2.8%，远不及市场预期的增长

8.2%，而 8 月进口同比跳涨 19.2%，这也和本文的预

测模型一致。在居民消费指数上，8 月东京核心消费

者物价指数首次环比下降 0.2%，并且同月居民 终消

费出现了 2.3%的大幅下降，也再次验证了本文模型的

准确性，具体情况见下表 9。 

后，本文将对预测模型在政府震后决策中的重

要性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同样以本次日本大地震为

例，在对日本经济恢复度进行模拟预测的情况下，详

细分析了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4. 日本地震对于我国经济影响预测 

由于中日之间密切的经贸关系，日本震后的恢复 
 

Table 8. Degree of recovery of main individual economic indicators 
表 8. 主要经济指标恢复程度表 

经济指标 
半年期 

恢复标度 
内涵 

国内生产总值 第二标度[II]
日本由于地震和核辐射影响，导致日本

国内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出口总额 第三标度[III]
出口由于受到地震导致的商业贸易中

断，再加上核辐射的负面效应，未能达

到正常水平。 

进口总额 第五标度[V]
日本由于重建过程，将会对于基础材料

进行大量进口，导致进口增产迅速。 

居民消费指数 第二标度[II]
日本由于地震将陷入经济萎缩期，通货

紧缩现象明显。 

居民 终消费 第二标度[II]
日本在低迷经济的背景下，居民支出将

大幅度下降。 

 
10 为了能剔除单个指标量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表 3 采用了(2.3)
式进行量纲处理。 
11为了能更好的衡量单个经济指标恢复，我们在整体经济恢复预测

的基础上加了单个经济指标特定的影响因素大少进行调整，即当特

定经济指标恢复度大于零时，恢复度将提高一个标度，当其小于零

时，恢复度将降低一个标度。同时，我们对标度内涵上也进行了适

度调整，主要变化体现在单个经济指标将作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

影响因子进行恢复判定。 
12详细数据指标请参见日本财务省，http://www.mof.go.jp/。 
13主要经济指标包括 8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51.9，连续数月

下滑；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环比增长 0.6%，大幅低于六月 3.8%以

及日本汽车制造商今年 7月汽车产量为 79万台，较去年同期的 86.7
万台下降 8.9%，为连续第 10 个月出现同比产量下滑等。 

Table 9. Testing goodness of fit on forecast model 
表 9. 预测模型拟合程度 

经济指标 新数据（8 月） 拟合程度 

国内生产总值 环比下降 0.5% 相差一个标度 

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2.8% 一致 

进口总额 同比跳涨 19.2% 一致 

居民消费指数 环比下降 0.2% 基本一致 

居民 终消费 环比下降 2.3%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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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势必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程度的影响。因此，我

们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日本地震对我国经济的具体影

响。 

4.1. 制造业影响 

4.1.1. 刺激我国制造业贸易发展，为我国企业扩展海

外市场提供机遇 

预测模型显示，日本在长达一年多的震后恢复期 

间，出口将一定程度的减少，而进口则会有所增加。

一方面，由于日本的 大进口国和 大出口国均是我

国，因此这对于拉动我国出口，扩大贸易顺差起到一

定作用。另一方面，考虑到产业内贸易的存在，即由

于规垄断竞争的存在，各国将会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

相同类型产品，从而形成贸易竞争。由于我国和日本

在很多领域(如服装，农场品，低技术电子产品[8]等)

有一定的替代性和竞争性，日本企业由于受地震的影

响，被迫减少出口，从而造成一部分海外市场的暂时

流失；而我国的部分产品在功能和性能上和日本产品

较为接近，替代性很强，我国企业可以趁机扩大海外

出口，抢占这一部分市场。由进出口半年期的恢复度

可以判断，这种状况将持续近一年。之后随着震后经

济的恢复，日本企业会重新争夺这一部分市场，因此

后期与日本的海外市场争夺会更加激烈。 

4.1.2. 日本产业链中断对于我国相关产业的连带影响 

日本由于本次地震，特别是接下来爆发的核电危

机，导致日本整体电力供应不足。在 J. Tierney 和 M. 

Nigg(1995)[9]关于工业生产的研究中指出，电力将是决

定工业正常生产的第一条件，因此，可以预计日本在

多条生产链上将会长期中断。而由于日本在全球产业

链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高端电子与机电设备
14，日本关键部件出口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际

市场产品的供应与价格。更为重要的是，Chen(2004)[10]

指出，产业链中供应链关系是一种资源，信息直线型

的传播方式，因而，可以将整条产业链分为上下游连

带供需关系，上游企业的任何波动，对下游企业的影

响将是不可估量的[11]。具体到我国，很多加工类企业

的生产依赖于日本企业上游关键部件的供应，如汽车

零部件，电子芯片等。这次地震造成日本生产与出口

受阻，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企业上游产品的供应链造

成冲击，从而使我国部分企业面临关键零部件供应紧

张与价格上涨的问题，压缩我国加工企业了利润空

间。鉴于我国短期内无法改变现有产业链格局，这种

供应紧张的局面将持续到日本出口恢复正常水平，也

就是到至少一年以后。 

4.2. 能源产业影响 

4.2.1. 缓解我国重工产业产能过剩问题 

根据我们对日本经济恢复度的预测来看，日本将

会进行长达 1 年以上的重建工程，但是日本在本次地

震灾难中，有超过 5 家炼钢厂受到结构性破坏，预计

半年内影响 1500 万吨左右，同时，相关化工，水泥

等产业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12]。再加上本身日本对于

此类中低端产品的进口依赖，我们可以预计随着日本

灾后重建的逐步展开，将会大量从国外进口建材、钢

铁等，并且在政策和执行过程中给予相当程度的优

惠。而正好我国的钢铁、水泥、建材等产业长期以来

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13]，国内市场难以消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资源浪费，所以我国相关产业，可以借这次

日本地震重建之际，以价高的收益向日本进行大量出

口，这对于消耗我国部分过剩的产能有积极作用。不

过这只是重建期的短暂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

而，我国相关企业不可因暂时的获利而盲目扩大生

产，而是借此机会销售积压的物资。 

4.2.2. 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格局的调整 

由于本次核泄露造成的严重核污染，加剧了全球

对于核能安全性的担忧，这种对核污染的恐慌和担忧

将持续很长时间，全球将减缓核能的发展，包括我国

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推迟了核电站的建设，转而大力

支持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无污染无安全隐患

的清洁能源[14]，而我国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

就，甚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对于我国正在蓬勃发

展的清洁能源产业将是难得的机遇。 

4.3. 国际投资影响 

4.3.1. 我国外汇中的日元资产风险加大 
14 根据《世界电子信息年鉴》统计，2010 年世界电子产品市场规

模为 16500 亿美元，日本所占的比例为 10.42\%，约为 1719.3 亿美

元，在全球地位举足轻重。 

由财政收入和政府 终消费的恢复度可以判断，

震后日本的财政收入会一定程度减少，而政府 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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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会因重建增加预算而扩大。这种状况将持续一年以

上。这会扩大财政赤字，加重日本的财政压力，加剧

日本已经很严重的债务问题 15，从而使日本国债信用

等级降低，日本国债的投资风险增加。我国的外汇储

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国债，日本债务问题的加剧

将威胁我国的外汇资产安全，因此我国应该减持外汇

储备中的日本国债，防止可能出现的债务危机[15]。 

4.3.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可能增加，有利于促进我国

产业结构升级 

从日本劳动收入的恢复度可知，本次地震后，日

本劳动工资将会在较长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同

时由于核辐射的影响过为严重，海外劳工将会大量流

失，这会进一步加重这种状况并且持续期更长。日本

企业人力资本的外向流动，加上企业对本国震后经济

状况的担忧和躲避风险的意识，从中长期来看，部分

日本企业会选择移迁海外，我国作为日本 重要的投

资地之一，将有机会承接这一部分外迁企业，而且相

比以往日本对华的投资，这次对外投资将更多侧重于

上游零部件产业的转移，同时随着制造企业的外迁，

相关第三产业，如商业保险等行业将会伴随着制造业

在我国进行投资。这将对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

制造业产业升级会起到积极作用。另外，震后日本对

劳动力的需求的紧张局面，也将对我国对日本劳动力

输出产生积极影响。 

4.3.3. 对日承包工程的发展 

鉴于本次地震破坏之剧烈，损失之惨重，特别是

GDP 和综合恢复度均处于第二标度。因而，日本自身

经济体很难独立完成所有的重建项目，特别是在大型

的工程项目，如核电站的恢复问题上，日本需要大量

的资金融入。建设工程企业的参与，将会为日本国内

注入大量的资金。而对我国企业，由于日本在招商引

资方面处于一个被动局面，可以预见我国企业将在合

同谈判中有一定优势。这为我国企业直接进入日本市

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5. 结论 

基于模糊贴近度的核心理论，本文构建适合地震

经济恢复的量化预测模型。在模型的构建过程中，本

文对多个参数进行了优化处理，并选取 近发生的日

本大地震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不管是整体经济还是

单个经济指标，预测结果与实际拟合较为准确。接下

来，本文对预测模型的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本次

日本震后经济恢复预测为例，对我国经济得出了结论

如下：1) 在制造业领域，一方面地震导致的日本贸易

逆转，将会刺激我国净出口行业，但另一方，日本多

个行业产业链的中断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相关企业的

发展。2) 在能源产业领域，本次地震对我国重工业产

能过剩和能源格局的调整均有着有利作用。3) 在国际

投资领域，虽然地震导致了严重的汇率风险，但不管

是日本对华的直接投资，还是我国进入日本市场的进

度均预计将显著加强。总之，通过对日本震后经济系

统定量研究，我们能够对日本地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进行准确的预测分析。因此，本文认为此预测模型将

可能在政府震后决策上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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