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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绿色
面临三大技术障碍

文 马中 盛盯

随着新的 发展观的确立
,

绿色 逐渐成为一个热门

话题
。

改进以传统 为核
心 的 国 民 经济核算体 系 的 重

要性 自不 待言
,

但是 真正 实

行绿色 却面临重大技术

障碍
。

举其要者
,

大致有三

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非货币

贡献
环境 问题产 生 的 根 源就

在 于环境 资 源 的价格没有 正

确 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程度
,

没有 正 确 反映 资源环境对人

类经济增长 的贡献
。

当今人类

社会面临 的环境与 发展危机
,

其根源在 于 工 业 革命 以 来 形
成的经济体系 和运行模式

。

在 个
物质层 面上

,

这一经济体系 是

由环境生产力 支撑的
,

但在理

论和实践上
,

当前的经济体系

无视甚 至 否 定环境 生 产 力 的 以

存在 与 贡献
,

因 而它 与环境产 生

了 深刻 而 又广 泛
,

以至不可调和

的对立
、

冲 突
。

从物质流的角度来

看
,

这一经 济体系 先是从环境 中

索取大量 的 物 质 然 后是加 工成

产 品 再后是通过流通将这些产

品 交给消 费者
,

最后是将消 费过

的 产 品 被称为废物 弃置于环
境

。

随着人 口 数量 的增 加 和 物 质

消 费水平的提高
,

环境生产力难

以为继
,

不能 向人类提供越来越

多 的 自然 资源
,

也无法 消纳 人类

弃人的越来越多 的废弃物
。

也就
是说

,

现代 经济体系及其增 长是

建立在耗费 了 大量 的 自然 资 源和

环境基础之上的
,

但是 由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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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权长期 以公共产权的 形态表现

出来
,

以至于环境成 了 “

免费的午

餐
” ,

环境对经济增长 的 非货 币贡

献 没有被人们广 泛 认识
,

环境消

费 的竞争性
、

排他性及有偿性荡

然无存
,

取而代之 的是 自然 资源

和环境的浪费
、

破坏 以及使 中外

部不经济性问题的 加剧
。

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变的时间

不对称
即使是人们 知道破坏环境 的

现时成本
,

也还是无法摆脱外部
性 问题

。

因为对环境的损 害
,

从时

间上看
,

往往不是均衡的
,

资

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

步
。

比如
,

工业污染 引发 的生

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

之后逐渐显现的
,

有 的需要几

年甚至是 十几年 才被 发现
,

其

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 再比

如
,

物种 的灭绝也是这样
,

很

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

的 后 果
。

而 且在 长 时 间 尺 度

内
,

环境边 际损害的增 长是非

线形的
,

初期改变很小
,

但 当

超过一定 阀值后
,

损 害就会迅

速增长
,

但这时再补救 已为时

晚矣
,

因为对环境和可再生 资

源 的破坏
,

有 时 具 有 不 可 逆

性
,

或至少具有 不对称性
。

不

可逆
,

即是指 不可恢复 如某

种 物 种 一 旦 灭 绝
,

就 不 复 存

在 或一旦臭氧层 的漏洞 大过

一定程度
,

就永远 无法修复
。

不对称
,

即是指很难恢复 如
』 一旦将森林砍伐殆尽

,

虽然 可

以重新种植
,

却要经历很 长时

间
、

付 出很大代价 又如 由于过度
捕捞

,

我 国 沿海 的黄 鱼 曾 一度绝

迹
,

经过很多 年 以后 才重新恢复

过来
。

但是 由于 在达 到临 界点之

前
,

人 们 不 会将即将 到 来 的供给

的 突 然 减少计算到 与 他人 的讨价

还价 中
,

因 而在市场 中
,

没有一种

价格信息 会提 醒 人 们 节约使 用 该

种 资 源
。

这是信息在时间 上 的 不

均 匀导致的 外部性 问题
。

而 这 种

时 间上 不 均 匀 的信息
,

又 会 因 为

人 们 在 空 间上 的 分散
,

更 不 容 易

在 灾难 发生 前 知道
。

人 们 一般 不

会把 以后的成本算在 目前的账上
,

但 一旦 按 以 前 的 成 本 进行 交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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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 会将对环境或可再生资源

的破坏推过 阀值
。

当代功利驱动和环境的代际

贡献
即使 真 切地知 道 经济 活 动和

社会行为给环境造成损 害的程度
,

也仍然 无法 阻止 外部性 问题的发

生
。

这是 由于环境破坏和 资源耗
竭的经济 回报主要体现在当代人

,

而 影 响一般要持续较 长
、

跨越世

代 的时 间
。

由于 后 代人 既不能与

当代 人 谈判
,

也不 能 阻止他们 的

作为
,

当代 人 在 自身 利益最大化

的功 利驱动 下
,

就有可能将环境

和 自然 资 源损 害 的 成本转嫁给后

代人
。

而市场价格
,

以及代表对时

间看法 的 市场 利率
,

恰恰是 由当

代 人对未 来 的 看法 形 成 的
。

就生

物资源 如森林 而言
,

如 果 当前

的市场 价格低 于保证林木生 长 的

长 期 均 衡价格
,

而 市 场 利 率高 于

林木 的 自然 生 长率
,

就必然导致

过度砍 伐
,

即使 是 私 人所有者也

会照此办理
。

由此可 见
,

实行绿色

的 关键难题
,

就是如何为资

源环境定价的 问题
。

许多 国 家都在研究绿色

核算方法
,

但是 目前 尚无一个国

家政府正 式 公 布绿 色 数据
,

这是 因 为对资源耗竭 和环境污染

很难找到合适的价格
。

也就是说
,

实行绿色 的关键难题
,

是如

何为资源环境定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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