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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污权交易到用水定额交易 

袁志彬 王占生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北京，100084) 

摘 要 本文在排圬权交易这一概念的启发下，针对 目前供水 

形势紧张的状况，首次提出了同水定额交易的概念以厦妾施的 

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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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污权交易 

如果经济效率是用于评价环境政策的唯一标准， 

经济手段则更优于管理手段。这是因为理论上它们可 

将给定污染控制水平的费用减小到最低程度；它们会 

在规定的控制水平上为进一步削减排放提供财政刺 

激，由此激励技术创新；同时，还能够将产生的资金，或 

作为新的排放削减恬动的“专项费用”，或用于补偿公 

平效果问题。总之，经济手段既能提供刺激长期技术 

创新所需要的灵活性(动态效率)，又可为短期有效的 

排放削减活动做贡献(稳态效率)。 

市场管理手段(即经济手段)大致可分为两种：一 

是征税(或收费)；二是可交易的许可证制度。排污收 

费制度是先确定一个价格 ，然后让市场确定总的排放 

水平；而排污权交易则正好相反，即首先确定总排放 

量，然后再让市场确定价格。面对满足统一排放标准 

要求的束缚，源 A(公司、生产单元、设施)可能发现它 

所面临的费用会危及其生存；而源 B的排放量可能会 

比规定限制的量还少。如果源 A能够与源 B进行交 

易，则在没有增加总的排放量的情况下，全部经济费用 

能够被降低。市场确定价格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源优化 

配置的过程 ，也是污染治理责任优化配置的过程。 

排污权交易是当前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 

一  排污权交易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 

权即排污权(这种权利通常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表 

现)，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被买人和卖出，以此 

来进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排污权交易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政府向厂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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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的方式发放排污许可证，厂商则根据排污许可 

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及 

其所代表的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厂商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一般做法是首 

先由政府有关部门确定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 

据此评估该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 

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 

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 

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 

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能台法地 

自由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 

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人或卖出排污权。 

与排污费及环境标准相比，排污权交易的特点是 

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政府没有增加排 

污权的供给．即总的环境状况没有恶化的前提下，通过 

排污权交易，边际治理成本 比较高的污染者将买进排 

污权，而边际治理成本比较低的污染者将出售排污权， 

其结果是全社会总的污染治理成本最小化 

2 用水定额交易 

当前，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是 

一 个水资源严重贫乏的 国家，人均 占有量只有 2 

300 ，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 1／4。而且，城市缺水问 

题也很严重，近几年正常年份城市缺水 60亿 m3，660 

多座建制城市中有 400座城市不同程度缺水，108座 

城市严重缺水。因此，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问题，节约 

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一条根本的途径，实行 

计划用水和用水定额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2．1用水定额管理 

定额用水并不同于简单限制用水，而是限制人们 

浪费水，使人们更加科学、合理、长远地用水。城市用 

水定额管理在科学核定用水量的前提下，核定人们的 

用水额度，在定额内实行福利性收费，超额部分实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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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累进加价(超计划加价收费)。同时，实行分类水 

价，对居民生活用水、工商企业用水、机关事业团体用 

水实行不 同的水价。居民生活用水也会按正常需要 

型、发展型、特殊型等实行阶梯式水价。 

在城市节约用水工作中，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 

理，是实现城市节约用水目标的有效措施 城市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批准、建设部发布的《城 

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继续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超计 

划加价收费的办法。还没有制定用水定额的城市，应 

尽快组织制定不同行业的用水定额；严重缺水的北方 

地区和沿海城市，应结合当地水资源状况，重新调整计 

划用水量和用水定额。对一般工业用水实行累进加价 

的办法；对高耗水的工业企业以及以水为原料的食品 

工业、洗车、洗浴业等一方面要大幅度提高基本水价； 

另一方面对其超额用水部分实行高额加价，对浪费水 

的行为实行惩罚性收费。对城市居民用水也应逐步实 

行定额管理和超定额加价办法。 

2．2用水定额交易 

排污权交易在环境治理的总量控制中充分发挥了 

经济调节作用，据此，我们将对用水定额交易的可行性 

进行探讨。 

用水定额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 

原则。帕累托原则是指当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没 

有损害他人效用的情况下，至少使某个人的效用增加， 

那么这种分配方式就是较优的。事实上，许多资源转 

移都意味着消长两方面的影响。因此，帕累托原则就 

演化成 Kaldor—Hicks补偿原则，这一原则要求“长”的 

一 方要足够补偿“消”的一方。这一原则也就是费用效 

益分析的基本思想。 

用水定额交易的理论依据源于“科斯定理”。科斯 

定理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只要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无 

论初始产权配置状态如何，通过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 

的最优配置。就是说，最有效率的资源利用方式与产 

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无关。 

用水定额交易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用水权即 

用水定额(这种权利通常以用水定额的形式表现)，并 

允许这种定额像商品那样被买人和卖出，以此来进行 

用水总量的控制。 

用水定额交易的基本内容：在缺水地区(可用水资 

源紧张的情况下)实行用水定额许可证制度，政府向厂 

商(用水单位)发放用水定额许可证，厂商则根据用水 

定额许可证从特定地点获取特定数量用水；用水定额 

许可证及其所代表的用水定额是可以买卖的，厂商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用水定额。 
一 般做法是首先 由政府部门确定一定区域(通常 

是缺水地区)的水环境和可利用水资源的总量目标．并 

据此评估出可以给该区域的用水总量。然后推算出最 

大用水可使用量，并将最大用水可使用量分割成若干 

规定的用水量，即若干用水定额。然后，可以选择不同 

的形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拍卖、定价出售或无 

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用水定额交易市场使这种权利 

能合法地买卖。在用水定额市场上，用水者从其利益 

出发，自主决定其采取节水措施的程度，从而买人或卖 

出用水定额。实现用水定额交易的关键是政府创造条 

件，降低交易成本，真正实现市场化流通，以促进节约 

用水和有限水资源的有效配置。 

用水定额交易与用水超额加价收费都是在缺水情 

况下基于市场的资源管理手段，但是，用水超额加价收 

费制度是先确定一个价格，然后让市场确定总用水量； 

而用水定额交易则正好相反，即首先确定总用水量，然 

后再让市场确定价格。市场确定价格的过程就是资源 

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责任优化配置的过程。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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