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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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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 1999- 2005 年中国 29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 选取 8 种具体的环境污染指标 ,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

检验 , 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 二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 并不是全部的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

指标之间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关系 , 有一些指标也呈现倒 N 型和线性关系 , 曲线形状与环境指标的选取和样本数据的选择

有极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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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1999 - 2005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expressed by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between per capita income and pollution indicators in eight catego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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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78 年以来 , 中 国 经 济 持 续 高 速 增 长 , 根 据 国 家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由 1978 年的

3 645.2 亿元增加到 2006 年的 209 407 亿元( 以当年价

格计算) , 年平均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为 9.6%。经济的快

速增长不可避免地加速了资源消耗 , 随之而来的环境

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解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 , 首先必须

理清二者的关系。回顾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

究 文 献 , 最 多 且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环 境 库 兹 涅 茨 曲 线

(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的提出及实证。

EKC 的概念最早是由 Grossman 等在 1991 年提出

的[1]。EKC 假说认为, 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

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负相关或正相关 , 而是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 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当

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 , 环境退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

平; 当经济增长加速时 , 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

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崛起 , 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

过再生速率 , 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和有毒物质迅速增

长 , 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但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

平时 , 经济结构向信息密集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 , 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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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先进的技术

和更多的环境投资 , 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 , 并开始

出现改善趋势。

国际上众多学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 8]的存在进

行了实证研究。例如, Grossman 等在分析北美自由贸易

区协议的环境效应时, 首次实证考察了环境- 收入倒 U
型关系的存在[9]。Shafik 用 149 个国家 1960- 1990 年期

间的数据 , 调查了环境质量的各种指标与以购买力平

价衡量的收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某些环境指标如水

体和卫生 , 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改善 ; 某些 ( 微粒和硫化

物) 会先恶化然后才改善; 还有一些( 碳排放、城市废弃

物、可溶解性氧) 则会持续恶化[10]。

国内 , 范金等以我国 81 个大中城市 1995- 1997 年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和年人均降尘

量的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实证分析 , 发

现除氮氧化物浓度外, 其余污染物都与收入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11]。吴玉萍等主要使用环境存量指标研究了

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发现存在明显的

EKC 特征[12]。彭水军等运用 1996- 2002 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 据 对 我 国 经 济 增 长 与 环 境 污 染 的 关 系 进 行 实 证 检

验 , 发现 6 个环境污染指标中只有工业废水、二氧化硫

指标与人均收入存在倒 U 型关系 , 并且认为环境库兹

涅茨倒 U 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的选

取以及估计方法的选择[13]。

这些研究对于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有

很大帮助 , 但是目前在国内的相关文献中 , 对于环境污

染指标的选取主要集中于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

排放总量上 , 更为具体的指标如工业废水中金属的排

放量等较少采用 , 在一定程度上 , 具体污染指标对于探

究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 本文的研

究就是基于这一点展开的。

本文运用中 国 29 个省市 1999- 2005 年 的经济和

环境统计数据 , 选取 8 种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环

境质量指标 , 对全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2 计量模型设计和估算结果分析

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

行实证研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除工业废水氨氮排放

量指标采用 29 个地区( 除西藏和海南) 2001- 2005 年的

面板数据外 , 其余指标采用 29 个地区( 除西藏和海南)

1999- 2005 年的面板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经济增长与环

境污染关系的研究 , 前提是假设所有省市同一污染物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遵循相同形状的曲线。而实际上这

个前提是很难达到的 , 因为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路径

不完全相同 , 对环境的影响必然有所区别。但同时 , 由

于处于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省市在经济发展和环境治

理方面具有更多的共性 , 因此相比较而言 , 用一个国家

内部各个省市作为面板数据的个体比用不同国家作为

面板数据的个体进行研究 , 其实证结果更为合理 , 基于

这一点, 本文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采用的污染指标包括废水和废气两类。废水

指标包括废水排放总量 , 工业废水排放量 , 工业废水中

化学需氧量、六价铬、铅和氨氮的排放量 ; 废气指标包

括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数据来源

于《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增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 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 已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 单位为

按 1999 年基期价计算的“元/人”。各指标符号表示及单

位见表 1。

2.2 实证模型和方法

2.2.1 模型

参考已有的文献, 通常标准的 EKC 回归模型表示

为污染物排放量是人均收入的二次函数 , 本文将更全

面地讨论污染物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具体曲线关系 ,

加入 3 次幂 , 即采用如下三次型简约回归模型进行分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符号 单位

环境指标

经济指标

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工业废水中六价铬排放量

工业废水中铅排放量

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

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W

Wind

WCOD

WCr

Wlead

WAN

S

Sind

PGDP

亿 t

亿 t

万 t

t

t

t

万 t

万 t

元·人- 1

表 1 指标名称、单位和表示符号

Table 1 Name, unit and symbol of indicators

研究论文( Articles )

表 % 指标名称#单位和表示符号

*+,-. % /+0.1 2345 +nd symbol of indicators

43



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2007 Vol. 25 No. 16 (Sum No. 238)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 2007 Vol.25 No.16 ( Sum No.238 )

析:

yit =!i +"1 xit +"2 xit

2
+"3 xit

3
+#it

其 中 , yit 代 表 第 i 个 省 市 在 第 t 年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

xit 代表第 i 个省市在第 t 年的人均收入 , 本文采用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度量人均收入; !i 是截距项。

根据模型可以推断 , 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的曲线

形状大致表 现为 3 类 : 线 性、U 型 ( 或倒 U 型 ) 和 N 型

( 或倒 N 型) 。不同的曲线形状对应于不同的回归方程。

① 线性对应于一次方程 , 有线性增加和线性减少两种

情况。如果用三次方程拟合, 则估计结果表现为 "2 和 "3

为 0 或不显著。② U 型( 或倒 U 型) 对应于二次方程, 若

回归结果显示 "1 >0 且 "2 <0, 表明呈现倒 U 型曲线关

系, 反之若 "1 <0 且 "2 >0 则是 U 型曲线关系。如果用三

次方程拟合, 则估计结果表现为 "3 为 0 或不显著。③ N

型( 或倒 N 型) 对应于三次方程, 若回归结果显示 "1 >0,

"2 <0 且 "3 >0, 表明呈现 N 型曲线关系 , 反之 "1 <0, "2 >0

且 "3 <0, 则呈现倒 N 型曲线关系。

2.2.2 检验方法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 , 使用的样本数据

包含了个体、时间和指标 3 个方面的信息。如果模型形

式设定不正确 , 估计结果将与所要模拟的经济现实偏

离较远。因此,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的第一步便是对模型

设定形式进行假设检验 , 主要是检验模型的参数是否

对所有个体样本点和时间都是常数。

面板数据的估计有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

变系数模型 3 类 , 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分为

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假定各个省市经

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曲线形状相同 , 因此不考虑变系

数模型。本文根据豪斯曼检验( Hausman- test) 的结果 ,

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进行选择 , 同时用 F

检验( F- test) 判断究竟选用不变系数模型还是变截距模

型。两类检验如下。

1) 豪斯曼检验

判断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

可以依据豪斯曼检验 ( Hausman- test) 的检验结果 在两

者之间进行选择。豪斯曼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与

解 释 变 量 不 相 关 , 当 豪 斯 曼 检 验 的 显 著 性 水 平 小 于

10%时 , 拒绝原假设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 否则接受原假

设选用随机效应模型。

2) F 检验( F- test)

F 检验的统计量构造为

F2 =
(S3 - S1 )/[(N- 1)(k+1)]

S1 /[N(T- k- 1)]
～F [(N- 1)(k+1),N(T- k- 1)]

其中 , S3, S1 分别是不变系数模型和变系数模型的残差

平方和。若计算所得到的统计量 F2 的值不小于给定置

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 则拒绝原假设, 采用变截距模型,

否则采用不变系数模型。

另外 , 对于面板数据模型 , 还需要处理异方差和自

相关问题。由于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截面个体数远远

大于时期数 , 因此在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时 , 主要考虑

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方法对个体成员的截面异方

差进行纠正。对于估计中出现的序列自相关问题, 通过

加入 AR 项进行消除。

2.2.3 估计结果及分析

运用面板数据分别对选取的 8 种环境污染指标和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豪斯曼检验

结果显示 , 所有模型的豪斯曼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P 值)

都为 0, 因此全部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同时, F 检验结果

也表明应该采用变截距模型。具体估计结果见表 2。

1) 废水指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

本文选取了 6 种废水指标, 下面分别考察这些指标

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① 废水排放总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 DW 统计量的值表明

有序列自相关现象 , 因此模型加入一阶自相关 AR(1)
项。模型估计结果为

W=7.76+0.0008PGDP- (6.90×10- 9)PGDP
2 ( 1)

由此可以得到废水排放总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的拟合曲线, 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知, 废水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

呈现出显著的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关系 , 与该曲线的

转折点相对应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57 971 元。也

就是说,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未达到 57 971 元的省市 , 正

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 , 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的增加 , 这些省市的废水排放总量将增加 ; 而对于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越过转折点的省市 , 则处于曲线的下

降阶段, 废水排放总量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而

图 1 废水排放总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Fig. 1 Waste water discharge and per capita gross

region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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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指标 W Wind WCOD WCr Wlead WAN S Sind

估计模型

C

PGDP

PGDP
2

PGDP
3

R2

F 值

DW 值

样本

转折点

F- test

豪斯曼检 P 值

FE

7.76

( 9.53) *

0.000 8

( 11.94) *

- 6.90×10- 9

( - 8.18) *

0.99

1 657.85

2.18

203

57 971

309.58

( 1.39)

0

FE

3.83

( 6.39) *

0.000 4

( 7.28) *

- 3.95×10- 9

( - 8.81) *

0.99

876.05

1.71

203

47 342

163.08

( 1.39)

0

FE

30.33

( 20.84) *

- 0.001 5

( - 6.87) *

4.32×10- 8

( 5.83) *

- 3.99×10- 13

( - 5.01) *

0.96

131.04

1.14

203

31 160/41 021

48.93

( 1.40)

0

FE

5.13

(31.56)*

- 6.78×10- 5

(- 4.68)*

0.87

40.73

1.68

203

11.13

(1.42)

0

FE

20.42

( 10.88) *

- 0.000 7

( - 2.98) *

2.20×10- 8

( 2.92) *

- 1.99×10- 13

( - 2.73) *

0.95

85.74

2.32

203

26 520/47 182

21.96

( 1.40)

0

FE

8 077.19

( 14.98) *

0.77

( 11.96) *

- 1.01×10- 5

( - 7.72) *

0.98

247.86

1.63

145

38 118

32.64

( 1.50)

0

FE

11.22

( 1.78) * * *

0.006 5

( 10.74) *

- 7.09×10- 8

( - 7.39) *

0.99

628.28

2.21

203

45 839

151.93

( 1.39)

0

FE

2.95

( 0.60)

0.006 1

( 12.30) *

- 6.42×10- 8

( - 8.07) *

0.99

401.44

2.15

203

46 729

107.45

( 1.39)

0

结论 倒 U 型 倒 U 型 倒 N 型 线性( ↓) 倒 N 型 倒 U 型 倒 U 型 倒 U 型

减少。

通过观察样本数据发现 , 2005 年只有上海市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 ( 58 889 元) 越过转折点 , 居全国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第 2 位的北京离转折点仍有一定距离 ,

而全国大部分省市则处于倒 U 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② 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由于模型估计时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 模型加入

一阶自相关 AR(1)项。模型估计结果为

Wind=3.83+0.0004PGDP- (3.95×10- 9)PGDP
2 ( 2)

图 2 给出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的拟合曲线。可以看出, 类似废水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的关系 ,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之间也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 曲线转折

点对应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47 342 元, 比图 1 的

转折点对应的收入水平稍低。其经济含义与图 1 相似。

现在的问题是 , 与工业废水曲线的转折点相比 , 为

何废水排放总量的转折点更为滞后。究其原因, 废水不

仅包括工业废水而且包括生活污水 , 按照发达国家的

经验 , 随着经济的增长 , 工业污染源容易得到较好的控

制 , 而生活污染的防治则困难得多。近年来 , 国家对工

业污染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是导致工业废水曲线的转

折点比废水的转折点提前的原因之一。同时, 近年来我

国的环境统计数据显示 , 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经超过工

业废水排放量, 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来源。生活污水的迅

速增加和难以治理是导致废水排放总量转折点滞后的

另一原因。

③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

回归结果表明, 二者的关系呈现显著的倒 N 型曲

线关系, 模型估计结果为

表 2 8 种污染指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of eight pollution indicators and per capita GDP

注 : FE 为固定效应估计模型 ; 方程估计系数下面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 * , * * , * * * 分别为 1%, 5%, 10%显著性水平 ; F 检验统计量值的下方是置

信度为 95%的临界值; 转折点对应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 1999 年为基期价格计算 , 单位为元/人。

图 2 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Fig. 2 Indus tria l was te water discharge and per

capita gross region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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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OD=30.33- 0.0015PGDP+(4.32×10- 8)PGDP
2

- (3.99×10- 13)PGDP
3 ( 3)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拟合曲

线如图 3 所示 , 图中拟合曲线的两个转折点对应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 31 160 元和 41 021 元 , 即对于

未达到第一个转折点收入水平的省市而言 , 其工业废

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而减

少 ; 而对于处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转折点收入水平之间

的省市 , 其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

加而增加 ; 但对于越过第二个转折点的省市 , 其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则又会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而减少。

可以看出, 倒 N 型曲线反映出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

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但同时, 倒 N 型曲线后半部分是一

个倒 U 型曲线 ,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第二个转折点

比第一个转折点更具有现实意义 , 越过第二个转折点

的省市污染下降的可能性会更大。样本数据显示, 2005

年, 只有上海市越过了第二个转折点 , 北京( 37 904 元)

和天津( 33 995 元) 处于第一和第二个转折点之间 , 其

余省市还没有越过第一个转折点。

④ 工业废水中六价铬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模型估计结果为

WCr=5.13- (6.78×10- 5)PGDP ( 4)

工业废水中六价铬排放量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

拟合曲线如图 4 所示。可以看出, 工业废水中六价铬排

放量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 , 随着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上升 , 六价铬排放量呈线性减少 ,

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每增加 1 万元 ( 1999 年基期价) ,

六价铬排放量减少 0.678 t。

⑤ 工业废水中铅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对模型估计时, 加入一阶自相关 AR(1)项消除残差

序列自相关, 模型估计结果为

Wlead=20.42- 0.0007PGDP+(2.20×10- 8)PGDP
2

- (1.99×10- 13)PGDP
3 ( 5)

由式( 5) 可知 , 工业废水中铅排放量与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呈现显著的倒 N 性曲线关系 ( 类似图 3 的曲线

形状) , 曲线的两个转折点对应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

别为 26 520 元和 47 182 元。与式( 3) 的分析类似, 该曲

线的第二个转折点更具有现实意义 , 越过第二个转折

点的省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 其工业废水中的铅排

放量将减少。同样, 样本数据显示, 只有上海市越过, 大

部分省市还处于第一个转折点之前的曲线部分。

⑥ 工业废水中氨氮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类似图 1
或图 2 的曲线形状) , 模型估计结果为

WAN =8 077.19+0.77PGDP- (1.01×10- 5)PGDP
2 ( 6)

由式( 6) 可以计算出倒 U 型曲线的转折点对应的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38 118 元。对于收入水平未到达

临界点的省市 , 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 , 氨氮排

放量将增加; 对于越过转折点的省市 , 氨氮排放量随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增加而减少。

2) 废气指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系

本文废气指标选用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

① 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为消除残差序列自相关 , 模型中加入 AR(1)项。模

型估计结果为

S=11.22+0.0065PGDP - (7.09×10- 8)PGDP
2 ( 7)

由式( 7) 可知 , 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之间也符合倒 U 型曲线关系 ( 类似图 1 或图 2 曲线

形状) , 其转折点对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45 839 元,

只有上海市越过。

②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模型中加入 AR(1)项消除残差序列自相关 , 模型估

图 3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Fig. 3 COD discharge from indus tria l was te water and

per capita gross regional product

图 4 工业废水中六价铬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Fig. 4 Cr+6 discharge from indus tria l was te water

and per capita gross region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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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结果为

Sind=2.95+0.0061PGDP - (6.42×10- 8)PGDP
2 ( 8)

类似于式( 7)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也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 , 由式( 8) 计算可得 , 曲

线转折点为 46 729 元。全国只有上海市越过转折点。

在本文分析的 8 个污染指标中, 5 个指标与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鉴于国外相关研究

的转折点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 即大多数污染指标估计

的转折点收入水平为 3 000～10 000 美元( 1985 年基期

价) [8], 这里只将本文倒 U 型曲线的转折点变动范围与

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 参见表 3。通过对比国内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的范围可以发现 , 尽管转折点

的收入水平在一个数量级上 , 但是由于采用的样本数

据和方法不同, 研究结果的差别还是较大的。

3 结论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结果,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确定。本

文 选取的 8 个污 染指 标 中 有 5 个 指 标 呈 现 倒 U 型 曲

线 , 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一定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是, 其余污染指标曲线则呈

现倒 N 型或线性, 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环境质量指标的选取及样本数据的选择。可见, 环境库

兹涅茨倒 U 型曲线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必

然 , 环境改善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不是经济

增长的现象 , 如果坚持认为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

自动改善环境 , 而不及时采取环境保护措施 , 一旦发生

环境污染超过环境承载限度的情况 , 生态环境将无法

恢复。

2) 将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国际上相关研究进行比较

可以发现 , 中国能够在较低收入水平的转折点上实现

环境改善 , 由此可以推论 ,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可以

通过努力 , 在低于发达国家的转折点收入水平上实现

环境和经济的共赢。

3) 通过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我

国的大部分省市没有处于曲线的下降阶段 , 即中国的

总体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不协调的 ; 随着收入水平

的提高 , 只有极少数城市的污染水平降低 , 大多数省市

污染程度加重 , 这说明某些省市在污染治理方面已经

取得显著成效 , 而这些省市污染加重情况的改善 , 需要

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 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从本文估计结果得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

关系曲线只是对中国近年环境发展轨迹的模拟 , 其转

折点只能作为各省市的参考值。没有理由认为, 在达到

某到转折点收入水平之前 , 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一

定恶化 , 而在跨过这些转折点之后 , 环境质量一定会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善 , 因为环境的改善受很多因

素的影响 , 例如环境政策、经济结构、环境友好型技术

和大众的环保意识等。因此 , 一方面 , 各省市可以参考

这些曲线及其转折点 , 相应地调整本省市的经济发展

和环境治理 ; 另一方面 , 可以通过总结环境发展路径汲

取经验和教训 , 为本省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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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样本地区 样本长度 数据类型 环境指标
转折点范围

/(元·人- 1)

换算后转折点范围

/(元·人- 1)

彭水军等[13]

吴玉萍等[12]

陈华文等[14]

本文

中国

北京

上海

中国

1996- 2002

1985- 1999

1990- 2001

1999- 2005

面板数据

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

面板数据

工业废水、二氧化硫

工业废水、二氧化硫等

总悬浮颗粒、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废水、氨氮、二氧化硫等

7 940/24 650(1996)

10 545～43 938 (1999)

2 990～16 667(1985)

38 118～57 971(1999)

10 096/31 265(1999)

10 545～43 938 (1999)

11 338～63 199(1999)

38 118～57 971(1999)

表 3 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的经验研究

Table 3 Empirical s tudy on EKC

注: 转折点人均收入下方括号内的年份为人均收入所采用基期价格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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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环境与发展

中国论坛即将召开

“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是由国家环保总局主办、中

华环保联合会承办的研究环境战略的高端论坛。第三届

环 境 与 发 展 中 国 论 坛 定 于 2007 年 9 月 16 日 在 北 京

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主题为“水 : 中国 21 世纪生存和发

展的命脉- 水污染防治的紧迫性”。下设四个专题 , 分别

为: “流域水污染防治与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行业水污

染防治及政府监管”、“农村水污染防治与新农村建设”、

“饮用水源地保护与饮用水安全”。

出席本次论坛的有国家领导同志和国家有关部 门

的负责同志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 , 国内外环境领域

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 , 国内外科技界、企业界、环保民

间组织和国外驻华使节、商会代表等约 400 人。

会议报到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15 日 , 地点: 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

中华环保联合会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章 静 : (010)51266665- 209; 13466317296;

吕晓剑: (010)51266665- 206; 13581696809;

郑庆宝: (010)51230012; 13552521135;

传 真: (010)51230006;

电子邮箱: zhangjiang@acef.com.cn;

通讯地址 : 北京币朝阳区和平里十四区青年沟东路

华表大厦 6 层; 邮政编码 : 100013

根据“中国化学会- 巴斯夫公司青年知识创新奖”条例 , 中

国化学会已开始受理各地方学会、本会理事或团体会员单位推

荐的第四届“中国化学会- 巴斯夫公 司 青 年 知 识 创 新 奖 ”申 请

人的申报材料。有关事项如下 :

1. 凡从事石油化工、高分子材料、精细化工、天然产物及有

机合成、表面及胶体化学、生物工程 ( 农作物保护剂、饲料添加

剂 ) 的研究工作 , 年龄在四十五周岁以下的 ( 1962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者 , 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优秀青年科学家 , 均

可申请。

2. 非中国化学会会员在申请时请办理入会手续。

3. 申请人材料包括推荐意见表、简历、论文、英文系列工作

论文提要等一式三份 ; ( 推荐意见表可复印) 。

4. 推荐名额要求 , 每个省化学或化学化工学会推荐的申请

人不超过四名 , 每位理事推荐的不超过两名 , 每个团体会员单

位推荐一名。

5. 申请材料一般不退 , 请自留底稿 , 申请材料必须齐全 , 材

料不全者不予评审。

6. 截止日期为 2007 年 9 月 10 日 , 逾期不再受理。

联 系 人: 白温路

电 话: 010 - 62564020

传 真: 010 - 62568157

邮 编: 100080

地 址: 北京 2709 信箱中国化学会

E- mail: wlbai@iccas .ac.cn

第四届“中国化学会- 巴斯夫公司

青年知识创新奖”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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