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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在环境管理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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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一个经济问题. 因而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 ,运用经济

手段来管理. 根据环境污染及其外部不经济性的概念和成因 ,在治理环境污染中采取有效的激励

制度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利益机制 ,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将起到重要作用. 介绍了通过经济途

径控制环境污染的理论基础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关键词 : 环境污染 ; 外部性 ; 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 : F205 文献标识码 : A

Util ization of Excitation System in Environment Management

Li J unqi , 　Zeng Xinyu , 　He Jianping
(Dept . of Urb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 problem is economic problem.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envi2
ronment problem , the economic methods must be utilized. Based on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envi2
ronment pollution and negative externality , the effective excitation system for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ntrol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system must adapt market economy , which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ntrol.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elementary theory of economic

methods for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ntrol and the utiliz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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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 ,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不

仅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降低了经济效率 ,而且威

胁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

加重和环境保护难度的加大 ,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

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必须借助市场经济手

段才能加以有效解决. 因此 ,选择有效防治环境污

染和激励环境保护的手段已经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理

论和现实意义的紧迫课题.

1 　环境污染的经济学本质

环境问题的经济学的本质是其外部性. 所谓外

部性就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

对其他消费者或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利益范

围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好的作用 ,也有坏的作用.

好的作用称为外部经济性或正外部性 ,坏的作用称

为外部不经济性或负外部性. 环境污染属于生产或

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 由于污染者的私人行为产生

的污染物不仅对其本人 ,而且对其他人也造成了危

害 ,其私人活动的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私人成本 ,

即实际承担的私人成本低于其应该承担的社会成

本. [1 ]由此可见 ,环境污染者私人成本的节约是以

造成社会危害为代价的 ,社会要为此支付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内部化对生产者的影响用下图 1 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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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图中 C1 为生产成本 , C1 + C2 为生产成本与污

染治理成本之和 , P 3 Q 为总收入. 若不考虑外部

不经济性 ,企业生产量为 Q2 ,因为对应于 Q2 点 , P

3 Q 曲线的切线斜率与 C1 曲线平行 ,即边际成本

等于边际效益 ( P 3 Q 曲线的切线斜率代表边际效

益 , C1 曲线的切线与 C1 曲线重合 ,其斜率代表边

际成本) ,此时企业盈利最大. 若将外部不经济性内

部化后 ,则企业的成本曲线变为 C1 + C2 曲线 ,此

时 ,企业生产量将变为 Q1 ,因为对应于 Q1 , C1 + C2

曲线和 p 3 Q 曲线的切线平行 ,即边际成本等于边

际效益 ,此时企业盈利最大. 这说明 ,外部不经济性

内部化后 ,可促使企业降低生产量 ,从而也相应的减

少污染物排放量 ,有利于环境保护. [2 ]

图 1 　外部不经济性分析

2 　激励机制在解决环境污染外部不经
济性中的作用

　　“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是 1910 年由著名的经济

学家马歇尔提出的 ,他的学生庇古丰富和发展了这

一理论. 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某种活动对周围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使社会成本高于个体成本 ,而行为人并

未因此付出任何补偿的情形. [3 ]激励机制在解决环

境污染外部不经济性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激励机

制实际上就是价格机制 ,国家根据生态规律和经济

规律 ,运用价格、成本、利润、信贷和利息税收等经济

杠杆 ,以及环境责任制等经济方法 ,向污染者提供的

一种非强迫性的、具有灵活选择性的手段 ,以限制破

坏环境的经济活动 ,激励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经济活

动. 与直接命令型政策相比 ,它更为灵活和高效.

3 　环境管理中激励机制的种类、特点
及其适用范围

　　环境经济学理论将主要通过政府干预解决环境

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为庇古手段 ,将主要通过市

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经济手段称为科斯手

段 ,并进行了相应的分类. 庇古手段主要包括税收、

排污费、补贴、押金等 ;科斯手段主要包括自愿协商、

排污权交易制度等.

311 　排污收费

排污收费是指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依法对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单

位和个人收取费用. 征收排污费有两个层次 : (1) 超

标收费 :即对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排放的污染

物征收一定的费用. (2)排污即收费 :凡是向环境排

放污染物的都要缴纳排污费. 排污收费是一个主要

的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 ,其有很多优点 :第一 ,实行

排污收费制度 ,企业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每个企

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边际控制成本在排污治理与排污

交费之间进行选择 ,有利于激励企业实行清洁生产.

第二 ,可以降低政府的监督、管理成本. 从政府管理

的角度讲 ,政府不再干涉企业具体的生产决策 ,只是

确定企业从事的经济活动是否会导致污染 ,污染的

量是多少. 因而与监督执行环境标准时逐个企业确

认其污染程度相比 ,征收排污费所需要的交易成本

应该是比较低的. 第三 ,排污收费是国家的财政收

入 ,可以用于清洁生产补贴和建设公共的污染治理

设施. 但是 ,收费作为政府行为 ,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 ,容易使污染者产生承担政府某种“摊派”的抵触

心理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排污收费制度也存在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如收费管理混乱、收费对象不

全、收费标准单一、收费被非法使用等 ,这些问题的

存在使得环境污染治理的代价远远超过其缴纳的收

费 ,企业理所当然地选择缴纳排污费而不愿去治理

污染.

312 　环境税

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

位和个人 ,按其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

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 征收环境税

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 ,降低生产和

消费过程中的污染的排放 ,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改

善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环境税收大体可以分为三

类 :一是对企业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税. 包括对工业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 废渣等征税.

主要税种有 :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等.

二是对高耗费高耗料行为征收的税. 征收这类税的

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和原料 ,以

减轻环境保护压力. 主要税种有润滑油税、旧轮胎

81 北 京 建 筑 工 程 学 院 学 报 2005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税、饮料容器税等. 三是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

成污染的其它行为征收的税. 主要税种有对飞机、

汽车等产生的噪音的行为征收的噪音税 ,有为减轻

城市交通压力和改善市区环境而征收的拥挤税等.

目前 ,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 ,我国目前存

在的只是与环境有关的税种 ,如资源税、消费税、耕

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税、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等. 虽然这些税种的设置没有或很少考

虑环境因素 ,但它们本身已经为减少污染和保护环

境提供了一定的刺激和资金. 实施环境税的优点在

于 :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公益性事业 ,需要大量的

投入 ,没有固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将难以为继. 但排

污收费的数额有限 ,而税收却具有广泛性、及时性和

稳定性 ,所以如果通过税收筹集资金 ,就可使环保投

资金的来源得到一定的保证. 但实施环境税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环境科学和环境经济 ,还

涉及国家的财政制度等多方面问题. 对于我国环境

资源的恶化趋势 ,可以针对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分

期分批地逐步实行.

313 　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主要思想是 :政府部门确定污染总

量标准后 ,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即排污权 ,通过

将许可排污量资源化和产权化 ,使排污成为一种生

产要素进入企业的生产过程 ,并和劳动力、资本等要

素一起 ,在利益最大化导向下进行优化配置. 当许

可排污量节约剩余或不足时 ,允许其像商品那样被

买入和卖出. [4 ]目前 ,在水资源环境管理中已出现

了三种排污权交易方式 :点源之间进行的交易、点源

与非点源之间的交易、非点源之间的交易. 其中点

源之间的交易较为多见 ,而且交易结果相对可靠.

而在非点源污染严重的地区 ,由于非点源污染的特

殊性 ,后两种在理论上可行的交易体系还没有广泛

应用于实践. 20 世纪 80 年代末 ,美国环境保护局

( EPA)在北卡罗莱纳州和科罗拉多州等地区成功实

施了点源与非点源的排污交易. 排污权交易的优点

是 :第一 ,成本最小. 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多减

排 ,多余的许可证可以到市场中出售. 而治理成本

高的企业不减排或者少减排 ,它不足的排污权可以

到市场中去购买 ,从最后的效果来看 ,污染的减排总

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完成 ,所以从总体上降低了

污染治理的成本. 第二 ,可以通过购入排污许可证 ,

以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减少和环境水平的提高.

第三 ,政府可以根据国家的环境目标卖出或买入排

污许可证 ,从而实现政府对环境总水平的调控.

但是 ,排污权交易具体在一个地区实施时要求

具备相应的条件 : (1)排污许可总量的确定要以大量

的科学研究为基础 ,所以 ,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受制

于技术水平. (2)需要完善的市场条件 ,这是排污权

交易的重要条件. (3)排污权交易要取得效果 ,政府

必须拥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对企业的排污情况

进行监测 ,还要制定地区性的管理规则.

314 　信贷、补贴

国家对采用先进技术设备或生产方式的清洁生

产者提供优惠价格或低息、无息贷款 ,给予企业和农

场治理污染、保护水环境的外部经济行为进行资金

补贴. 如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控制非点源污

染的“最佳管理实践 (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

BMPs)”,政府为采用该措施的农民提供技术和财政

支持 ;自 1990 年起 ,美国 EPA 向制定农业非点源控

制计划的州进行高额资助 ,以帮助他们实施计划 ;欧

洲许多国家对为减少有机物排放而改变耕作方式和

减少肥料、农药施用量的农民在经济上给予补偿 ,这

些都有效地减少了农业非点源对水体的危害 ,补贴

通常与税费手段结合使用. [5 ]

315 　污染赔偿和罚款

污染赔偿和罚款属于行政处罚 ,指当事人违反

环境法规、污染水体而造成他人财产损失或人身损

害时 ,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经济补偿. 污染罚款是对

违法行为给予的经济制裁.

4 　我国目前激励制度的运用情况及问
题分析

　　在我国 ,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并未能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原因是多方面的 : (1) 认识上的原因. 人

们对经济手段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经济手段的作用

未引起重视. (2)经济手段不完备. 当前 ,发达国家

采用的经济手段和种类很多 ,如排污收费、使用者收

费、产品收费、税收、补贴、押金、许可证交易、罚款、

保证金等. 而我国现行的激励手段还不完善 ,经济

手段也十分有限 ,广泛采用的只有排污收费 ,其它手

段则很少使用 ,有些仅是在少数地区使用 ,如“三同

时”保证金制度. (3) 经济手段本身也不完善. 如排

污收费制度就存在许多问题 ,a1 标准偏低、且多数

为单因子收费. 单因子收费从实施效果来看 ,不利

于促进排污单位的污染治理. 单因子排污收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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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排污单位在治理技术的选择上形成短期行为 ,即

排污单位主要考虑目前收费额最高的一种污染因子

治理 ,影响不同污染物共同治理的效果. b1 超标排

污收费. 超标排污收费仅适合于环境保护的初级阶

段 ,容易造成在一定区域内 ,即使排污单位全部达标

排放 ,但因排污总量超过环境容量 ,区域环境质量仍

出现趋向恶化的现象. C1 收费项目不全. 1982 年

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仅对废水、废气、废渣

排放给出一些污染物收费标准 ,1991 年全国统一了

噪声收费标准 ,1992 年开展了二氧化硫收费试点 ,

1993 年开征了污水排污费. 但对于城市雨水径流

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还没有有效的管理办法 ,需要

用经济手段加强管理. [6 ]

5 　结束语

环境管理中运用激励机制手段具有下列优点 :

(1)允许污染者自己选择最合适的方法来达到规定

的标准 ,可产生显著的成本节约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

会福利. (2)可以提供持续的激励作用 ,使污染减少

到规定的标准之下. (3) 可为政府和污染者提供管

理和政策执行上的灵活性. 当然 ,某些激励手段的

实施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 ,而有些条件是很难达到

的 ,如资源产权及排污许可的公平分配、准确充足的

数据信息等 ,此时需要与行政法律等“刚性”手段有

机配合 ,才能发挥其灵活、高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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