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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两部门模型和中国<==W年!C部门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数据分析研究#发现#生态环境

建设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结构$以及对代际积累消费关系的资源配置

结构直接相关#对代际问题的不同态度也极大地影响生态环境建设的路径和决策#现实的经济社会投入%
产出结构也制约着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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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有的经济问题I样"研究我国生态环境 建

设时的基本 切 人 点"仍 为 供 给 与 需 求 问 题$经 济 活

动分布是指政 府%企 业%消 费 者%公 共 产 品 的 区 位 和

时间的选择&从需求角度来讲"公共物品的生产区位

和时间需要分布在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区位和

发展阶段&从供给角度来讲"主要是指提供和创造这

些公共物品活动能够实现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 和

随时间改变修改不合理资源配置制度的机制和政治

机会$从国际 经 验 看"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较 低 水 平

上"生态环境质量的供给不足并不会导致社会政 策

选择行为和个人的选择行为的急剧转向"除非有 另

外的诱致性因素$
由于资源和 经 济 物 品 的 稀 缺 性"任 何 社 会 必 须

解决生产什 么%如 何 生 产 和 为 谁 生 产 的 问 题$微 观

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认为"这三个问题是通过市场 机

制来解决的$生 产 什 么 取 决 市 场 上 消 费 者 的 偏 好&
怎样生产取决市场上获取最大利润的企业&为谁 生

产取决市场上生产要素的价格$在环境产品的生产

上"同样要考 虑 这 三 个 问 题$上 面 三 个 问 题 解 决 的

好坏的标准是效率$效率又可区分为生产效率和经

济体制效率$生产效率也可以从技术效率和经济效

率两方面来认识$生产的技术效率是一个纯粹的物

质技 术 概 念"只 是 说 明 生 产 所 需 要 的 物 质 投 入 量$
例如"劳动%机器%土地%原料及其配置$如果生产过

程没有浪费任何投入"那么"生产便有技术效率$经

济学理论认为"同一生产结果可以有许多有技术 效

率的方法"但 从 经 济 角 度 讲"只 有 一 种 是 最 廉 价 的$
因此"生产效率必须从技术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同 一

上来确定$对环境产品的生产以及消除环境污染的

生产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环境容量是硬约束"理性

的行为是不应该超出环境的容量$
一&我国生态环境物品与经济物品的生产决定

我国生态环 境 建 设 的 提 出"不 仅 仅 是 区 域 均 衡

的需要%生产效率的需要或国家地理安全的需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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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央政府在洞悉国际国内形式!以对历史负责 的

态度作出的理性的经济选择"我国正处在工业化进

程中!长江上 游 地 区 尤 其 如 此"怎 样 实 现 经 济 发 展

与环境保 护 的 双 赢 是 从 上 到 下 都 在 思 考 的 重 大 问

题!应该说!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提出!是上下一心!
对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统一认识!形成了合 力

的结果"从图!我们可以形象地看到环境是对经济

发展形成硬约束的变化!决定我们的现实选择"
图!中B#2#)三点分别代表发达国家梯队#以

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梯队#发展中国家第三 梯

队!横轴表示经济发展的从低到高的阶段即工业化#
生态化#虚拟化!左 纵 轴 是 主 轴!表 示 了 环 境 损 耗 的

高低!右纵轴是 次 轴!表 示 人 均 环 境 容 量 的 高 低!标

为高#中#低的 三 条 线 表 示 了 发 达 国 家#现 在 正 在 工

业化的发展 中 国 家 所 面 临 的 环 境 约 束"我 们 看 到!
由于遭遇环发问题的阶段不同!效果也不一样!越往

后!受环境约 束 越 强"这 个 假 设 合 理 性 表 现 在 两 个

方面$一 是 人 口 统 计 规 律!发 达 国 家 目 前 只 有 几 亿

人!经过了近<==年 时 间 才 基 本 完 成 这 个 经 济 发 展

和环境冲突协调的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就 是

!@亿人的规模!在@=到W=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一过

程!第三梯队更是几十亿人口的规模!完成的时间会

更短%二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逻辑!走在历史前

面的总是在创造历史!后来者必然在历史的约束 下

出现!环境标准和约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科学"环

境约束是硬约束!中国正处在2点的位置!虽然没有

发达国家那么宽松的环境!但仍然不低!要警惕一旦

突破环境容量的界限!就会落入到第三 梯 队 在)点

时面临的环 境 约 束!情 况 会 更 加 糟 糕"从 这 方 面 来

讲!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推进!得益于中央政府站在

全局角度上的理性选择!而不仅仅是扶贫或区域 均

衡的战略"

图!!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的变化及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可能选择

二&考虑代际的环境生产模型

可以用一个 简 单 的 两 部 门 模 型 来 证 明!在 满 足

一定的条件下!或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理论上存在

最优的资源的静态配置和经济可能的增长路径"这

个模型表明了静态条件下经济$
设@!? 分别表示可用于生产的自然资 本 和 人

造资本%Q!5分别 表 示 当 代 人 的 消 费 集 合 和 下 一 代

人的消费集合%假设$
!X分析可以看成是静态的!生产技术在分析期

内不变%
<X后代在当代有完全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能

清楚了解后代的消费品!并拿到当代来对比%
@X当代人 只 有 一 种 消 费$当 代 消 费 品!后 代 人

也只有一种消费$后代消费品%
FX每一种 资 源 投 入 在 每 一 种 商 品 生 产 中 的 边

际生产率为正值!但却是递减的%每一个消费集合对

每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效用也为正值!但却是递减的%
WX@!?!Q!5可以用序数表示%
EX分析可以看成是静态的!个人偏好不变%
"X边际产品可替代"
生产函数$QH4+&@Q!?Q’%5H4)&@5!?5’
效用函数$B! H4!&Q!!5!’%B< H4<&Q<!5<’
给定资源$@ H@QL@5%? H?QL?5
这里用埃奇沃斯方盒来求均衡解$

图<!代际效用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均衡解

最优生产的过程的结论$
!&在生产过程中资源的投入有多种组合%
<&最优生产曲线上任意一点度代表着一种资源

配置状态下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最优生产曲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是一对/和]

等产量线的切点%
F&仅从生产过程无从确定经济效率%
W&如果 某 种 资 源 投 入 没 有 市 场 价 格 或 价 格 过

低!资源配置效率会扭曲"
该模型表明!在 理 论 上 存 在 既 满 足 当 代 人 需 求

又能满足后代人需求的经济发展路径"这个路径的

实现是以分析的"个假设条件的满足为前提的"该

理论模型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启示是$要实现 可

持续的发展!必须在当代引入反映后代利益的机制!
无论是由公立的机构或私人机构或是 ’Ga组织来

履行这个责任!都要给予其相应的权力!构建对等交

易的机制"
三&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价值型的投入(产出模

型来说明环境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如表!!当把

经济系统看作是一系列满足最终需求&消费#资本投

资#出口和政府需求生产部门’时!表中的方格!表

示部门与最终需求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例如!方格!
中的附加部分将会包括中间需求或为最终需求提供

的数量"一个 部 门 的 产 量 按 行 列 出!它 的 投 入 关 系

按列向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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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环境与经济的投入"产出关系

投
入

产
出

经济 环境

经济 ! @
环境 < F

!!方格<包 括 在 不 同 经 济 部 门 中 被 作 为 投 入!原

材料"水和空气#使用的或者一直不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而直接进入最终需求的环境系统中的产出量$方

格@包含经济系统进入环境的产出量%即在生产 和

消费活动中发生的污染物质排放量$如果想象经济

系统被部门分解%方格<和@表明由部门进行的 环

境投入和污染物质排放的部门来源%在土地"水和空

气系统中%环境的分解表明自然资源从哪个环境 系

统来%以及污 染 物 质 排 放 到 哪 个 环 境 系 统 中 去$最

后%方格F指 明 环 境 部 门 中 的 流 量$在 环 境 和 经 济

系统之间数量供给的相互依赖性具有从环境吸取来

的物质必须循环流回到环境中去的性质$按照物质

不灭的理论%物质和能量是守恒的$然而%要注意在

物质被收取 期 间%它 一 定 不 能 流 回 到 环 境$就 资 本

构成来说%耐用消费品以及再循环%今天从环境取得

的物质%明天又被发散进环境中%这是可能的!参 见

霍斯特&西 伯 特’环 境 经 济 学(%中 国 林 业 出 版 社

<==!年版#$

表<!中国农业#包含林业生态建设投入$投入产出的完全消耗系数

产
出

投
入

农业
食品

制造业

纺织%缝纫

及皮革产

品制造业

其他

制造业
化学工业

建筑材料

及其他非

金属矿物

制品业

运输

邮电业

商业

饮食业

其他

服务业

农业 =&<F<=!=E=&WCE"FC<=&<@F!@<E=&!<CA!<E=&!<<FC!<=&=WF"=CA=&=<C<W<<=&!FAACEF=&=WW@WW!
采掘业 =&=FCW<"F

其他制造业 =&=<E!E=C 注!!&林业生态被纳入农业大类计算&<&忽略消耗系数小于=&=!的部门’
化学工业 =&<<EWE=A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W)*笔者根据中国!C部门投入产出完全消耗系数表整理

!!中国生态建设投入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投入)产

出结构的调 整$由 于 投 入 产 出 结 构 是 相 对 固 定 的%
其调整需要 一 定 的 时 间%所 以 投 入)产 出 分 析 一 般

可以作为静态的均衡分析$中国现阶段的投入)产

出结构以及国家推动其绿色化的努力%和重点生 态

建设区域如 长 江 上 游 地 区 的 投 入)产 出 结 构 一 起%
决定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发生"发展和短期内 可

能达到 的 程 度$如 退 耕 还 林 工 程%计 划 投 资@W==
亿%必须按投入 产 出 结 构 分 解%近 期 投 入 太 大%会 超

出其他产业 的 产 出 的 供 给 能 力%最 后 无 以 为 继$按

表<的完全消耗系数计算%退耕还林计划的@W==亿

如在近年完全 投 放%会 在 农 业"食 品 制 造 业"纺 织 缝

纫皮革产品制 造 业"其 他 制 造 业"化 学 工 业"建 筑 材

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运输邮电业"商业饮食

业"其他 服 务 业 发 生CF""<=W@"C!A"FW!"F<C"!A!"

AC"W<F"!A@亿元的产出%需要农业"采掘业"其他制

造业"化学工业新增投入CF""!"="A!""A!亿元的投

入%这在农业部门和化学部门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F年一次产业增加对GYZ的贡献率为A&<%是
近C年来的最高值%不可能维持太长的时间!数据来

源于’中国统计年鉴<==W(#$况且%近!=年来林业

总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基本在F&WX上下波动%
如果按这个比例对农业投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 都

会拉跨了%因为当年农业最终使用的基本流量也 只

有EF==亿$所以从全国的投入产出结构来看%对生

态环境的投入将会持续增加%但增长率偏高的情 况

不会持续太 久$事 实 上%从 林 业 造 林 面 积 变 化 趋 势

曲线可以看到%由!AAC年大洪灾引发的造林热潮形

成了一 个 突 变!这 个 突 变 也 是 制 度 变 迁 的 引 致 因

素#%必然难以持久%很快会开始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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