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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已有的研究在环境价值评估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这可作为费用效益分析的基本工

具，但对环境政策的费效分析仍显匮乏，且主要集中于整体分析，没有深入到干系人，政策建议的意

义不大。单一追求货币化可能会使费效分析走向极端，建议将费用和效益分类，以多维的向量形式

表达。基于干系人的分析可以使政策改进首先在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福利最低的受体最先享受增

加的收益，效率和公平在环境政策中同时得以实现。

【  关键词 】  环境保护；政策；费用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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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经济学研究 的内容就是环境保护与经济    导则为环境管理和政策的成本 、效益 、经济影响提

发展的协调问题 。环境经济学的最重要任务就是  供分析的基本框架。该导则将环境政策的效益分

将环境保护政策或工程所带来效益较为客观地 显    成人类健康 、愉悦 、生态效益 、减少物质损害四类 ，

现出来 ，费用效益分 析正是完成这项任务最有说  并给出了相应的常用评价方法 ，包括趋避行为法 、

服力的工具。我国的环境经济学发展近i十年  陈述偏好法、医疗成本法、生产函数法等。
来 ，主要 的研 究领 域 是环境政 策 ，包括政 策的设    环境保护领域费用效益分析的成果多见于美

计 、分析和评估等 ，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统计数据  国的未来 资源研究 所（  RFF）  成员 ，如 弗里 曼（  A.

的初步分析 ，研究 的结 论通 常是对环境政策效果  Myrick Freeman）是环境领域进行价值评估的集大

的浅层描述 。由于缺 少有效的费用效益分析的方  成者 ，他对于环境 价值评估 方法的研究是费用效

法和工具 ，研究结果通 常 只能对现有 的政策进行  益分析最基础和常用 的工具。在其 1979  出版 的

局部修正 ，回答不 了“该项政 策是否 原本 就无效  《环境改善的效益》（  The Bene6ts of EnVironmental

率或低效率”的问题。费用效益分析是环境经济  Impmvement）  中描述 了 当时效 益分 析技 术 的状

学核心内容 ，是未来研究需要重点深入的领域。    况 ，接下来在 1993  年又 出版 了《环境与资源价值

    评估 ：理论 和方法》（The Measurement of EnVimn一
1  环 境 费 用 效 益 分 析 研 究综 述
    ’ r一一’’ ，7 r'一 ⋯ ’7， ⋯    m ental and Resource V alues：  Theory and M eth—

1.1  国外研究综述     ods）   ，系统地提 出了环境与 资源 价值评估 的方法

    费用效益分析的思想最初起源于法国人杜波    和理论 ，很大程度上解决 了环境价值难 以量化 的

伊特（Jules Dupuit）  ，在其 1844年写 的《论公共T  难题 。通过建立各种剂量反应关 系，众多的环境

程效用 的衡量》中指 出 ：总 的来说 ，公共 T.程的效  价值定量方法在他 的书中归纳 出来 ，如对健康 和

益和公共 工程将 产 生 的直接 收入通 常不是一 回    寿命 的评价 、房地产价值模型等。

事。美国的政府机构 1936年开始在水利建设项    RFF成 员克尼斯 （  Kneese）  首次尝试在环境

目中进行费用效益分 析。     领域进行费用效益分析 ，在《环境保护的费用一效

    美国环保署的《经济分 析导则》.1 3  是 EPA为    益分析》（  1984  年 ）  中：  21  ，他 综合 了波特 内 （  Paul

了提高决策水平而做 出的持续努 力的一部份 ，该    R.Portney）  、拉斯韦尔 （  Harold D Lasswell）  等人的



研究 ，对美 国部分地 区的空气污染 、酸雨 、水污染  内鲜有对环境政策的费用效 益分析 ，相 关的研究

的控制和改善进行 了效益方面的评估。这项研究  主要关 注污染 损 失定 量方 法 、项 目或工 程评 价

是极具价值的，通过直观 的数据给决策者传 达环  等一61  。如夏光的一项研 究 估算 了中 国在二 十世

境质量改善后的货币化收益。 纪九十年代期间由于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
    RFF的费用效益分析小组 在 2006年对哥伦  宋国君等对淮河流域水环境保护政策进行 了全面

比亚的环境 政策效 果与 效率进行 了分析‘31  。在  的评估‘引，尽管该研究 没有着重于费用效 益上 的

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对哥伦 比亚的大气 、水 、土地 、 评估 ，但提 出了政策评估 的一个基本问题和思路 ，

气候变化等领域 的环境政策进行 了分析 ，该研究  即要得 出可靠的评估 结论 ，不能依靠单 一的评估

判断政策有效性 的主要依据就是看政策的实施是  方法或信息来源 ，而应 当用不 同的方法 或途径得

否达到当初的设计 目标 ，采取 的主要分析方法就  到可相互核实 、印证 的评估结论 。

是 目标 一现状 对比，在总体上 有一些对 费用 和效    综合以上对国内外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面的

果的评估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 ，这 只是一份政策  研究 ，可以看出对 于环境 外部性 的量 化研 究 已经

评估报告 ，并不是一项专门的费用效益分析研究。 取得一定 的进 展 ，在资源 价值评 价 、污染损 失评

    M M.Hufschmidt著 、过孝民等译 的《环境经  估、环境效益货币化 的方 面 已经初步形 成 了一套

济评估指引 ：环境 、自然系统与发展》（  1989年 ）  继  体系 ，尽管仍不成熟 。但是 ，在环境政策的费用效

承了RFF的众多研究，并明确提出对受体的分  益分析方面仍然存在以上两方面问题：
析，将基本统计方 法 、回归分析方法 、物质与能量    （  1  ）大多数的费用效 益分析仅仅止步于对污

守恒方法确定环境 变化对“受体”的影响‘引。尽  染物排放量减少或 浓度减少 的评估 ，很 少深入到

管如此 ，这里的“受体 ”关注的仍然是 “  自然体”，    由于环境质量改善 而导致 的受体 影响 ，特别是忽

也就是指没有将“社会性”考虑进去 的单 个 自然  视了环境政策中费用的分担 和效益的分享 问题 。

属性 的物体 ，例如对植物叶子的影响 、对人体生理  因此 ，已有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总体的效率 ，即总

健康的影响等。而没 有进一步将这些 “受体”与  的费用效益 比，但缺乏公平性方面的考虑 。

“关系”  、“利益”等联系起来 ，这些研究在建立 “剂    （2）少有对环境政策 的费用 效益 分析。大部

量一反应 ”关系上有较大的贡献 ，但仍然没 有涉及  分集 中于对环境 工程 、项 目等单个环境 行为的费

到干系人的分析。    用效益分析或评估，而环境政策的影响显然更加
1-2  国内研究综述    广泛和复杂，更加具有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的必要。
    国内的研究基本属于对国外研究的追随，这从
    7    7    2 费 用 效 益 分 析 研 究 的 几 个 关 键 问题
研 究 的 时 间 上 得 以 体 现 。 1980  至  l990年 代 ，我 国

相继出现了在环境污染损失评估 、环境质量改善效    针对上文归纳 的两 方面问题 ，本文认 为在改

益评价等与费用效益分析紧密相关的研究。 进环境政策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上，有两个关键
    刘鸿亮 主编的《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及实 I生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就是对政策 费用和

例》（  1988）‘  纠，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就环境政策（  书  效益的分离 、分类 ，使得费用效益分析的结论在多

中用环境决策 ）  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较为 系统 的阐  种维度 上具有可 比性 ，而不 是单单 的货 币维度 。

述 ，该书指出了费用效益分析在环境决策中 的本 其次 ，费用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政策的总体效率 ，

质用途 ：那就是对 为实现某一环境 目标 的众 多环 更要考虑政策对于不同人群的费用分担和效果分

境政策进行排序、择优。在其理论部分也提到 享状况，因为公平也是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的重
“费用效益分析的目的应该在于对已查明的每— 要方面。
个效益和费用定 价值”，这在一定 程度上 与本研  2.1  费用和效益的分离、分类

究的干系人分析 的思想相一致 。但是 ，在该研究    政策的费用/成 本包 括政 策 的执 行成 本 （  主

的实证部分 ，环境政策的费用效益分析仍然是总  体是政府 ，用 于政策制 定 、实施 、监 管成 本 ）  和遵

体上的 ，即结论中只给出一个总体上 的费 一效比，  守成本（  主体 是企业 ，为达到 某项政 策规 定所需

并没有得到不 同干系人所受的影响。在这之后国  投入 的设备 、材料 、人员等成本 ）  。在费用方 面只



考虑为达到政 策 目标而发生 的直接费用 ，间接的  币化和非货币化两类 ，例如 E.=（  100元 ，周边群

费用将 被纳 入效益 的考虑 ，只不过是负 的效益。 众舒适度提高 lO% ）  ，费用 和效益分别是坐标系

由于费用的发生通常是确定 的，所 以费用的计量    中的一个二维 向量 ，政策的净效 益是效益 向量与

较之效益的计量更为简单 ，为了表述简洁 ，下文主    费用 向量 的差向量。

要针对的对象是效益 ，但所 说的方法也 同样适用
    一    f⋯⋯⋯一 ‘j
    A：方案 l  净效 益    l B：方案 2净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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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政策效果的判别。环境政策效果的判    李

别包括效果的确认和分离两部分 ，但这两部分不    耋

是独立或具有先后顺序 的两个步骤 ，两者可 以同    亟    =

步或交叉进行 。政策效果 的确认可 以通过监测 、
    — — — —

或者人身感受来获得 ，分离则更为复杂 ，要避免重
    货币化效益，费用 （元 ）
复计算 ，即要把 同时发生的政策效果分配给不同

的政策。环境政策效果的分离不仅要借助于一般

的环境科学监测和预测，也可借助调查、访谈等社    图1  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向量
会学方法 ，并强调这些方 法在反映政策公平方面

的作用。 Z.2  干系人分析：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其次是从效果转化为效益。从政策效果到政    基于干系人分 析的费 用效益评 估方法 见 图

策效益 ，要经过一个量化 、货 币化的过程。也就是 2。图中将费用效益 分析作 为政策设计或预评估

要把 以环境科学语言表述的政策结果转化为用经  阶段的分析工具 ，目的是在众 多的可选政策集合

济学或数学的语言表述的政策收益。一部分环境    中选取 最有效 的一组 ，以实现既定 的政策 目标。

政策的效果可 以通过市场价 格直接反映 出来 ，这 首先是将政策所涉及 的干 系人识别 出来 ，进而对

部分效果转化为可衡量 、可核查的经济效益 ，可用 各干系人在该政 策组合下 所支付 的费用 （  Ci  ）  和

精确的货 币化数 值表示 ；而另一部分 （  且往往是 获得的效益（  Bi  ）  进行分析 ，得 出净收益 （  NBi  ）  或

大部分）效 果却不 能或暂 时不能进入市 场，没有 费效 比（  B/C）  ，通过 对不 同干系人 的净 收益进行

真实的市场价格 ，但却是具有价值的 ，这部分效果  向量 加和 ，最 后得 出政 策 的总净 收益或费效 比。

以非货币的形式 表示 ，生态 效益或社会效益 （  如 政策手段筛选的原则一方面是政策 的总净收益最

人均寿命提高 1  年 ）  。一般 的环境价值评估研究 大 ，另一方面是各干系人能够享受到与其支付的

通常将第二种效果通过估算 转化为货 币价值 ，进  费用相称 的政策收益 ，决策者在权衡公平和效率

而与第一种效益相加 ，得 出以货币数值表示 的总  之后作出最终的政策选择。

效益 。但是根据数学 常识 ，一个精确的数值 与—    特别地 ，考虑到代际外部性 ，后代虽然无法直

个近似数值相加后 ，其加和值 的精度是与近似值  接分担和分享政策的成本 、收益 ，但是他们却不得

的精度相 同的 ，这 反而使得原本部分精确 的政策  不承受一部分政 策的后果 ，且 由于长 时间跨度 的

效果变得完全 不精确。况且 ，在对环境效果进行  累积 ，这部分政策后果有时候甚至大过发生在 当

货 币化估算时 ，不同标准和模 型下计算出来的结  代的后果 。因此 ，在干系人 的识别中，后代也应 当

果差异动则成倍 ，甚至数量级都不一样。因此 ，看  作为重要 的一类 。

似精确的数字实际上是完全不精确的。  3  小结
    本文认为 ，效益 的表达不应 当局限于用单—

的货币单位衡量 ，而应将其分类 ，以向量的形式表    理想 的公 共政策 应该是 使每个 干 系人都受

示 ，可 以是二 维 、三 维 、多维 向量 。采用几维取决  益 ，也就是对每个干系人而言都是费用有效的，这

于对效益 的分类 ，有几类就有 几维。政策的净效  样才能 促进 形 成一 个 良性 的政 策作用 机 制‘州。

益是效益 向量和费用 向量加 和 ，而不仅是数字的  实际上 ，任何完美 的初 始设计 都不可避免政 策的

加和 。如图 l  所示 ，该 图中将 费用和效益分成货  失效或低效 ，但这些 失效或低效并不是存在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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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基于干系人分析的环境政策费用效益评估

策 的全过程 ，可能仅存在于某些细微环节。因此 ，  福利状况，有利于政策改进从最需 解决的问题着

若将发生在不同干系人身上 的费用效益分析清楚  手 ，同时实现政策的效率和公平 目标 。

了，也就很容易找出环境政策改进的具体环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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