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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可持 续发展 理论 自身存在 着一 定的缺 陷 ，使得 这 一理论 在 实践 中 实施 效果不佳 。 

在对 可持 续发展 的概 念 、可持 续发展 与外部性 的关 系、生 态成本等基 本 问题进 行反 思 的基 础上 ，提 

出在 可持 续发展 的 实施过程 中要 区分两类 不同的问题 。对 于代 内的现期环境 问题 可采取 科斯手段 

与庇 古手段 来加 强 治理 ，而对 于代 际 累积的 生态 问题 则需要 通过 强化制 度安 排和 政策 引导 来予 以 

解 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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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可持续 发展 理论 的讨 论 中 ，不 少人 都将 可 

持续发展 中的生 态 环境 问题 等 同于外部 性 ，依据 这 

种理解 ，生态 环境破 坏 是 由市场 失灵 和政府 失灵 所 

造成 ，因而在进 行 生态环 境 治理 以实 现可持 续 发展 

的过程 中，主张采取治理 外部性 的科斯 (Coase)手段 

或庇古 (Pigou)手段来 实现可持续 发展 。但是从 实践 

来看 ．这些 手段的实施效 果却并不显 著 。由此看来 ， 

需要对 可持续 发展 的基 本理 论 问题 进行 反思 ，以便 

寻找形成问题 的真 正原因 和更为有效的治理 手段 。 

一

、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反思和重新界定 

可持续发展最 早是 由环境 经济学家 和生 态学家 

提 出的 。1962年卡 尔逊 (Carson)出版 了《寂静 的春 

天 》一 书 ，全球生 态环境 问题 被提到 了国家政 策的高 

度上 。1978年 国际环境委 员会首次在有关 文件中正 

式使用 了可持续 发展 的概念 。1987年 以挪 威首相布 

伦 特 兰 (Brurland)夫 人 为首 的世 界 环 境 与 发展 委 

员会正式发表 了题为《我们 共 同的未来 》(0ur Com— 

mon Future)的研究报告 ，提 出 了被广泛接受 的可持 

续发展 的定义 。从经济属 性 的定 义来 看 ，代 表性的观 

点 主要有 ：第一种 观点将 可持续发 展的概念定 义为 ： 

“在保证 自然资 源的质量 和其所提供 的服务前提下 ， 

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第二种观点 

对 可持续 发展 的定 义是“今 天 的资源 使用 不应减少 

未 来 的 实际 收入 ”；第 三种 观 点将 可 持 续 发展定 义 

为 ：“不降低环境质 量和不破 坏世界 自然资 源基础 上 

的经济 发展 ”；第 四种对 可持续 发展的定义是 ：“当发 

展能够保证 当代人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 

福 利减少 ”。从 上 述可 持续 发展 经济 属性 的定义来 

看 ，他们 虽然从 不 同角度 揭 示 了可持 续发展 的经济 

属性 和经 济特征 ，但 总体 来看 ，这些概念 的界定存在 

着 以下不足 ：(1)上述定 义没 有揭示 出可持续发展 的 

实施 主体 。从经 济发展 的一般意义 而言 ，经 济发展是 

通 过一定 主体 的行 为来 实施 的 ，可持 续发 展也应该 

有 自己的实施主体，但是可持续发展应该通过谁来 

实施 ，通过什 么方式来 实施 ?上述定义对此 没有明确 

的表述，因而使其缺乏可操作性 。(2)上述定义使可 

持 续发展 理论 面临着 自身 的难题 ，按 这些定 义可 持 

续发展必然会是一种没有代价的发展 ，事实上人类 

活动不 可能不对 环 境构 成危 害 ，经济 发展 必须有 一 

定的代价 ，可持续发展只能将这种代价缩小到一定 

的范 围内，而不能 完全消除 这些 代价 ，因而上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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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可持续发展存在着 自身命题上的困境，决定了在 

实践中难 以执行 。(3)上述定义 只强 调了可持续发展 

的时间性质 ，而忽视 了可持续 发展 的空 间性质 。因为 

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 一个 时 间概 念 ，它 强调代 际之 间 

的公平 。同时 ，这 一概念又具有 空间性 ，因为生态环 

境 问题也存 在着 空 间上 的转移 ，因此 上述 定义 仅仅 

只强调了代际之间的公平，而忽视了代内的公平。因 

为可持续 发展 的时 间性 质是代 际公 平与代 内公平 的 

结合 ，而代际公平 是通过代 内公 平来实现 的，如果不 

能对当代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不首先实现代内公平， 

代际公平则无从谈起。(4)上述定义仅从规范意义的 

价值判 断上强 调 了可 持续 发展 “应 该是 什 么”，而没 

有从实证意义上揭示 可持续发展“是什 么”。即只强 

调 了可持续 发展 的结果 ，而未 涉及 到其 实施途 径和 

实现机 制 ，没有说 明可持续发展 自身“是否可能”。因 

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类经济发展与 自然环境的 

协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途径就是要在人与 自 

然环境之 间建立 一个 联 系的 中介约 束机 制 ，以保持 

人类与 自然 的协 调关 系 ，上述 定 义并 未揭示这 一关 

键的环节 。 

正是 由于概 念上 的模 糊性 ，可持续 发展理 念得 

到 了全社会 的广泛认 同 。也 正是 由于可持续发展定 

义 的上述 缺陷 ，使 可持续 发展 成 为一种 有缺 陷 的理 

论 ，难 以从 理论转化 为实践 ，从 而也使可持续发展 经 

济学缺乏坚实 的理论 基础 。因而只有准确界定可 持 

续发展 的定义 ，揭示其 内涵 ，才能加快可持续发展 由 

理论到实践 、由纲领 到行 动的实质性跨越 ，从 而真 正 

走上可持续发展 之路 。综上分析 ，我们把可 持续 发展 

重新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建立人类经济发展与 自 

然环境 协调发展 的制度 安排 和政 策机制 ，通 过对 当 

代人行为的激励与约束 ，降低生态环境成本，在经济 

发展 中把代际公平与代 内公平相结合，实现经济发 

展成本 的最小化 ，既满足 当代人 ，又不对后 代人满足 

其需要 的能 力构 成过 大 的危害 ，既 满足 一个 国家或 

地 区发展 的需要 ，又 不对 其他 国家 和地 区的发展 构 

成过于严重的威胁 。 

二、可持续发展与治理外部性之间关系的反思 

从当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状况来看，人 

们始 终把可持续 发展 当作 治理 外 部性 问题 ，因而在 

生态环境保护 中主张采用治 理外部性 的手段来治 理 

生态环境 问题 ，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 ，但实践效 果却 并 

不显 著。既然可持续发展 中的生态环境 问题 等于外 

部性 问题 ，为什 么治 理外 部性 的手段 却无 法有效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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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生态环境 问题 ?这就表 明需要对 二者 的关 系进 

行反思 。 

外部性理论是 由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提 

出的，后经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Mar— 

shal1)发展而形成 。依据此理论，外部性是指“一种 

经 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 ‘非市场性’附带影 

响”。“这种非市 场性 的附带影响使价格 机制不能有 

效地配置资源”[1]，“是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 

易所 带来 的成本 或收益对第 二个或第 三个人的成本 

或收益产生的直接影响1-23，“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 

本的不一致所造成”1-33。依据其涵义，外部性的特征 

有：一是外部性是经济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 ，是两个 

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 ；二是这种相互行为不能 

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示出来 ，当生产者或消费者 

因外部不经济而受到损失时，市场也不需要向造成 

不经济的一方追究损失。按照这种理解，环境问题是 

外部性 的表 现 ，一个企 业 的排 污行 为会 给周 围的企 

业或消费者 带来 损失 ，外部性 特征非常 明显 。但生态 

问题则很难通过外部性理论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 

例如，全球的温室效应问题、荒漠化问题、资源耗竭 

问题等 ，如果这些都 可 以看作外 部性 问题 ，相互作用 

的行为 主体是谁 ?如果用庇古 的税收手段来 治理 ，该 

向谁征税 ，如果利用科斯手段产权能否明确界定?经 

济学界有人把这种情况解释为发生时空转移的外部 

性，是“通过将环境风险转移到其他地点或通过时间 

转移到另一代人，人们可以保护 自己免受损害的外 

部性”E43。假定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治理 

外部性的科斯手段和庇古手段不能有效地解决这种 

外部性 ?这样 看来 ，生 态环境 问题 不完全是外部性 问 

题，因而运用治理外部性的科斯手段或庇古手段不 

一 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得知 ：在可持续发展的 

实施过程中实质上面临着两类 问题 ：一类是环境问 

题 ，诸如环境污染等。另一类是生态问题，诸如水土 

流失、荒漠化 、全球温室效应等，这是两类不同的问 

题。因此，在可持续发展与治理外部性的关系上 ，环 

境问题等于外部性 ，生态问题不完全是外部性。“生 

态问题是由于经济活动的分散性而引起的生态成本 

的代际转移”[5]，由于“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各经济 

主体在利益 上存在着独 立性 ，出于损益考 虑 ，将生态 

成本转移给了下一代人 。由此来看 ，外部性问题不等 

于生态环境问题 ，治理外部性不等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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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发展成本的经济学反思 

经济发展是有成本的，经济发展成本应包含资 

源成本 、环 境成 本与生态成 本等 。而且 资源成 本 、环 

境成本与生态成本 的性 质与特征都 不相同 。资源成 

本是指由于资源利用制度不合理而形成的浪费现象 

所带来的成 本 。诸 如全球温 室效应 、荒漠化 等生态 问 

题 是随时间变化而逐 步在代际之 间累积形 成 的。人 

类 对 生态 环 境 的损 害从 时 间 和空 间 上都 是 不均 衡 

的 从时间上来 看 ，在 长期内生态环 境被损 害程度 的 

增长是极其缓慢 的 ，一代 一代 逐步积 累，超过一定 的 

界线 之后才能显现 出来 。从 空问上来看 ，损 害范 围先 

是局部 的 ，随着 范 围的延 伸扩 张而造 成 大范 围的损 

害 。 由此 可见 ，生 态成 本 是 一种 累积 成本 ，弗里 曼 

(Freman)提 出了环境成 本的定义 ，他认 为环 境成本 

因子是环境 变异 的经 济测度 ．环境成 本 与环境 的变 

化相联系，对其变化进行量化的货币体现便是环境 

收益。而“环境状况恶 化所 带来 的经济损失 或破坏数 

量的货币体现 ，即为环境成本”E63。这一环境成本的 

定 义是广泛 的 ，它把 环境 问题 与生态 问题 所形成 的 

成本 损失混合 在 了一起 ，与我们 提 出的生态 成 本概 

念 不_一致 。但 依此逻辑 我们 可 以给 出生态成 本的定 

义．这样生 态成 本便 可 以定义 为生态 状况 恶化所 带 

来的经济损失的货币表现 。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 

对 由于市场外 部性问题 而形 成的环境 问题及 环境成 

本 可通过庇古 手段 或科 斯手 段来 治理 ，而对 于 生态 

问题及生态成本则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 

生态成本是由经济活动的分散性和经济主体利益的 

独立性 而引起 ，并 在代 际之 间转移和累积而形成 ，因 

而其行为 主体 不 明确 ，无法 使用 科斯 手段 或庇古 手 

段 。而从可持续 发展 的实践反 思来 看 ，生 态问题 的恶 

化 是可持续 发展 的主 要方 面 ，随着经 济发 展速 度 的 

加快 ．生态环境破 坏的力度 加大 了，生态 问题 逐步 由 

隐性状态进 一步 显性 化 了 ．再 加上 生态 问题 及 生态 

成本形成的特殊性，难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 ，导 

致 了可持续 发展 的实施效 果不佳 。可以说 可持续发 

展 的关键 和难点在于 生态 问题 的治理和生 态成 本 的 

降低方面 。生态成本一旦 累积而形成 ，难以像环境 问 

题那样 可通过对 责任 主体进 行 征税来 补偿 ，只能 由 

政府负担 ，从 而形成资源 的浪 费，增 加了政府 的财 政 

负担 ．引起 了社 会净福利 的降低和效率 的损失 。因而 

在可持续 发展 的实践 过程 中，应 当把重 点放 在生 态 

问题的解决上，着眼于当代 ，加强生态保护，抑制生 

态成本的增加 。因为生态环境保护 是为 了实现人类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处理好天人关系，而天 

人关系之间 的联 系 中介是 制度安排 和政策机制 。同 

时 ，生态 环境 问题是 由人 的行 为造成 ，而制度安排 的 

激励 与约束性 质 可 以对 人 的行 为起 到规 范作用 ，政 

策机制也可 以对 人 的行为起 到引导作用 。经济人的 

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 ，依据新古典经济 

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经济人 

的 自利 动机 、有限 理性 与 机会 主义行 为倾 向使其 难 

以 自发地 进行 生态 环境 的保 护 ，进而 难 以 自发地 实 

现 可持续发展 。为 了保 证人与 自然关 系 的协调性 ，保 

证 社会 、经 济 、资源 、环 境 的相互协 调 ，必须 强化制 度 

安 排 ，运 用制 度 的激励 功能 和约 束功 能来抑 制经济 

主体可能发生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的机会 主义倾 

向 。 

四、结论及其相关的政策建议 

通 过 上述分 析 我们 可 以得 出一个基 本 的结 论 ： 

生态环境问题不等于外部性问题，运用治理外部性 

的科斯 手段和庇古 手段难 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据此 ， 

我们 提 出如下 的政 策建议 ： 

1．在可 持 续发 展 的 实施过 程 中 要 区分不 同 的 

问题 

对于代内的现期环境问题可采取科斯手段与庇 

古手段来加强治理 。而对于代际累积的生态问题则 

需 要强化制 度安 排 和政策 引导 ，从 而 降低生 态成本 

予 以解决 。对 于“市场失灵 ”而形 成的外部性环境 问 

题要积极有效地采取科斯手段与庇古手段 ，实现外 

部效应的内部化。由于科斯手段与庇古手段各有利 

弊，在选择环境经济手段 的过程中，“环境手段的最 

优选择取决 于边际管理成本与边际交易费用的大 

小 ”E73。我们可依据“边际管理手段与边际交易费 

用 ”的大小来选择 最佳 的经济手段 ，并使科斯手段与 

庇古手段达到最佳组合，在两种手段的结合过程中， 

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 ，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制度与技 

术相结合 ，注意提高科斯手段与庇古手段的实施效 

果 。 

2．强化 可持续发 展的制度 安排 

发挥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以解决生态问题及 

代 际之间 的生态 成本 累积 。从表 面看 ，生态 环境被破 

坏，不可持续发展是由于人的不合理行为引起的。但 

从 本质原 因上 看 ，是 由于制度 的不合理而引起 的 ，根 

据 新制度经济 学的原理 ，只有不 合理 的制度 ，而没有 

不合理的行为 。因此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在于强化 

制度 安排 。制度 安排 的强化 主要从正式 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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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正式 的制度 安排 两方 面着 眼 ，并注 意把制 度 的 

激励与约束相结合。在正式的制度安排方面主要着 

眼于两方面 ：一 是在微观经济 制度方面 ，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完善市场制度 ，在资源利用中引入价格机 

制，通过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来合理利用资源。 

例如 ，在水资源 的利用 与保护 中，可 以引入价格因 

子 ．改 变长 期以来 的计划 配水方式 。二是在宏观经济 

制度方面 。加强政府 的宏观经济管理 。一方 面维 护市 

场 的秩 序 。另一 方 面建 立健 全法制 和行 政规 划方 面 

的制 度安排 ，强制 性地 促使 经济 主体 在经济 活 动 中 

去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完善市场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 

环境市场 ，为市场 机制作用 的发 挥创造条件 。在非正 

式 的制度方 面 ，要 加强 观念 的转 变 和伦理 道德 的建 

设 ．树立环境与经济 协调发展 的可持续发展观 ，用社 

会 、政治 、经 济 、文化 、生活 、环境 等 多项指 标 的协 同 

来 衡量经 济发展 。同时 ，改 变传统 的对 待 自然 的态 

度 ，“在保护 自然 ，尊重 自然 ，并与 自然 和谐 相处的过 

程中来实现经济发展”Es]。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制度 

的选择必须 与 当时 的技术 水平 相适应 ，不能 孤立地 

谈论制度的选择 。 

3．完善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体 系 ，加强 政策引导 

通过政策 的导向作用来促进 可持续发展从理论 

向实践的转变。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包括经济发展、能 

源利用、生态保护、人口控制等多方面内容的新发展 

观 。可持续发展 的实施意 味着一 国经济发展模 式的 

转 变 ，而这 种转变 则需 要通 过政 策机 制 的引导予 以 

实现 ，通过政策 的引导和协调作用 促进可持续发展 。 

因此 ，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过程中要完善政策体系。 

这一政策体系包括：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 

税收政策 、技术政 策 、生态环境补偿 政策等 。20世 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 

来 的严 重环境 问题 ，制定 并 实施 了一 系列 的环境 保 

护政策 。作为环境 管理 的重要 手段 ，环境保护政策 在 

我 国可持续 发展 的实 践 中产 生了积极 的作 用。今 后 

我 国环 境保 护政 策 的重 点应放 在 ：转 变经济 增长方 

式 的政策 ；推行 清洁生产 的产业优 惠政策 ；引导环 境 

保护的减、免税政策；资源综合利用政策 ；生态综合 

治理 的优 惠政策等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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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Theor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conomics 

W ANG Zhong—m in．REN Bao-ping，W EI W ei 

(Faculty of l~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As the theory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it S faults，it makes this theory less offective in 

practice．On the basis of reflection on problems of the concept of the sustarnable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 

ship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externality and the ecological costs，we must clarify two prob— 

lems．W e can use Cose S methods and Pigou S methods to solve the present enviromental problems in the 

same generation and to the accumulation problems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W e should stress the in— 

stitutional arrangment and policy guide and reduce the costs of ecology．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Externality；Ecological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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