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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和污染等问题的出现，社会成本观念应需

求而产生。本文在简单介绍社会成本的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

解决当前环境、污染等问题中社会成本问题的对策：首先是社会成本概念的推广；

其次是社会成本内部化处理；最后加强相应的产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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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论：  

  社会成本的概念最新在西方经济理论界提出，社会成本理论在西方也已经经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西斯蒙弟 1929 年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首次明确

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他指出财富应当是社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不是社会的目

的，如果把财富当作社会的目的，生产增多了，却付出了更多的人命和更严重的

灾难的代价。他主张企业不仅应当考虑自身的生产成本，还应该考虑给社会带来

的成本，这种成本应由企业负担。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外部效应

的产生者在作决定时往往忽视它的行为对外部的影响，一般是在生产者的私人成

本基础上而不是在社会成本的基础上寻求他们私人利润的最大化。  在社会资源

最优化分配时，应是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和达到最小，而不单单是企业

生产成本的最小化。科斯运用交易价值分析了外部侵害或负外部经济性问题。产

权制度本身的设计制定实施与改革也是有成本，而这些成本既包括制度制定和实

施过程中所发生的直接耗费，也包括由于实施和遵循这些制度而产生的代价，即

社会成本和外在成本。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相关的领域也提

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于光远提出社会生产费用理论 这是对社会劳动耗

费的一般性概括，是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主体

及其性质；许毅和王振之提出的社会平均成本论，是从社会经济统计角度界定社

会成本。  

  二、我国社会成本问题的现状  

  环境问题作为社会成本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民经济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环

境问题是指全球环境或区域环境中出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现象。环

境问题是多方面的，但大致可分为两类：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由自然

力引起的为原生环境问题，也称第一环境问题，如火山喷发、地震、洪涝、干旱、

滑坡等等引起的环境问题。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

污染，反过来又危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为次生环境问题，也叫第二

环境问题。次生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方面。目前人们

所说的环境问题一般是指次生环境问题，以下本文中提到环境问题也采用这种用

法。  

  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

高速增长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严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重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所承受的生态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

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

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大气污染严重，全国城市大气

总悬浮微粒浓度年日均值为 320 微克/立方米，污染严重的城市超过 800 微克/

立方米，高出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近 10 倍。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

安、上海、广州五座城市，都排在全球监测的五十多座城市里污染最严重的 10

名之中。水污染突出，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的监测河段污染严重。淮河流域 191

条支流中，80％的水呈黑绿色，一半以上河段丧失使用价值，沿岸不少工厂被迫

停产，一些地区农作物绝收。全国有 2/3 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累积 70 亿吨，垃圾“围城”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地

区盲目发展污染重的企业和不合理地开发资源，加剧了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

地沙化，致使一些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陷于人畜无饮水、草木难生长的境地。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

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两者处于对立状态。改革开

放的二十多年，市场经济发展，利益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少数人为了经济利

益而放弃了环境利益。  

  三、启示  

  在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增加环境的压力，但是不同的成本观念和

不同的社会成本处理方法，会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环境问题中的社会成本是指一部分生产者把生产建立在私人成本而不是社会成

本基础之上，把追求财富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而不是把社会财富的扩大作为解

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从而使得在自己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使他人和社会付

出了更大的代价。在现阶段的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1、社会成本观念的“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建立在企业个体基础之上的单个成本的观念深入人心，

由于在改革之初的过分强调经济个体的效益，使得相对应的社会成本的观念在中国的推广度

很少。社会成本的形成和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的，缺少了他，必然的

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由于没有社会成本这个观念，使得企业在计划、安排生产时

仅仅是站在个体的角度之上，考虑的仅仅是个体基础之上的成本，根本不考虑企业行为给社

会带来的经济后果。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环境问题、污染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们意识

上没有社会成本的观念而导致的行为上对社会的不理性。所以解决现在的一系列社会成本的

问题，首先的还是一个观念的拥有和实践。社会发展这个实践决定了社会成本观念的产生和

发展，反过来社会成本观念的推广也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2、社会成本的内部化处理  
  审计的过程是识别、评估和应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过程，同样社会成本问题也是适用这一

过程的，且识别、评估和应对相互作用，贯穿与整个过程。有了社会成本的观念还远远是不

够的，关键是应对措施，如何的落实到实践中去，笔者认为社会成本的解决方案就是“内部

化”。通过在企业与社会之间建立一个带有行政色彩且具有执法权的机构，该机构下设一个

具有社会公认且取得政府认可的社会机构，通过监督与激励来解决社会成本问题。通过一定

的技术手段来区分企业带给社会的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这个过程由得到政府承认的社

会组织来完成，然后上交执法机构来确认和执行，给正外部性以合理奖励，给负外部性以相

应得惩罚。  
  3、产权制度的合理确定，使得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得同时的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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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是最低或向最低靠近  
  在不确定情况下，理性人总是会有博弈的心理，就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而在确定性情况

下，未来的一切总是合理的预期，可以合理的做出选择和安排。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

义的指企业法人之间的产权确定，有助于企业明确自己的目标，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广

义的产权是指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明确区分，有利于明确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助于避

免在一些社会问题上踢皮球现象，如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社会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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