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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农业可持续发展尽管是关于行业和部 

门的发展问题，但其慨念的内涵和外延十分 

广泛：在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过程 

中．人们一直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思路与方 

法创新。本文从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含义出发，运用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有关原理 

和方法，探讨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 

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l 构建农业可持续发展资源环境经 

济学分析框架的意义 

1．1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研究思路 

与方法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 

观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全球的形成并盛行 ， 

可持续农业作为新的农业思潮在全球迅速 

传播，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并付诸实 

施 作为农业大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l999年初，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布 《中国21世纪议 

程：农业行动计划》，制定了面向21世纪中 

国农、l nf{寺线发展的鬯、体战略， 确了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领域，以及农业资源环境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行动纲领。农 

业可持续发展涉及到资源、环境 、生态、人 

口、科技、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在丰富的 

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人们必须致力于农 

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创新。 

1．2 资源环境经济学分析的思路与方法是 

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和具体 

化 

近 2O年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建立与 

完善一 沿着3个主要方向去揭示其内涵 

和实质 一是经济学方I，口]，它以区域开发、生 

产力布局、经济结构优化、实物供需平衡等 

作为基本内容 在困际学术界，该方向的研 

究尤以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报告》(1990 

l996)和莱·布朗在 未来学家》(1996)发表 

的《经济町持续发展 为代表。二是社会学方 

向，它以社会发展、社会分配、利益均衡等作 

为基本内容 其代表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l996)及其衡量指 

标“人类发展指数” 三是生态学方向，它以 

生态平衡、自然保护、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 

等为基本内容：该类研究尤以挪威原首相布 

伦特兰夫人(1992)和巴信尔(1990)等人的 

研究报告和演讲为代表一同可持续发展一般 

理论研究相比，_口『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SARD)尽管是从产业和区域的角度来探索 

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更贴 

近上述3个方向。资源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 

济学原理与方法来研究资源环境与国民经 

济发展的关系的科学=它是20世纪60年代 

以来，随着人类社会日益面临人口爆炸、资 

源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困扰而逐步发展 

起来的一门应用性边缘经济学科。利用资源 

环境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分析农业可持续发 

展中的有关资源环境问题，无疑是对农业可 

持续发展经济学分析的细化与深化= 

1．3 环境资源经济学分析思路符合农业可 

持续发展研究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与趋势 

国内外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特 

点之一就是多学科综合性 农业可持续发展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涉及到区域科学、生态 

学、环境科学、农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地 

理学等多门学科：以区域科学、生态学、环境 

科学、地理学等为代表的科学家注重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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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境承载力、环境质量提高、资源保护 

写经济建设目标和农业发展关系的探讨；农 

业科学家，特别是农业技术科学家却注重于 

土壤肥力的保持、农作物病虫防治、农业投 

入效益、水土流失、农业污染、耕作制度、农 

业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研究；经济学家则主 

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指标以及农业资源 

利用的效率与公平、社会福利的改善、经济 

政策的评估等方面研究。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 

方法来研究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应 

用性、边缘性经济学科，本身就符合农业可 

持续发展研究综合性趋势的特点。从广义角 

度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农业及农村 

发展的经济、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 

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农业可持续发展就是 

如何实现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永续开发、 

利用和保护。研究农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 

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多地需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索解决有关问题的方 

法和政策，这正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原理与方 

法所涉及的领域。 

2 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经济 

学研究框架 

根据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农业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框架至少包括 

如下主要方面： 

2．1 研究农业资源环境的稀缺性 

著名西方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认为，经济 

学就是“研究如何在稀缺性资源中进行选择 

的学问”。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资源环境学 

家都认为，环境也是一种稀缺“资产”，主要 

体现在它的经济功能方面：一是环境为经济 

活动提供物质与能量来源，包括可再生资源 

和不可再生资源；二是环境为经济活动提供 

吸收其排放废弃物的功能；三是环境为人类 

提供的服务依赖于人类对环境的保护与环 

境质量。农业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带来了开发 

与利用过程的经济与不经济问题，这正是它 

成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必然；也正是因为研 

究农业资源环境的稀缺性，所以农业可持续 

发展研究必然涉及到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原 

理与方法。 

2．2 研究农业环境的优化利用问题 

即资源管理与环境污染控制研究。主要 

包括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率、可再生资 

源的最优利用率和环境的最优排 率等研 

究。这是资源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从农 

业自然资源的特点来看，更多地属于可再生 

资源。为此，这里主要简述如下原理和方法： 

(1)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利用。西方经 

济学家霍特林(H．Hotelling)最早研究了在完 

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不可再生资源的优化使用 

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霍特林啄则”。近年 

来，西方学者对于这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资 

源的优化利用作了较多的理论探讨，如斯蒂 

格利茨(J．E．Stiglitz)认为，在排他性所有权 

(如垄断)条件下，不可再_牛资源的开采率可 

以达到最优：确定最优耗竭率是不可再生资 

源最优利用的关键：西方学者认为确定资源 

最优耗竭率的基本条件有两个：一是不可再 

生资源的价格等于边际生产成本与机会成本 

之和；二是不同时点的特许收益的现值必须 

相等。所谓特许权收益(Royal／),)是指价格(或 

消费者愿支付的价格)与开采成本之间的差 

额，它是由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在 

此基础上，不少西方经济学研究并提出了许 

多资源耗竭模型。其中，费雪(1981)概括的不 

可再生资源最优耗竭模型较具代表性 

(2)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利用。可再生资 

源与不可再生资源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非 

常清晰的：因此 对不可再生资源所作的探 

讨同样适用于可再生资源j可再生资源较特 

殊的方面是它受 自然增长规律 (Natural 

Growth Law)的制约，即 再生资源的增长是 

资源存量的函数。也可表示为以时 为函数 

的积累增长或存量的规模(如图 1所示)。曲 

线以一般的逻辑形式开始时缓慢增}∈，然后 

加速增长，最后增长减速 当增长率趋近于O 

时，存量达最大量X 这是自然设定，通过它 

可以设法使资源价值达到最大化。 

(3)最优环境污染水平的确定 有关最 

优污染水平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图中横轴 

Q表示污染物排放量或生产规模，纵轴C或 

R代表成本或收益。MNPB曲线是边际私人 

纯收益曲线，向右下倾斜，意味着随生产规模 

可再生资源存量 

X 

X 

0 t时间 

图1 自然增长规律 

Q 

成 

收 

益 

规模 

或污染排放量 

图2 环境最优污染水平 

扩大，边际私人纯收益逐步下降。MEC是边 

际外部成本曲线， 是环境容量，即生产规 

模及相应的污染物排放量低于Q0时，自然环 

境本身就可以将污染物稀释到不至于造成污 

染的程度，因而社会也不必支付外部成本。E 

是均衡点，其所对应的污染排放量及生产规 

模为Q ，a、b、c、d分别代表其所在的区域： 

厂商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只要边际私 

人收益大于0，就会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直到 

图2中的生产量 Q 。这时厂商从生产该商品 

中得到的私人收益就是三角形OWQ ，即a+ 

b+c最大。同时厂商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迫 

使社会为此付出外部总成本为三角形区域 

Q。Q v，即a+b+c+d。这时的社会纯收益为a— 

b：可见，均衡点E对应的污染物排放量Q 

为最优污染水平，因为此时能够使社会纯收 

益最大化，即a。 

也可以用函数形式表达：@Qt=f(Yt)，式 

中Qt表示t期的污染物，Yt为t期生产量， 

该 函数表示污染是生产规模的函数；② 

MNPB=MEC，即当边际外部成本与边际私人 

收益相等时，t时点达到污染水平Q 。 

2．3 农业资源环境的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最初是由20世纪 30年代庇古 

在分析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 

背离的条件时提出来的，是指经济活动中生 

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生产者和消费 

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有 

害的影响称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性；有 

利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或外部经济性。从资 

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外部性表现为当一种 

行动的某些效益或消费者不在决策者考虑 

范围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其具 

体表现有二：一是决策者的效用或生产函 

数，包含其他决策者所选择确定变量数值的 

一 些实际变量；二是决策主体并不对受影响 

者进行补偿或收费，某些效益强加给没有参 

加这一决策的人。 

西方学者对外部性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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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可归纳为3种主要理论： 

(1)市场失败与庇古税 庇 ’是最早发现 

并提出外部性与“市场失灵”的经济学家 他 

认为当资源产权不明确，或由于交易成书过 

高阻止了产品的供给者与需求者之间的谈判 

时，可能会发生产品生产的边际私人成夺 

(MPC)要低于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MSC)的 

情况。MSC与MPC之差，叫作外部边际成本 

(MEC)。当这类外部性发生时，生产者会卞产 

出多于社会最佳产量的生产量 ，即由于“市场 

失败”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社会儡利 

的丢失=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对生产 

者的每一单位产品征收庇占税．使私人边际 

成本增加到与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从 

而诱导生产者的生产水平回落到社会最佳生 

产水平。庇古描述的这一偏均衡模型，也叮用 

来讨论正外部性问题。即边际私人成本高于 

边际社会成本时，表明私人的某 生产活动 

可能导致额外的社会效益，导致产品的供给 

数量少于社会最佳需求量。矫正办法是对生 

产者实行补贴，使生产者的私人成本降低到 

他愿意生产社会最优产量的水平： 

(2)公共产品与政府干预。庇古税讲的 

是解决产权资源合理配置“市场失灵”问题的 

一 种理论与政策。而自然资源如土地、森林、 

水、矿产、野生动物等都属于公共财产资源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所谓公共财产所有 

权．实质上是没有所有权 因为在公共财产所 

有权制度下，由于获取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 

益的驱动，势必会按照各 自的需要去利用资 

源环境。如果没有十分严格的保护资源环境 

的法律浊 钏体系，人 I 对资 

源环境逊 尢偿使川．必然导致 

滥用，造成耶境破 、lf11 化．并 

肜成 境吠难 这种脱象即“公 

地悲剧” 质是公j 资源的 

低效率 置， 结果 、然造成对 

资源环境持续和J只】的严重威胁 

当前，1什 各困政晰I 刈公共资 

源滥用 j环境污染的 种共同 

趋势，是将公JL资源划为【目家财 

产或公 财J ．并为此建 、 ．一整 

农4 fl然资源肝发利J}】的宏观政策 

西部大开发”【f1的大型基础建没项E 

峡 r程 

南水北测·I r、 线 I 程 

l 域一r} 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心城If 发展 

农村城镇化 

农场和农 的农业生产活动 

乡镇企业(I．、I l发展 

“ 线”企、I 改造 

农村其他tI 、型项}j 

图3 中西部地区农业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分析框架 

套法律保障体系，也 资源分配使用制度 、环 

境影响计价制度、资溉}下发费用效率评价、资 

源环境 【】I持续利川 价等，实践 明这些都 

是止在探索之tf1的 效办法 

(3)科斯定理卜j环境污染治 ：针对资 

源配置 解决外部件问题中的市场失灵与 

政府失灵，美国经济 ：家科斯 1960年提出 

厂一个新理论框架 ，即后来由其他学者所总 

结的 “科斯定理” 科斯定 是关于交易费 

用、产权 定和资源 置效率三 内在联系 

的理论 科斯理论认为．任任何产权分配肜 

式下，都c叮以通过行功 受害办之间的谈 

判和产权交易而获僻社会有效的资源利用 

结果，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 

J 述理论实质 f 都是讨论市场经济条 

件下资源配置中的“m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问题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 

济社会体削改革的既定目标，农业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制定 实施也必须基于返一理论前 

提一农、l f{然资源的台理配置与f I然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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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迫切需要建 一系列市场经济的运行 

体制 仅以这一理论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可持 

续发展过程中外部性问题分析为例．可以分 

层次设汁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2．4 研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国内外资源环境经济学理论对资源环 

境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成本效益分析法、市场 

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 随着可 

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经济社会实践中的广 

泛推行，这些理论和方法被运用到町持续发 

展的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中 农业可持续 

发展研究需要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因 

其复杂性和相对独立性，将另文研究 

2．5 其它资源环境问题研究 

如环境与贸易、环境与发展、收入分配 

与环境、资源环境规划开发项目的评估与决 

策等问题研究 其复杂的理论体系、原理及 

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农业可持续发展 题 

研究：因浩繁而复杂，相关问题将另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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