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环境经济学研究进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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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经济发展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污染排放加剧，环境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学者的关注重点，从而国内外

学者在不断地进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本文梳理 40 年来国内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对环境经济学的研

究内涵及研究主题予以总结。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对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实证研究方面侧

重于一般均衡模型、费用-效益模型等，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从贸易与投资产生的环境效应两个视角展开。未来的

环境经济学研究将更多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关注微观主体行为道德约束问题，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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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归属于应用经济学学科，是研究全球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互相联系的科学，是环境科学与经

济学交叉的边缘学科，通过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选择合理有效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清洁、舒

适的生活环境。国际上对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由于世界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人类对自然资源与环境开始大规模的开采利用，导致经济迅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森林、耕地、矿产的消耗

和破坏，从而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1978 年中国制定《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八

年发展规划（1978—1985）》，1980 年全国环境管理、环境经济、环境法学学术交流会在太原市召开，会议提议

重点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会议期间成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学分会，环境经济学研究开始受到中国

学术界广泛关注。随后 40 多年，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深化和发展，为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以

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环境经济学的内涵研究

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其内涵的理解与界定。国外学者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研究环境经济

学，初步界定环境经济学的概念，但是目前国内学者仍然缺乏统一认识，不同学者结合国外研究经验并总结国

内实际提出新的看法。陈迎通过早期经验研究，认为环境经济学应用环境评价方法、成本效益、一般均衡理

论及污染控制理论研究气候变化造成的货币损失、适应气候变化的最优决策、分析气候变化造成的宏观经济

影响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1] 王玉庆总结环境经济学的概念，认为环境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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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人类与环境两个系统的发生与发展及调节与控制等的一门学科。[2] 王金南等分别从环境经济理

论、环境价值核算及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出发，研究了环境经济学的内涵，[3] 认为，环境经济学理论基础为微

观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环境价值核算是通过测评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损失及生态破坏，国内环境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环境税收政策研究、排污收费制度研究，并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沈小波认为环境经济学的理

论基础是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和科斯经济学，前者研究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深入研究不完全市场、外部性等

与环境经济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环境资源估价重要的理论来源；后者认为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是产权

不清晰等导致的，倡导清晰产权来减少外部性和环境污染问题。[4] 张世秋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的突

破，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力图构建一个能够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并揭示一种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人和人群组成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5] 综上，国内学者对环境经济学

内涵的研究多结合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研究人类社会与环境两大系统之间的关系，结合环境经济学理论与

实际，为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构建合理的价值体系，并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

总结国内学者环境经济学相关文献，研究主题大致分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经济发展产生的环境效

应、环境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三个方面，其他方面如环境产权、环境价值评估、环境协调度和环境规制也受到

一定的关注。

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一） 理论研究

国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大致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环境经济学研究萌芽阶段（1978—

1990），第二阶段为环境经济学分散性研究阶段（1990—2000），第三阶段为环境经济学整体性研究阶段

（2000—至今）。

环境经济学研究萌芽阶段（1978—1990）。20世纪 70年代环境经济学被中国学术界关注，该阶段环境经济

学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探索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论述。同时还初步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福利经

济学、工程经济学与运筹学，通过费用效益分析理论进行研究。刘业础认为环境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经

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内容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探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两

者关系。[6] 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并出版一些著作和会议集，如姜学民的

《生态经济学概论》，张忠谊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学》，全国环境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会议集《经济发展与环境》

等。[7-9]

环境经济学分散性研究阶段（1990—2000）。九十年代初期，国内涌现出许多环境经济学专家，运用环境

经济学的理论，探寻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虽然环境经济学得到发展并相对成熟，但是该阶段的环境经

济学研究尚未形成体系，国内学者更多借鉴西方环境经济学理论，结合国内实际展开研究。董宛书借鉴西方

环境经济学思想，将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为环境资源论、环境价值论以及环境生态论。[10] 其中环境价值

论来源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夏光结合西方经济学

思想，将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为环境经济学提供理论来源，环境经济学最常用的理论工具即福

利经济学中的“外部性”。[11] 此外，宏观经济学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扩展，通过国民收入对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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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消耗的资本和增值定量进行均衡分析。

环境经济学整体性研究阶段（2000—至今）。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上,结合国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的最

新思想，融入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此阶段国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研究逐渐成熟并形

成基本体系。潘家华基于环境伦理学和资源价值论展开环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运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分析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理论核心与缺陷。[12] 李晓西等从绿色金融角度出发，认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经济的绿色增长。绿色金融主要是以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进行的金融活

动。随着习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近期国内环境经济学研究多与该理念相结合。[13] 张印认为习

总书记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我国国情高度契合，立足实际提出全面的理论体系，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

生的环境问题。[14] 孙永平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理念，对国内环境经济学研究提出新的见解。

习总书记的“两山论”等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

证关系，并立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背景。[15]

（二） 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研究

1. 贸易产生的环境效应研究

国外学者最早开始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关系。Grossman 和 Kruger 最先提出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具有规

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为研究贸易的环境效应问题提供基本框架，国内学者基于此展开研究。[16] 余

北迪认为结构效应是指某国进行贸易往来时，对该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影响而产生的环境效应；技术效应是指

国际贸易的展开能够推动先进环保技术和设备的传播与流动；规模效应是指贸易推动经济增长，扩大生产规

模会对环境造成影响。[17] 有学者基于“环境三效应”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建立模型进行研究。沈荣珊和任荣

明、党玉婷和万能、黄娟和田野基于国外学者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的思想构建新的模型，研究得出贸易自由化

对国内环境污染存在多方面影响，其中规模效应的扩大会加深污染程度，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产生的正向

作用会与规模效应的负向作用相互抵消，使得污染减少。总体来说，贸易对环境产生的总效应趋于正向。[18-20]

沈利生和唐志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贸易对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认为，从排放强度看，出口

造成的排放量小于进口造成的排放量，因此总体上对外贸易能减少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21] 何洁构建结

构方程模型研究国际贸易对中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贸易通过规模效应会增加二氧化

硫排放，而结构效应下作用不明显。[22] 关于技术效应，国际市场下的激烈竞争促使中国提高环境治理技术。

除以上两种常见模型构建方法外，也有学者利用 GMM 模型进行“环境三效应”研究。黄顺武和史言信研究

指出，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展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对于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技术效应会超过规模效

应，有利于环保发展；随着产出的增加，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导致环境污染加深。[23]

此外，也有学者总结和创新“环境三效应”，展开新的理论研究，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曲线）、“污染

避难所”假说、“要素禀赋”假说。EKC 曲线作为衡量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重要理论工具，受到国内学者的

广泛关注。王西琴等研究我国东中西部代表城市的 EKC 曲线，发现 EKC 曲线呈现倒“U”型，前期上升阶段

表示环境污染较严重，后期下降阶段表示环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外贸易产生的结构效应会对曲线拐点产生重

要影响。[24]“污染避难所”假说是指全球贸易与资本的流动使得环境规制严格地区的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制宽

松的地区，从而宽松地区成为污染产业的“避难所”。金春雨和王伟强、潘安都认为就中国整体而言，“污染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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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所”假说成立。[25-26] 陆旸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其实是将环境规制作为产生污染和改变贸易模式的重要

原因，但是该假说可能会误导政策，原因在于环境规制是收入的内生变量，因此大多学者支持“要素禀赋假

说”，认为贸易流向主要是由生产要素决定，而非环保成本。[27]

2. 投资产生的环境效应研究

由于我国正不断加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中，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环境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的关系，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研究外资流入产生的

环境效应对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外资流入对国内环境的影响结果，结合国外学者的研

究结论，主要分为“污染光环”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等。

“环境避难所”假说认为，外资流入会增加当地的污染排放。张鹏等研究投资对环境的影响，加入市场化

条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虽然外资流入会恶化我国的环境，但是仅在市场化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存在。[28] 冷艳

丽等、周杰琦等研究得出跨国公司虽然采用相对先进的环保技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等渠道，实现绿色

技术溢出，但是邻地跨国公司通过独资、技术封锁等手段限制环保技术的空间溢出。因此，本地和邻地的外

资流入阻碍本地产业结构的绿色升级，并且邻地外资流入的负面效应更为显著。[29-30]

此外，如包群等研究认为，外资流入与当地环境质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一方面外资流入可能会导致当

地出现更多的污染，但随着外资流入能够提高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推动污染治理活动的展开。[31] 近期国内学

者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环境效应研究越来越深入，开始不限于研究一方产生的单一环境效应，而是将贸易和投

资结合起来研究。王柏杰和周斌（2018）将贸易和投资加入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出口贸易与投资对环境污

染的系数为负，说明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会提升当地的环境水平。[32]

（三） 环境经济学的实证研究

早期研究方法多数借鉴国外关于环境经济学的模型研究。刘业础、曲福田和刘书楷借鉴国外普遍使

用的费用—效益模型和系统动态模型。[6，33] 前者通过该模型评价森林综合效益，后者把环境水平视为是一

种有效商品，人们为了获取该商品，必须花费最小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即经济增长产生的最小环境污染

治理成本。系统动态模型则是通过应用系统理论和控制理论预测环境。孙炳彦通过构建环境经济综合评

价体系，定量分析环境和经济的关系。[34] 罗丽艳将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视为一个大系统，运用系统方

法，根据系统论原理将四个要素有机结合，进行结构优化，由此产生最优效应。[35] 近期关于环境与经济的

研究方法也有新的突破，蔡佳楠等通过研究经济、环境与社会三者的协同效益，认为环境与经济融合主要

有两种方式：一是运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两者关系；二是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环境污染并求最优解。[36]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样本对象。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指标，探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陈敏

之在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防止污染及治理经费支出，生产力与环境保护关系作为研究对象。[37]

刘业础从美国社会现状出发，认为环境经济学主要以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为研究样本对象，认为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是可以协调共存的。[6] 吴跃明等构建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模型，研究样本为经济发展变量、环境

质量变量及环境与经济关联变量，其中经济发展变量包括经济实力、经济效益、经济结构；环境质量变量包括

大气环境变量、水环境变量、生态建设；环境与经济关联变量包括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38]

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结论。研究结论大致从环境经济学的环境价值核算、环境经济政策以及环保产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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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环境价值核算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但国内对其研究深度仍不够。徐渤海采用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环境价值核算，对环境质量、资源与经济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

环境质量、资源消耗、经济总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并无直接的格兰杰因果关系。[39] 彭武珍核算浙江省

环境价值，指出浙江自然资源的存量价值与损耗价值及实际和虚拟污染治理成本，并创新环境产品价值分类

的方法，确定环境价值核算的范围以及改进价值核算方法。[40] 国内关于环境政策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

税收政策，并多使用一般均衡模型（CGE 模型）。李元龙构建 CGE 模型，模拟分析能源环境税政策和碳税政

策的政策效果和情景，研究发现能源税政策和碳税政策虽能推动节能减排，但是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发挥阻碍

作用，其中能源税政策比碳税政策在节能减排上效果更显著。[41] 武康平和童健从企业角度出发，研究环境税

收政策变化带来的企业行为改变，通过构建 CGE 模型研究认为，当环境税率上升时，企业会投入较多资金用

于污染治理，因此环境污染程度就会减缓，反之税率下降，污染加剧。[42]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保投融

资体制和政策也随之得到完善和发展。王珺红实证研究中国环保产业投融资机制及效应，研究显示，环保产

业投融资对 GDP、投资效率呈正向作用，对投资结构呈负向作用，为激发环保产业投融资活力应增加 GDP 总

量，提高投资效率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43] 王珺红和杨文杰研究发现，环保投资总量的增加能够推动我国环

保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环保投资总量不足，仍然难以阻止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44]

（四） 其他方面

除以上研究主题外，国内也有学者从环境经济学其他方面进行研究，虽然这些并不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

主流思想，但是也为环境经济学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路。如李瑞娥和黄懿提出环境产权的模糊与外部性问

题是环境污染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产权关系明晰化能提高环境产权效率，优化环境资源配置。[45] 许飞琼总

结国际上关于环境补偿机制的理论来源，主要包括公民环境权理论、生态正义理论、风险分散理论、损失补

偿理论及政府干预理论。[46] 余燕春和韩晓丹通过研究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度，认为不同行业与环境的协调度

不同，一般技术与劳动密集型行业要大于生态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协调度，王勇等、林春和孙英杰研究环境规

制与生产率的机制效应及影响问题。[47-49]

三、总结及评述

国内学者对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从最初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到成熟并逐步形成体系，近几年已经开始

结合国情构建新的研究体系。尽管国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些成果并初步构建体系，但是国

内关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空白，总体而言研究深度欠缺，研究成果有限。国外学者通过

整理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顶级期刊近 40年的文献，发现其中大部分被引用的文章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而中国

学者关于中国的环境资源类文献引用率较低；因此环境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当结合国内需求进行完善和发展，

并不断产生优质的研究成果。具体而言：第一，环境经济学应加强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国内目前研究集中

于经管类学科，而鲜有与自然学科或社会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环境经济学在进行数据处理或者模型构建方

面，应多借鉴自然学科相关理念，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涉及伦理道德时应与社会学科学者沟通交流。第二，关于

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国内学者多从政府角度出发，研究环境政策带来的环境治理效益，微观主体的关注度较

少，后续研究重点可涉及微观主体，如对于企业污染排放的治理或对个体消费行为的约束等。第三，从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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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角度研究环境经济学。产业转型能够推动某些地区经济发展并且改善当地环境，结合产业经济学进行研

究，能够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和领域。第四，借鉴国际上环境经济学研究的最新理论，构建全新模型或优化现

有模型，总结他人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我国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在研究环境经济学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时，要从多方面、多学科、多路径进行研究，国家政策的

出台、要素禀赋的变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等都对环境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内学者开展

研究工作时应不断拓展思路，与其他学科学者进行深度交流，实现研究内容不断从表象到本质，从静态到动

态，再到动态与静态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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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rings about intensified global warming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governments and scholar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tinued to conduct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domestic environ-

mental economics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notation and theme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domestic scholar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is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e  cost-benefit  model,  et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is derive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Future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research will be more intersected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ttentions will be paid to micro-subject

behavioral moral constraints, and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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