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环境资源的界定、内容与性质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需要不断从环境中索取，需要不断消耗着环境

所提供的各种资源 "
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它包含有两层涵义!!"：一是指

环境的单个要素 #如土地、水、空气、动植物、矿产等 $以
及它们的组合方式 #环境状态 $，可称其为自然资源属

性；二是指与环境污染相对应的环境纳污能力，即 “环

境自净能力”，可称其为环境资源属性 " 环境资源属性

是指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实质是一种功能性资源 " 它

具有强烈的资源特征，一方面它是可再生资源，只要污

染物的排放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通过环境的自净作

用就可以将污染物质去除，环境资源得以恢复，能够被

人类重复利用；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不可再生性，承受不

住人类肆意的开发和利用 " 当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大超

过环境自净作用所能承受的量时，将使环境自净功能

机制受到破坏，不能恢复其功能，环境资源的能量值将

大为减少 "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大量耗费人类宝

贵的物质资源的同时，也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
酸雨、光化学烟雾的形成、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的

产生以及生物物种的迅速减少、严重污染的河流、不可

再利用的土地等都可以看作对环境资源过度开发和利

用而造成的恶果 "
人类社会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实

现人类、社会和环境彼此协调、共同发展，特别是实现

环境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 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不

够，社会生产力低下，环境资源中的剩余资源将白白搁

置浪费，同时又会造成人类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

低层次发展状态，难以满足当今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 " 反之，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又将带来更为糟

糕的结果：人类的生存环境质量将不断恶化，一系列的

全球环境问题将出现在人类面前，虽然人类的经济利

益暂时得到了满足，但环境、生态等问题又必将把人类

推向另一种困境之中 "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致力于环境的自然资源属性

的研究，忽视了环境资源属性——— 环境纳污消化能力，

很少研究这种能力自身的规律 !%" " 因此，在了解环境

的自然资源属性的基础上，将环境的容纳污染物质的

能力作为一种资源进行逆行研究，特别是基于环境污

染损失进行环境资源耦合价值计算，就为环境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

路 "

% 环境资源的价值论

价值反映的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某种功能

或功效 " 环境资源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它对人类的有用

性，其价值的大小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 "
作为经济资源，其价值除了本身的价值外，还表现为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对人类所带来的利益——— 作为一种

经济资源参与生产活动产生的新价值 " 这种新的价值

包括参与生产活动所增加的价值，还包括由于其不合

理开发和利用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量，即价值损失 " 因

此环境资源的整体价值应是一种耦合价值，是其本身

价值、增加价值、损失价值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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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环境资源的价值论出发，介绍了环境资源的界定，陈述了环境资源的内容与性质；阐释了环境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势

必要产生正、负价值，进而构成环境资源的本身价值、增加价值和损失价值；论证了环境资源的整体价值是其本身价值、增加

价值、损失价值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耦合价值；探讨了环境资源耦合价值与环境资源利用模式的关系；提出只有环境资源

耦合价值大于 / 才是环境资源可利用的经济发展运行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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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价值 ! 环境资源的耦合价值的计算应为：

! " !# $ !% & !’

式中 ! 为环境资源的耦合价值；!# 为环境资源本

身的价值；!% 为环境资源参与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价值

增加 (或间接价值 )：!’ 为环境资源参与生产活动中由

于开发利用不合理而产生污染所造成的价值损失 ! 在

这一公式中 !# 和 !% 又可统称为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
环境资源本身价值的核算方法，目前研究较多，主

要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租金法、萨伊效用价值论的

效用计量法、马歇尔供求论的供给需求价格模型、自然

资源经济学家边际机会成本理论模型，以及影子价格

法、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再生产法、生产成本法等 !
这里仅以耦合价值计算方法为核心，研究环境资源利

用的经济可行模式，其他方法就不再一一介绍 !
*! + 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 $ !%）的分析

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是环境资源正价值的重要组

成 ! 这里所提到的正价值是指通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

来获取的一切效益，主要是经济收益，它主要表现在绝

对价值和相对价值两个方面!," ! 绝对价值是由环境资

源的有限性及垄断性所产生的，类似于土地的绝对地

租；相对价值是由环境资源的自然状况、开发利用条件

及经济地域条件所引起的，类似于土地的级差地租 !
然而无论是绝对价值还是相对价值都是环境资源的直

接效用和间接效用共同作用的结果 ! 前者创造了直接

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后者包括了遗传

价值和存在价值 ! 直接使用价值是指环境资源可直接

作用于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价值，如水资源和大气的直

接使用，它是对环境资源效用的一部分或全部的直接

消费所体现的经济价值 ! 间接使用价值，是指资源的

使用许多都是间接的，即不是直接用于生产消费，不直

接在市场上交换，其价值只能间接地表现出来 ! 这一

间接使用价值相应于自然资源功能类型中的生态功

能、调节功能，如抵御来自宇宙的有害影响，调节区域

和全球的能量平衡，调节大气、海洋的化学成分，太阳

能利用和生物量生产，森林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等 !
这部分功能虽不能直接用做生产或消费，但却对于人

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生命系统支持功能 !
环境资源的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之间也有直

接的依赖关系，直接价值经常由间接价值衍生出来 !
选择价值是指人们为了保存和保护某一环境资源以便

将来予以利用而先期支付的数额，类似于为保证一种

环境资源的供应和服务所提前交纳的保险金 ! 遗传价

值是指为后代保留环境资源而自愿支付的费用 ! 而存

在价值则是人们为保护某一环境的存在和延续而愿意

支付的费用，实际上与资源利用无直接关系 ! 因此，环

境资源的自然价值公式又可写作：

!# $ !% " 直接使用价值 $ 间接使用价值

$ 选择价值 $ 遗传价值 $ 存在价值

然而，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

是人类生产活动、科技进步及价值观念等的函数 - . / ! 如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地理条件的改善等，会使原

来不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中性物”变成可利用的资源

或使原来价值小的资源价值变大；而随着环境意识或

生态价值观的树立和不断加强，原来某些具有价值的

环境资源变成 “中性物”(如高硫煤作为燃料已在许多

国家被禁止 ) !
根据环境资源自然价值的变化) !0，可以提出以

下模型，即

) !0 " !* & !+

此式中，!* 为现有环境资源自然价值；!+ 为原有环境

资源自然价值 !
依据该模型可将环境资源自然价值变化分为 , 种

基本形式：

( + )) !0 1 2，发展型，有不断改进的环境资源基

础，能够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持续稳定需求；

( * )) !0 " 2，保有型，环境资源基础不增不减，能

够维持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 , )) !0 3 2，萎缩型，环境资源基础不断恶化，其

价值量与数量不断耗竭，无法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长

期、持续稳定需求 !
在环境资源基础充足有保证的前提下，环境资源

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涉及到与其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的

投入量) !!的变化，即

) !!" !. & !,

此式中，) !!为除环境资源外的其他生产要素 (资本、

物质以及劳动价值 ) 的投入价值变化量；4. 为现在的

生产要素投入价值；4, 为原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价值 !
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投入价值量能够不断

增加 ! （+）) !! 1 2，可实现扩大再生产；（*）) !!" 2，

可维持简单再生产；（,）) !! 3 2，生产不断萎缩 !
环境资源自然价值变化量 () !0 ) 及其他生产要素

投入价值变化量 () !!) 共同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增长 !
因此，依托环境资源的充足供给，使社会经济不断增长

的基本条件应是) !0 $) !! 1 2! 然而，环境资源的

自然价值的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经济环境系统价值的

增长 (即发展 )，因此，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增长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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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还必须考虑环境资源开发

利用的负价值——— 即环境污染带来的环境资源损失及

社会环境损失 ! " # $
%$ % 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损失 & !’ (

环境资源价值是环境资源的功能效用满足主体需

要的能力 $ 它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因素、环境资

源价值量因素及生产投入要素因素等 $ 各个因素不是

固定不变的，它同所有的事物一样，都时刻处于不断的

运动中 $ 每种因素的变化，对环境资源价值都会产生

扰动 $ 这里仅就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损失进

行探讨和研究 $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会导致环境污染，引起环境资

源的剧烈变化，不仅使环境资源本身质量下降、功能衰

退、价值降低，而且会给直接和间接使用环境资源者造

成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 $
因此，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损失即为环

境资源所具有的价值由于受到污染而降低或丧失造成

的 $ 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损失包括直接价值

损失和间接价值损失 $ 直接价值损失即因为环境资源

被污染，造成环境资源功能价值的降低，或对环境资源

的利用者造成伤害所致的损失 $ 主要包括：!环境污

染引起资源和能源流失所造成的损失，如地下水的污

染引起工业和民用水减少；"污染影响生产造成的损

失，如大气污染后引起氮肥厂、制氧厂减产；#污染影

响人民生活造成的损失，如大气的自净功能被破坏后

恶劣天气的形成；$污染对人体健康和劳动力造成的

损失，如温室效应和酸雨的产生；%以上几方面损失引

发的其他损失 $ 环境污染造成的间接价值损失，是指

由于环境资源受到污染，环境资源功能价值降低，为了

尽可能恢复环境资源的原有功能、对污染进行治理而

额外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产生的费用 $
因此，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损失 !’ 应包

括直接价值损失和间接价值损失，即：

!’ ) !’* + !’%

式中 !’* 为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直接价值损失；

!’% 为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间接损失 $

, 环境资源耦合价值与环境资源利用

根据对环境资源的耦合价值计算公式中各要素

!-、!.、!’ 的分析，可得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系统价值

) !，其模型为

) ! " !" / & !* + !, + !’ (
式中，!" 为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正价值；!’ 为环境资

源开发利用的负价值 $ 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正价值

!" 是由环境资源的自然价值 !*、生产要素的投入价值

!, 以及增加的价值) !0 +) !&构成的，上式又可以写

成：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0 +) !&/ !’

将此式与环境资源耦合价值计算公式相比较可

知，) !0 +) !&从表象上看似乎是环境资源自然价值、

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生产要素投入价值 &资本、物质以及

劳动价值 ( 的变化量，但其本质上依然是环境资源本身

价值 &) !0 包含在 !- 中 ( 和增加价值 &) !&在 !. 中予

以暗含 ( 的体现 $ 因此，环境资源的整体价值本质上依

然是其本身价值、增加价值、损失价值相互作用和相互

影响的耦合价值 $
在环境资源耦合价值计算式中 ! ) !- + !. / !’1

可能出现如下 , 种结果：

& * () ! 2 3，耦合价值大于 3，发展型，即环境资

源的自然价值与环境资源投入社会生产活动所增加的

环境资源价值之和大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价值

损失 $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效益大于费用，说明环境

资源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新增价值贡献 &或总

价值增加）$ 尽管环境资源利用中出现了污染，但环境

资源开发利用仍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社会能够在良

好的环境资源条件下持续稳定地发展和进步，环境社

会也会不断地完善 $
& % ( ) ! 4 3，环境资源的耦合价值小于 3，萎缩

型，即环境资源本身的价值与其投入社会生产活动所

增加的环境资源价值之和小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

源价值损失 $ 效益小于费用，说明环境资源开发利用

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损害 $ 这时如果强调依然固守

于生产的继续进行，强调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只能建立

在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基础上，只能使社会经济

环境价值不断减少，资源经济萎缩，环境社会不断恶

化$ 因此，这是一种虚假的增长 $
& , () ! " 3，环境资源耦合价值等于 3，滞长型，即

环境资源本身的价值与其投入社会生产活动所增加的

环境资源价值之和正好等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资源

价值损失，效益等于费用，利用环境资源创造的财富等

于对其破坏性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 $ 从国民财富角度

来看，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所增加的价值完全被环境资

源开发利用的负价值相抵消 $ 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一

方面使社会经济增长，而同时又使社会环境的价值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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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由于社会经济的增长是以社会环境价值损失为代

价的，所以社会经济环境系统新增价值为零，国民财富

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处于经济不可行的临界点 " # $ !
而且，环境资源的利用、破坏也处于临界点，若采取措

施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就可增加财富，转向环境资源

利用的可行模式；反之则会走向不可行的环境资源利

用模式 !

% 结语

环境资源是一种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对它的利用

不仅带来了人类现在的文明，推动了全社会经济的发

展，同时其不合理开发利用而造成的污染也构成了社

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 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利用与

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从价值出发，计算基于

环境污染损失的环境资源耦合价值 ! 据此，可分析比

较环境资源利用所创造的财富是否大于其受到污染所

致的损失 !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资源利用模式是否

经济可行，是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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