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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将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纳入

规划环评的必要性；从经济学角度解析自然资源价值；最终，进行环境影响经济评价应用

于规划环评的难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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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is paper
further elaborated the necessity of incorporating economic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into planning EIA, analyzed the value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lly analyzed the difficulties of applying economic assessment to planning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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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和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环境质量的好

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评制度的执行情况。 我

国对环境影响评价十分重视，虽然环境影响的经济

分析也列入了评价内容，但始终是个薄弱环节。
随着环境影响评价在全国的普遍开展， 评价

方法得到不断改进，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仍然存在较大问题， 突出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①环境评价结果的实用性不强，许多评

价结果对于工程设计和运行的实际影响不大；②
单个环境评价结果难以与区域环境目标相衔接；
③环境评价结果的决策支持能力和效果较差，决

策者难以依据评价结 果 确 定 环 境 影 响 的 经 济 效

果，也难以科学地确定项目污染治理的理想程度。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 一方面是由于一些地区环

境管理能力不强，环境意识淡薄，环境评价流于形

式，评价单位也是应付了事，但同时也有许多评价

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

1 将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纳入规划环评的必

要性

环境影响是指由于项目建设而对周围人群、
财产、工农业生产以及生态系统产生的环境效应。
在我国， 许多环境影响评价基本上局限于通过一

定的扩散方程，建立起源强-环境浓度之间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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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并对环境浓度进行描述， 比如通过环境指

数、采用等值线图等定量说明。 而对污染-人体和

生物效应的进一步评价则开展很少， 或仅仅停留

在定性描述水平。 其主要原因在于污染物浓度测

定较易于定量化， 而环境变化-损害关系复杂，基

础数据等也非常缺乏。同时，污染所造成的实际损

害不仅与环境浓度直接相关，还与区域人口、经济

分布有密切关系。 因而仅仅依据环境浓度变化来

确定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治理方案， 虽然环境治

理成本是可以预测的，但是治理效果却是未知量，
这样环保管理部门只能以环境标准来对企业污染

排放进行管理， 而建设单位则认为环境投资是无

效投资，往往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能省则省。 其

结果就是无法以充分的科学依据来进 行 正 确 决

策。
环境影响的价值评估则会较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 价值评估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形式来表征环境

损害的大小。 尤其是在对某项规划进行综合环境

影响评价时， 经济价值评估结果直接反映了一定

污染的经济损害水平或者对环境有益 的 经 济 价

值，便于进行总体度量和经济核算。

2 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解析

我们之所以进行环境影响经济评价工作，是

因为环境与自然资源具有价值， 要通过经济评价

把这种价值表现出来。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

题，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不当造成的，人

类是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 人类必须清醒地反思

并矫正传统的价值观，端正价值取向，自觉地协调

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以上已经界定了“评价”的内涵，接下来

要对“价值”及“环境与自然资源价值”的确切涵义

或者定义范围进行把握。
狭义的经济价值仅仅是指在市场中能够交换

的货币价值； 广义的经济价值是指对经济系统所

做出的贡献，只要对经济系统有贡献，对人类的福

利产生影响的物品和服务就具有经济价值。
但是，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环境资源的经济价

值是不包括其非使用价值（内在价值）的。“经济人

假设”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根据每个人的实际选

择行为来揭示出他们对环境资源所赋予的经济价

值，然后采用适当的方法，将所有人赋予环境资源

的经济价值进行加总得出环境资源的总价值。
进行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评价时， 我们只能

从人的角度进行价值评价， 不可能代表别的具有

主体性的物或后代人（考虑代际外部效应）。 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是我们不能感受到物或后代人的

感受，正如“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二是我国目

前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主体 是 人 （有 年 龄 限

制），而非其他的物，更谈不上后代人了。
所以，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谈价值，我们认为人

是价值的唯一主体， 经济学意义上的环境价值评

价（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实际实施的）就是经济人对

环境资源价值进行评价， 这样得出的环境资源总

价值只包括其使用价值， 而不包括其非使用价值

（内在价值）。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理论是我们进行环

境影响经济评价的基础， 根据以上论述的关于价

值的哲学内涵、伦理学内涵及经济学内涵，再完善

以上提到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内涵， 就是经济人

作为评价主体，为了自己特定的目的，
从环境与自然资源用途（效用）的主观评价出

发，对环境影响（其中不包括非使用价值）所导致

的损害和效益进行货币化计量的过程。简单地说，
就是以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提供的服务以及环境

质量变化带来的影响。

3 环境影响经济评价应用于规划环评的难

点分析

3.1 评价客体不同

根据以上对环境经济评价的内涵的阐述以及

规划环评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所实施

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所要“评价”的客体是污染

物进入的环境介质（如大气、水、土壤等），而不是

污染的最终受体；而环境经济评价中所要“评价”
的客体是污染的最终受体。

规划环评报告能提供的主要数据是规划实施

前后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状况和污染物在环境介

质中的浓度变化， 而对于最终受体 （例如人体健

康、农作物）的暴露程度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
环境经济评价的基础是人们对于环境改善的

支付意愿，或是忍受环境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以

福利经济学为原理， 强调的是反映个人的经济偏

好。所以，环境经济评价一般是从估计人们的支付

尤 琦 环境影响经济评价应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难点分析·56·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ww.ch
ina

ca
j.n

et



意愿或接受赔偿意愿入手，常用的评价方法有：
直接市场评价法：剂量-反应法、损害函数法、

生产力变动法、生产函数法、人力资本法、机会成

本法、重置成本法。
揭示偏好法：内涵资产定价法、旅行费用法、

防护支出法。
陈述偏好法：意愿调查评估法。
故， 我们所采用的经济评价方法都是以污染

的最终受体（如：植物、动物、人体健康等）作为评

价对象，对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进行货币化估量。
3.2 评价标准不同

我国的环境标准体系中有如下规定： 环境质

量标准，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各种环境

介质（如大气、水、土壤等）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所

规定的容许容量和要求；污染物排放标准，指根据

环境质量要求，结合环境特点和社会、经济技术条

件， 对污染源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和产生的有害

因素所做的控制标准。
目前来说， 环评结果的审查标准主要是规划

实施后， 各个建设项目或者某一定区域内的污染

物排放量是否达标，是否符合总量控制的要求，以

及是否有利于该区域的环境质量。 即现行环评结

果的审查标准与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是一致的。
环境经济评价采用的标准是费用效益分析评

价准则， 即将环境影响的费用和效益现值通过经

济净现值、 经济内部收益率和经济净现值率等指

标进行核算比较， 做出该规划或项目是否可行的

结论。
因此， 经济评价的结果可能与现行的排放标

准矛盾。从效率角度来说，环境经济评价是一件耗

时耗力的工作， 而确切和确定的标准有助于缩短

对规划或者项目进行环评所耗费的时间。 从这一

角度说，排放标准优于经济评价标准。
3.3 数据精度和广度不同

现行的环评报告内容远远不能提供环境经济

评价的数据， 要获得其它经济和卫生方面的数据

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数据的精度和

广度问题，经济评价还存在结论的确定性问题，法

律应当规定怎样的标准以界定其可执行性， 也是

一个问题。
因此，环境经济评价的目的是提供决策支持，而对

规划进行的经济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太大， 不足

以提供决策支持。
3.4 不确定性分析

近些年来， 国内外对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方法

的研究很多， 但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同一评价对象

或者同一种评价方法对不同的评价对象所得出来

的结果差别很大，可比性很差。 那么，在对某项规

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 环境影响经济评价

得出的污染经济损失或者环境资源价值的数字，
它提示我们该规划实施后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

过度损耗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起到了警

示作用，提高了决策者和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是还

没有上升到在环评报告中作为决策依据的高度。

4 总结

在看到环境影响经济评价应用于环境影响评

价的必要性和难点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相对于

项目环境影响经济评价来说， 环境影响经济评价

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的。例如，对于较大的区

域或者流域内（例如国家酸雨控制区、淮河流域）
的发展规划或者政策来说， 一方面其环境影响较

为重大且较为容易识别， 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内各

方面的历史数据较易搜集整理， 甚至可以归纳出

适宜于当地的剂量反应关系。
将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估结果纳入整个规划的

费用效益分析当中， 从而影响规划或为规划的某

些方面提供参考是可行的，主要表现在：在具体规

划过程的方案比选时发挥重要的依据作用， 帮助

决策者制定出符合费用有效性原则的决定； 在是

否需要采取某些重大环保措施时， 通过对环保措

施的费用和可能避免的环境损失或者说创造的环

境效益之间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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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潜力，重点主要在于机动车减排、特别是柴油车

的减排，其次在于工业锅炉、窑炉减排。 由于氮氧

化物主要源于机动车排放， 需要严格控制货车尾

气排放、 加大公交车清洁能源替代力度和积极发

展轨道交通、 提高公交分担率， 以及促进工业锅

炉、 窑炉的清洁燃烧技术应用、 加大天然气使用

量。通过这些措施，预期可以显著减少氮氧化物排

放。经过初步测算认为，在上述领域共同减排努力

下，杭州到 2030 年可将氮氧化物环境负荷超载率

从 120 %降低到 29 %左右，大幅缓解当前的严重

超标状况，基本接近环境负荷上限。
PM2.5 污染减排形势依然严峻：按初步测算：

按当前的减排趋势预测， 杭州市的 PM2.5 排放总

量到 2020 年还将超标 132 %， 到 2030 年超载率

仍接近 100 %。 近期看工业锅炉、窑炉和机动车都

是减排重点领域， 未来减排重点将是能源供应结

构的清洁化机动车尾气减排。 未来随着能源结构

的低碳化、 清洁化的推进以及清洁能源汽车技术

进步和突破， 煤炭和油品燃烧排放的显著下降和

机动车大幅减排将带来 PM2.5 排放量持续下降，
同时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将随之减少。

从研究估算结果分析， 杭州市当前制订的大

气污染物减排目标和举措可以在近期 （5~15 年）
显著减少二氧化硫， 控制氮氧化物和一次 PM2.5
的排放量， 特别是基本可以将二氧化硫排放降至

环境允许水平， 因此减排措施对灰霾会有明显的

减轻作用， 但距离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环境容量

的减排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在当前政策情景下，到

2025 年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将基本达标，但是

氮氧化物和细颗粒物排放量即使在 2030 年也预

计将显著高于环境容量允许水平， 减排工作仍将

任重道远。在中远期，将寄望于能源结构清洁化程

度的持续提高和清洁能源汽车技术进步， 需要进

一步推动清洁能源利用， 继续减少燃煤等高污染

燃料的利用量，从燃料清洁化、交通系统智能化等

方面加强交通减排， 由此形成能源供给侧和能源

消费侧的清洁化，根本上遏制灰霾；同时，在非能

源消费的灰霾影响因素方面，包括建筑、道路扬尘

和外来灰霾输入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努力， 从多个

方面彻底根治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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