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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环境系统经济损失概念, 并在这一概念框架中建立了符合安徽省实际情况的指标体系, 测算了以货币

值表达的 1990 年的安徽省及该省分地市、分行业,以及各受损体类型的环境系统经济损失值, 分析了各损失分布特征。结

果表明,安徽省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损失代价是巨大的。

关键词:环境系统; 经济损失;环境污染损失; 生态破坏损失; 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X 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2009( 2000) 03- 0023- 04

Economic Loss and Its Distribution Character of Environmental

System in Anhui Province

ZHENG Wen-ying, YANG Shou-peng, SUN Hai

( Anhui Provincial Envir onmental Monitor ing Center , H ef ei , Anhui 230061,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P resented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loss of envir onmental system, and with this concept the paper also put

forw ard the indicating system for the reality in Anhui province. T he paper calculated the economic loss in curr ency of environmen-

tal system in 1990 in different levels and areas such as in province, cities and different industrial branches. The distr ibution charac-

ter of the loss was also analyzed. The r esults showed the environmental loss w as huge w ith the increasing o f popul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economy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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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与经济学在术语、方法及理论背景诸

方面存在差异, 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实现彼此的

交流与联系,环境破坏程度的货币值化和环境费用

效益分析方法的应用可以实现这一交流与联系。

对此, 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开展了/安徽省环境

污染生态破坏损益分析及对策研究0, 现就研究成
果中的环境损失基本特征与分布态势作一阐述。

1  概念与指标体系

111  环境系统经济损失概念
环境经济损失概念目前已有多种定义,有的亦

颇具典型代表性[ 1- 4]。考察这些定义, 可知它是

由损失起因、损失直接产生因素和受损体 3个层次

的内容共同构成的。而由这 3个层次构成的新问

题属于社会 ) ) ) 经济 ) ) )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5]的

范畴。因此必须从社会 ) ) ) 经济 ) ) ) 自然复合系

统思路出发,才能完整阐明环境损失这一概念。

环境损失起源于环境破坏,而环境破坏又是由

人类活动引起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里的讨

论不包括自然灾害这类原生环境破坏。因此,人类

活动是环境损失 ) ) )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的
损失的起因和发生源。也就是说,不管是环境污染

还是生态破坏,都是由人类的各种活动(人口增长

压力、开发强度加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增加

等)所造成的。就环境破坏的受损体, 一般而言, 它

要么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的要素(如工业设备、

农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等) , 要么是环境系统中的资

源要素(如森林、土壤等)。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环境

破坏,其受损体均不外乎是上述内容中的一种或几

种。如果把所有受损体看作一个整体,即整个受损

体集合, 则任何一个破坏行为的破坏对象都是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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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子集。因此, 从环境损失的发生过程来看,环

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都具有发生的同

源性和受损体的同一性这两个基本特征。发生的

同源性系指污染与破坏对整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大系统而言,都源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生根源是相同的,当环境污染与

生态破坏发生后, 受到损害的对象也是同一的,遭

不同种类的破坏行为之受损体的对象是同一受损

体的集合,且必然要么是自然环境要素, 要么是人

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譬如, 水土流失泥沙淤

积能破坏水资源, 减少可利用的水资源量, 而水污

染亦可因导致水质下降使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此

时虽然破坏原因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不论

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破坏,受到损害的对象是同一

的 ) ) )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

虽然环境损失是由其起因、产生因素和受损体

共同作用产生的,但事实上损失程度(或称为损失

值)常常并未直接表现为货币值, 因此还需要采用

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来将其转化为货币

值。综上所述, 环境系统经济损失的完整定义

如下:

由各种人类活动对环境系统的破坏、损害等导

致环境系统质量、数量和功能下降, 并进而对人类

社会产生不利影响, 对所有这些损害和不利影响造

成的损失的货币估值即是环境系统经济损失
[ 6]
。

112  安徽省环境系统经济损失指标体系

按前述概念体系及研究需要, 设计了一套环境

系统经济损失指标体系。它的设计是在全面总结

已有成果[ 7- 10]和紧密结合该省实际的基础上完成

的。分别依据研究总对象、环境破坏类型、环境资

源要素、受损体和基本计算要求, 按五等级层次设

计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层次化保证了指标的完

备性。由于损失及导致损失发生的各种行为常同

时存在于某区域的某一时段内, 故令 A 为区域内

某时段的总损失,而 A i( i= 1, 2, ,,)为各单项损

失,损失转化为币值的函数为 P( A i) , 则有:

P ( A ) = P ( G A i)

  只有当 A i 相互独立时,才有:

P ( A )= P ( G A i)= E P( A i)
[ 11]
。

因此, 要保证避免重复计算和有指标可加性,

必须要求同级指标间相互独立,为此对每一层次的

各项损失 Ai 都构成其高级的层次指标 A 的一类,

而 A 又是Ai 的一个分划[ 12]
,即满足:

G A i = A 和 H A i = 5

  此时有:

P ( A ) = P ( G A i) = E P ( Ai)

2  安徽省环境系统经济损失基本特征与分布

211  安徽省环境系统经济总损失

安徽省 1990年环境系统经济损失基本情况列

于表 1。将损失与该省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

状况联系起来,其基本特征表现有:

环境系统为社会经济和人口增长付出的代价

是巨大的。1990 年, 该省环境系统经济损失达

37126亿元之巨, 其中污染损失 22155 亿元, 生态

破坏损失 14171亿元,占当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

6114%, 占国民收入的 7117%。
表 1  1990 年安徽省环境系统经济损失基本情况  万元

项  目   经  济  损  失   

环境系统      372 545166
(平均: 21 67 万元/ km2,
65181元/人,
614 元/万元 GNP)

环境污染 225 494184
(平均: 479 元/万元工业产值)

生态破坏 147 050182
(平均: 846 元/万元农业产值)

水污染 137 1471 25
大气污染 45 3741 19
固废污染 1161 55
噪声污染 18 6001 52
农药污染 24 2431 75
其他污染事故 121 58
森林资源破坏 38 7311 97
水资源破坏 55 9471 46
土地资源破坏 36 9451 18

草场资源破坏 10 9011 28
地表形态破坏 4 5241 93

就可比指标而言,安徽省环境污染损失强度水

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70 年代水平;与全国均值相

比较,该省的空间损失密度(单位面积总损失)远远

大于后者
[ 9]

,而为发展经济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每

万元 GNP总损失)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9]。这是

因为该省单位面积经济发展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经济结构与环境管理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与国内其他省市比较,可比的生态损失(包括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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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单位面积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1, 7] , 这与该省

跨纬度大、地形复杂、自然环境类型齐全、生态破坏

种类繁多诸因素有关。

212  安徽省环境系统经济损失地市分布

各地市损失分布情况列于表 2。

表 2  各地市环境损失 万元

城  市 总损失
环境污染
损失

生态破
坏损失

合肥市 21 5621 4 18 4471 2 3 11411
芜湖市 12 5681 8 7 9981 7 4 57012

蚌埠市 22 3391 7 21 7651 9 57318
淮南市 20 6881 6 19 0391 1 1 64915
马鞍山市 13 1671 1 6 7691 5 6 39716
淮北市 17 0461 5 11 8791 7 5 16618
铜陵市 7 9681 0 6 4291 4 1 53816
安庆市 36 5951 5 10 5861 7 26 00818
黄山市 12 5281 5 2 9921 4 9 53611
阜阳市 56 8331 6 51 1741 8 5 65818
宿县地区 24 6091 7 21 3261 6 3 28311
滁州市 29 5581 5 14 6191 2 14 93913

六安地区 38 9021 8 13 9311 8 24 97111
宣城地区 22 3821 8 5 4401 6 16 94212
巢湖地区 22 2551 3 10 3821 7 11 87216
池州地区 12 8111 2 2 7061 0 10 10512

各地市中阜阳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其总损失、

污染损失和水污染损失居全省首位,宿县地区和蚌

埠市水污染损失( 16 952110 万元和 15 137120万
元)次之。表明该省淮北平原区,因其水污染严重、

人口众多和农业种植业发达而导致污染损失和总

损失巨大。环境污染损失集中于工业较发达的省

辖市和淮北平原地区;生态损失则集中分布于水网

密布、地形起伏大的江淮丘陵地区和两大山区以及

沿江平原。从地域上看, 表现出淮北及沿淮以污染

损失突出、江淮之间以污染和生态损失并重、皖南

山区以生态损失为主的特点。

213  /三废0污染损失之行业分布特征

水污染损失主要集中在居民生活、化工、造纸、

食品饮料、黑色金属冶炼和医药行业, 上述行业水

污染损失达 11187 亿元, 占水污染总损失的

8615%。大气污染损失主要发生在电力、居民生
活、建材、化工、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冶炼各行业

中, 损失合计 3164 亿元, 占大气污染损失的

8012%。固废污染损失分布于采矿 (尾矿及选矿

渣、煤矸石)、电力(粉煤灰)、化纤与化工(化工渣)

行业中, 损失分别占固废污染总损失的 6918%、

16173%、7134%和 6137%。
214  不同受损体类型环境损失分布

按损失大小, 居前几位的受损体类型(表 3)

是:人体健康、农业生产、土地(含土壤)、工业生产

和水利设施。由此可以看出, 大面积水质污染、土

壤侵蚀、人口规模和城市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

了这一结果。

表 3  各受损体类型环境损失 万元

受损失类型 损失值

人体健康 93 1761 48
工业生产 32 9761 06
森林资源 14 6501 64
日常生活与工作 15 0261 54
草场资源 10 9011 28
水利设施 32 9321 48
地表形态 4 5241 93

农业生产 73 3561 02
土地资源(含土壤) 61 0261 51
地表水 21 8611 81
地下水 1 0531 17
房地产与材料 10 4951 43
赔罚款 4641 31
合  计 372 5451 66

淮河与巢湖流域大面积严重的水污染已对该

区域构成了极大的危害。这两个流域亦是该省人

口最为集中、工农业生产较发达的地区, 人口数为

3 795万人( 1990年,下同) ,占全省人口的 6710% ,

工业产值占 5412%, 农业产值占 6411%。因此, 流

域内严重的水污染和众多城市的大气污染共同造

成了对人体健康、工农业生产的严重损害。

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和江淮丘陵地区因森林砍

伐导致了大面积水土流失,其后果是使水利设施功

能大为下降、森林土壤遭到破坏, 加上城市二、三产

业的迅猛发展所致的耕地面积减少,共同造成土地

资源(含土壤资源)损失巨大。

3  结语

环境系统经济损失概念完整地表达了环境破

坏所造成经济损失这一环境经济现象。由于该概

念是建立在环境破坏行为发生的同源性和受损体

的同一性基础上,因而对深入理解和探讨环境损失

的发生机制、表现和控制是有效和成功的[ 6] , 具有

较高的理论意义和普遍性。

建立的指标体系是完备与科学的,在安徽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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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成功; 通过对指标体系实施的结

构化和系统化处理, 达到了完善指标内容、避免重

复计算的目的。

损失值测算结果表明,安徽省内的环境污染与

生态破坏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仅 1990年

即达 37126 亿元之巨。其中环境污染损失为
22155亿元, 生态破坏损失 14171亿元。

环境系统经济损失的分布与目前该省的主要

环境问题、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关系密

切。淮北平原区和城市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均较快,环境污染严重, 表现出以污染损失为主的

特点; 山地丘陵区和水网平原区则因自然条件复

杂、生产水平较落后, 多种生态破坏行为造成了以

生态破坏损失为主的特点。

应重视和优先控制: 淮河与巢湖流域大面积水

污染损失; 城市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损失;

山区的森林破坏与水土流失损失; 人体健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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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页)治污社会化、专业化的潮流。

2  完善污染防治设施运营市场化的对策

虽然污染防治设施的社会化经营具有许多优

点,也是今后的发展方向,但从全省范围看,目前还

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只是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

先行一步, 需要进一步摸索路子,积累经验。由于

社会化经营还受到企业集中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

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大范围的推广和全面展开的

机遇和条件须深入研究, 并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211  科学论证,慎重决策

对社会化经营的单位应作多方面的论证,对其

接纳的范围、类型、数量、经济承载力等要逐一分

析,防止一哄而上,带来新的决策失误和投资浪费。

212  充分发挥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引导作用

政府应充分发挥环境保护的基本职能,做好组

织和协调工作。如锡山市前洲镇建设污水处理厂

是由政府先期出资 300万元启动资金, 并利用了

187万美元世行贷款和 200 万元环境保护专项资

金,建成后再分期向企业征集污染防治设施建设的

资金。吴江市盛泽镇则采取由政府牵头,各企业按

排污量出资的办法。

213  制订合理的优惠扶持政策
通过调整污染物收费政策, 利用经济杠杆, 促

使污水处理厂和一些产污企业/联姻0,这样可增加

污水处理厂的收入来源;完善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加快提高水资源价格等政策的出台; 摸清项目

在建设和运行阶段有关的税费缴纳、贷款贴息、用

电和用水增容、土地征用政策,进行总量测算,积极

给予减免税费的优惠。

214  完善有关筹资政策

从污染者负担的基本原则出发,改变现有筹资

由政府单一出资的思路, 摆脱过分依赖政府的观

念;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 实行企业化经营,促使企业

走出淡化成本核算意识的误区。

215  加强对污染防治设施的监督管理

参照工业企业的管理模式,加强治污设施运行

的成本管理;对集中治污的经营企业,加强现场操

作人员的培训, 持证上岗, 使其熟练掌握操作规程

和监测规范;强化治污企业自身的监督管理; 依靠

科技手段对治污企业排污情况自动监控,保证其持

续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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