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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分析首先指出当前评价经济增长的G D P指标的不足

,

尝试使用绿色GD P来评估真实经济增长
,

并以江苏苏州为例估算出苏州 20 01

年经济增长的真实水平
,

最后研究对如何提高中国 (或某一地区 ) 的真实经济增长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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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真实经济增长的必要性

我国经济在近十几年里得到了迅猛发展
,

当我们都把目光

关注在令人鼓舞的 G D P上时
,

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为之付出

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

这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生产
、

流通
、

消费所造成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质量退化等隐性成本
,

这种

以资源高速消耗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

和环境资源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

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可持续增

长的物质基础
,

这种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增长
,

也是不可持续

的增长
。

关于经济增长
,

胡宗义 (2 001 )认为
“

经济增长是量的扩

张和质量的提高
,

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
,

是生产要素的积累和

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的结果
” 。

梁亚民(200 1) 认

为
“

经济增长不仅包括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
,

而且包括经济

效益和社会福利状况的改善
” 。

长期以来
,

衡量一个地区或一

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标志
,

就是看其 G D P增长率这一指标
。

但

由于传统的 G D P核算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无穷尽
、

生态环境无

损害的假定之上
,

仅对经济生活中那些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核

算
,

而忽略了资源损耗与环境退化损失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

发展的隐性成本
,

没有正确地估计经济增长真实水平
。

二
、

绿色 G DP一评价真实经济增长的指标

绿色G D P是对 G D 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

所谓绿色 G D P是

指一国(或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产出的国民生产总

值减去自然资源损耗价值和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的剩余国内生

产总值
。

它是建立在以人为本
,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基础上
,

将经济增长
、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全面综合考

虑
,

在核算范围上将生产活动核算范围扩大到非市场性活动
,

把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当作经济过程中的一部分投人
,

因此绿色

G DP真实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成果
,

是新时期衡量真实经济

增长水平和可持续增长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

根据绿色G D P定义
,

我们可给出计算式
:
绿色G D P二G D P-

自然资源的损耗
一
环境污染损失

一
防污费用及其机会成本 十治

理创造的新价值
。

自然资源主要包括森林资源
,

各种矿产资源以及水资源
,

这些都是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原料
,

并对 G D P 的增长

发挥各自的贡献
。

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工业
“

三废
”

及其对环境

的污染而造成环境质量的降级带来的损失
。

这些都是计量真

实经济增长水平而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
,

但是限于目前国内

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中没有记录某些自然资源的耗用情况
,

造

成有些数据的不可得性
,

比如说环境恢复新创造价值和资源

恢复新创造价值
。

因此我们仅能计算出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

中主要部分
。

自然资源损耗 = 森林减少损耗
十
能源资源损耗

+
水资源损

耗

环境污染损失
二
污水治理费用

十
废气(包括粉尘 )治理费

用 + 固体废弃物治理费用
十
防污费用及其机会成本

自然资源损耗包括
:

( l) 森林面积减少的损耗值
=
森林减少的面积

x
每单位面

积森林价值
(2 )能源资源主要包括原煤

、

洗精煤及其他洗煤
、

型煤
、

焦炭
、

其他焦化产品
、

石油和液化石油气
、

天然气
。

本文将所

有能源按能值折合成标准煤来进行计算
,

也可以根据公式 能

源损耗价值 二 乏各种能源年耗用量
x
该年该资源平均价格

。

(3 ) 水资源损耗价值
二
年用水量 x 每单位体积价格

环境污染损失包括
:

( 1) 污水治理费用
=

年污水排放量
x
每单位体积治理价

格

〔2) 废气 (粉尘 )治理费用
二
年废气排放量

x
每单位体积

治理价格

(3) 固体废弃物治理费用
二
年固体废弃物处理量

x
每单

位体积处理价格

环境治理创造的新价值主要包括
:
工业

“

三废
”

利用所创

造的价值
,

环境污染治理后生物重新出现带来的价值以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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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优化给人的舒适感价值等等
。

本文主要计算的是第一项
,

待

加强和完善我国统计体系和内容后
,

把后两项由定性化转变

为定量化
,

就可以评估更为精确的真实经济增长水平
。

三
、

实证研究
:

评估苏州2印1牟真实经济增长
根据上述原理和计算公式以及苏州 2001 年自然资源耗用

情况数据 (见表一 )
、

能源耗用情况 (表二 )以及苏州 200 1年

环境污染数据 (表三 )
,

本文尝试对苏州 2 001 年真实经济增长

水平进行评估
。

表一 苏州 200 1年能源耗用情况

洗洗精煤 (吨))) 4 1:〕6了333

其其他洗煤 (肠匡))) 1069111

型型煤 吨 ))) 封6 111

⋯⋯焦炭 附附 }03653999

其其他焦化产品(吨))) 搜土08222

石石油 (吨))) 2969888

其其他油类染料(吨))) 70301666

石石油气 、万妨米))) 钧18444

其其他黔 (万立方米))) !2720888

折折合成标准煤(吨))) 17375了7666

表
_

几 苏州翔 1年资源损耗表

自自然资源种类类 年损耗量量 当年价格格 损耗摊 (亿元)))

森森林而积变化 (公顷))) 一49777 5
.

98 (万元/公公 阅
.

29777

顷顷顷顷)))))

能能 源 (心心 工737577666 233
.

36 (元/// 32 05444

肠肠肠肠
、

毯)))))

水水 资 源 (亿吨))) 23 工777 1
.

3 (7云/// 30
.

12111

吨吨吨吨)))))

合合 计计计 61
.

即888

表三 苏州2。砚年工业三废排放及利用情况
22200 1年I业

“
三废

””

年排量量 处理价格格 损耗价值值

污污 水 叱吨))) 5
.

7999 0
.

9 (元了}七))) 5
.

21111

废废气姗尘) (亿舫米))) 313;1
.

1888 0
.

刚22 (亿元/亿立方方 0
.

的OOO

米米米米)))))

废废弃物 戈万吨))) 6 }888 76 (元/吨))) 奇
.

7的的

环环保防污费用 〔亿元))))) 1
.

了8999

三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亿元))))) 荀 61000

合合 计计计 6 了8000

以上三个表的数据来源于 《苏州统计年鉴 2 0 02 》

由以上三表的数据可知
,

2 00王年娜月地区资源损耗和环
境扳失总值达到了石& 658 亿元人民币

。

其中森林面积没有减

少
,

而是增加了497 公顷的森林资源
,

从林业资源这一块来

看是增加了负损耗
,

实际上是有助于增加真实经济增长
,

但

是仅占隐性成本的比例的 0. 43 %
,

还是不够大
,

以后可以从

这一方面提高真实经济增长 ; 矿产资源 (也即能源资源 )和

水资源
,

是苏州经济增长主要耗用的自然资源
,

分别占隐性

成本的 46
.

69 % 和 43 .8 7%
,

共计达到隐性成本的 90 13 %
,

有

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在本文实例计算时把各项资源的耗

用按能值折合成标准煤的耗用量来计算昨 从表兰可以看出
,

苏州的
“

三废
,’

中污水所产生的对环境的损耗值是最大的
,

占

隐性成本的 7 .5 9%
。

其次是固体废弃物
,

达到了隐性成本的
6. 85 %

,

危害最小的是废气
,

仅为l% ; 2的l年苏州用于环境

保护的费用达到 1 75 亿元人民币
,

考虑到这笔资金的机会成

本
,

本文按200 1年一年期固定存款利率来进行调整得到数值

为 1
.

789 亿元 ; 在工业
“

三废
”

的后处理方面
,

苏州的三废综

合利用产品产值达到 5. 6 1川乙元
,

达到
“

三废
”

总损耗值的52
.

92 %
,

这说明苏州充分发挥了
“

三废
”

的利用价值
。

根据以上计算所得到的数据
,

结合苏州历史数据
,

就能

够比较精确地估算出苏州 2叨 l年的真实经济增长水平
,

苏州
2 00() 年的 G D P是巧26

.

兜亿元人民币
,
2 001 年达到 ]7 60 .2 8

亿元人民币
,

在没有考虑资源损耗和环境损失之前
,

G DP增

长了23 3 .4 6 亿元
,

增长率为巧
.

29 %
。

但是考虑到环境和资源

这些潜在的隐性成本后
,

增长还是缩水较大
,

只有 10 刀9%
,

这才是苏州 2(X) 1年的真实经济增长水平
,

这是笔者根据新经

济增长原理和绿色 G D P 理论思想
,

在考虑到所有的影响因

素
,

由目前所能得到的统计数据对苏州2 001 年真实经济增长

做出的估算
。

四
、

提高真实经济增长的一些建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
,

提高真实经济增长
,

既要提

高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
、

又要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和经济

结构合理
,

在此基础上尤其要保护好环境和资源质量
。

首先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
。

一是加快制订促进绿色经济

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

制定保护和合理开发森林资源
、

矿

产资源和水资源的法规
,

着手制订绿色消费
、

资源循环再生

利用以及家用电器
、

建筑材料
、

包装物品等行业在资源回收

利用方面的法律法规 ; 建立健全各类废物回收制度 ; 制订充

分利用废物资源的经济政策
,

在税收和投资等环节对废物回

收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

二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

淘汰

和关闭浪费资源
、

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
、

设备和企业 ; 用清

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
、

污染重的传统产业
,

鼓励发展节能
、

降耗
、

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
,

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
,

大幅度降低农药
、

化肥使用

量
。

三是尽快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

在经济核算体系

中
,

改变过去重经济指标
、

忽视环境效益的评价方法
,

努力

吸收欧美先进统计思想
,

开展全面绿色经济核算
,

完善国家

统计体系
。

其次作为微观经济体的企业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
,

不断

(下转第 10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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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并不急于进行旧体制的深人改革
,

不会贸然采取激进的

改革措施
。

目前的渐进式改革仍然是有效率的
,

制度变迁

的路径正在形成
。

2
、

阻力增大 改革速度趋缓
,

改革逐渐出现僵滞状态
。

制度变迁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和权利的重新调整
,

因此制度

变迁会损害到原有利益集团 的既得利益
,

招致他们的反

对
。

这使得制度变迁不可能完全按照新的设计来进行
,

常

常表现为新旧制度的一种折中〔在我国表现为
“

双轨制
”

的

大量采用 )
,

旧的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
,

表现出制度变

迁的路径依赖性
。

我国渐进式改革中既得利益格局 已经形

成并呈现刚性
,

不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旧的利益格局未能

打破
,

改革进程自身也在不断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

如
“

双

轨制
”

产生的寻租利益集团
、 “

试验推广
”

产生的靠国家特

殊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个人
、

集团和地区
,

这些新老既得

利益集团使我国的改革日益陷人不良路径依赖
,

表现就是

改革日益进人僵滞状态
。

3
、

障碍增加
:
一部分先期改革的成果会不断转化为进

一步改革的障碍
。

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最后的

改革 目标实现之前有许多过渡性的具体目标 (或称
“

子 目

标
”

)
,

这些具体 目标像阶梯一样不断更替
、

递进
,

最后得

以实现最终的目标
。

然而这只是在理论上可行
,

在现实中

由于渐进式改革的每一阶段都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
,

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起构成下一

步改革的障碍
,

再加上现实情况不断变化
,

未来每一步具

有不可预测性
,

因而每个具体目标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的

情况
,

很难按预期的计划一步步地实现每一个具体 目标
,

最后达到最终 目标
。

现实中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改革被
“

锁定
”

在某一具体目标上
,

难以向下一步目标推进
。

在这

种情况下
,

先期改革的成果
,

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化为进一

步改革的障碍
。

三
、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
,

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在前期取得巨大

收益是有其内在的优势所决定
,

而改革进行到中后期正是

一些所谓的
“

优势
”

成了制约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栓桔
。

在

改革过程中
,

由于重大利益调整措施的后置性及改革所具

有的再分配性质
,

权力介人市场领域
,

寻租活动普遍存在
,

既得利益呈现刚性
,

使得改革难以进人实质性的存量利益

调整阶段
,

并有可能滑入错误的路径依赖
,

因此为深化改

革
,

摆脱无效率的
“

闭锁
”

状态
,

必须适当加快改革进程
,

打好国企改革等攻坚战
。

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强势利益集团

和 日益拉大的地区
、

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

以及由此而加

剧的利益刚性
,

说明仅仅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是难
几

以收到预

期成效的
,

必须进行全面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
,

割断行政

权力介人市场的纽带
。

当然
,

在加快改革进程的同时也必

须保持社会的稳定
,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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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

企业应该负起完全的责任
,

将外部的不经济性内部

化
,

建立相关的绿色会计和统计指标体系
,

正确核算自身成

本
,

通过采用绿色生产技术进行技术更新
,

生产出经过生态设

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
,

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

过 15 01 4 00 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
,

一来使主导产

品占领技术制高点
,

形成特色产品和核心技术
,

二来能够降低

能源
、

水资源的综合物耗水平
,

提高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率
。

企

业要做到这一点
,

根据新增长理沦
,

在当前的知识经济社会里

影响经济增长的物的因素已经弱化
,

知识
、

人力资本等因素的

影响正在不断得到加强
,

所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进行持续

的技术创新是提高真实经济增长水平的在微观方面的必然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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