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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贴现率的环境内涵解析

陈伟琪

内容提要
!

本 文通过一 个简单的抽象化公式 的推证
,

阐明 了 纳入环境因素的社会贴

现率和 市场 利率的关 系
,

并从环境经济学的 角度对二者的联 系与差 异作 了分析探讨
∀

进

而 揭 示 了社会贴现率的环境 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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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效益分析是经济评价的一种特殊形式
,

在环境经济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

无论针对

一个工程建设项 目
、

污染控制方案或一项开发计划
、

发展规划
、

政策等
,

费用效益分析所研

究的问题一般都跨越较长的时间段
,

因而分析中往往必须考虑时间 因素
,

对发生在不同时期

的费用和效益进行汇总
、

比较
。

通常
,

贴现是用于解决这类问题的基本方法
。

在环境
、

资源

等领域中
,

一些项 目的影响远及将来
,

有时甚至跨越几代人
,

此时贴现率的选择显得尤其重

要
。

因为它可能促成或中止在环境与资源方面的某项投资或决策
。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抽象

化公式的推证
,

阐明纳人环境因素的社会贴现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
,

并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探讨二者的联系与差异
,

揭示社会贴现率的环境内涵
,

以便进一步思考如何选取适宜的

贴现率对于那些长期 的环境项 目进行贴现
,

为合理地进行环境与经济的权衡和决策提供理论

依据
。

、

基本假设

为了更集中地反映环境外部性与社会贴现率之间的关系
,

突出社会贴现率的
“

纯
”

环境

影响
,

以及便于操作与处理
,

首先作如下基本假设
!

#
,

可用一个单部门模型来表示整个经济体系
,

其具有 单一的产出
∀

并不存在任何扭曲现

象
。

若用 , 表示时间
,

八∃ 表示累计资本
,

% 表示累计净投资
,

那么

%&∋ () ∗ ∃ &土+ # (一 ∗ ∃ &∋ ( &, (

−
∀

产出 . &∋( 仅 以资本和时间的函数形式表示
,

而对其有影响的其他变量如劳动力
、

技术

水平等都当作时间的函数
。

则

. &∋ ( ) / &∗ ∃ &∋ (
, ∋ ( &艺(

如果用 ∃ &∋( 表示消费
,

则消费
—

投资模型为

∃ &∋ ( + 0 1 &∋ (+ %&∋ ( ) . &2 ( ) / &∗ ∃ &∋ (
, ∋ ( & (

& ( 式中 01 &∋( 表示用于改善环境的那部分 国民收入 &称之为环境费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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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4 5 &∋ (表示该模型经济中的市场利率
,

即忽略环境问题所适用的利率
。

在无扭 曲的

经济中
,

市场利率恰好是边际资本的产出率
,

可表示为
!

4 5 &∋ (一 /
’
&∗ ∃ &∋ (

,
∋ ( & (

/ ’

即 . 对 ∗ ∃ 的一阶导数
。

 
∀

环境的舒适性水平可通过花费财力控制或削减污染加以改善
,

那么可认为每单位经济

活动产生的污染与每单位经济活动投入的污染控制或削减费用存在函数关系
。

如果用 6 ∗ &幼

表示环境的舒适性水平
,

则在任意时间 ∋ ,

每单位产出下的环境舒适性水平可表示为
!

6 ∗ 7 . ) 8 &0 1 7 .
,
∋ ( &9 (

&9 ( 式中 0 1 和 . 的含义同 & ( 式
。

二
、

公式推导

在社会经济的进程中
,

若当年的消费量已知
,

通过资本 的积累
,

增加的储蓄会转化为更

多的未来收人
。

这些收人可 以在未来几年 中作为额外的消费量被提取 &: ; 2 ∋<= >
, ∀

? ∃ <∋≅ 5 ;=
∀

# Α Α ,# (
。

现在考虑消费
—

投资模式 & 式 (中 ∃ &∋ (的微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

假设在时间 ∋
,

消

费 ∃ & 减少微小量 古转换为当年的储蓄
,

并以附加资本 的形式用于投资
,

那么这将在时间∋ + #

增加产出 △.
。

根据微分的近似计算法则
,

当 ; 很小时可得到
!

△. 一 / ’ ·

; &3 (

在无外部性的情况下
,

&3( 式表示在时间 ∋ + # 若其余条件保持不变
,

可提取的额外消费量
。

如果把环境影响考虑在内
,

当产出由 . 认 + #( 增加到 . 认十 %( + △. 时
,

环境退化也加剧

了
。

如果环境舒适性水平仍保持不平
,

那么在时间 ∋ + # 可提出的额外消费量必少于 &3( 式所

示的量
。

因为在此时间段中
,

要维持环境舒适性水平不变
,

就需要花费额外的环境费用来抑

制环境退化
。

如果在时间 ∋十 # 环境舒适性 6 ∗ &∋ + #( 仍维持在先前的水平
,

那么为了补偿产出

增加 △.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

需增加投人额外的环境费用 △0 1
。

△0 1 计算如下
!

根据 &9 ( 式
,

对于不变的 6 ∗ 可以表示为
!

6 ∗ ) .
·

8 &0 1 7 、
了

( &Β (

将 &Β ( 式中的 0 1 视为 . 的隐含函数
,

记为 0 1 一 01 &. (
,

保持 6 八 不变
,

对 &Β( 进行隐函

数的微分
,

得到
!

Χ一 8 &0 1 7 . ( + .
·

8 ’
&0 1 7 . ( &0 1 ’

7 . 一 0 1 7 .
“
( &Δ (

由 &Δ ( 解出 0 1 对于 . 的导数 0 1 ’ !

0 1 ’
一 0 1 7 . 一 8 7 8

’ &Α (

令 Ε 三 0 1 7 .
,

并定义

1 <Φ &Ε
,
∋ (三一 Ε 8 ’

7 8 &# (

即环境改善相应于环境费用的弹性
,

实质上 1 <Γ &Ε
,

Χ 是环境改善难易程度的量度
。

1< Γ
值越

小
,

表示环境的改善越不容易 Η 1< Γ
值越大

,

则越容易
。

式中 8 ’

是 8 对 Ε 的一阶导数 &假

定 8 ’

Ι (
。

那么 &Α (式可改写为
!

0 1 ’
) Ε &# + >7 1 <Φ ( &# # (

当 △. 很小时
,

△0 1 可近似表示为
!

△0 1 ϑ 0 1 ’ ·

△. &# − (



结合 &3 (
,

&# # ( 和 &# − ( 式
,

得出
!

△0 1 ) Ε &# + # 7 1 <Φ (/
’ ·

; &# (

显然
,

要消除由于产 出增加 △. 所产生的额外的环境影响
,

需增加环境费用 △0 1
,

则在时间
∋ 斗

一

# 可得到的额外消费量是 &3( 式所示的 △. 和增加的环境费用 △0 1 之差额
,

即边际资本的

产出率降低了
,

如同一些产量
“

消失
”

了一样
。

因而
,

社会贴现率可用符号表示为
!

4 0
) &△. 一△0 1 (7 ; &#  (

据 &8 ( 式和 &# ( 式可将 &# ( 式改写为
!

4 0
) / ’

一 / ’
&Ε &# + # 7 1 <Φ ( ( &# 9 (

根据 &,#( 式
,

用 4 5 代替 / ’ ,

&# 9( 式可表示为
!

4 0
) 4 5 &#一 Ε &# + # 7 1 <Φ ( ( &# 3 (

令
。
一 Ε &> 十 # 7 1< Γ (

,

&# 3( 式进一步简化为
!

4 Κ 一 4 5 &>一
;
( &# Β (

&# Β( 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
,

它通过系数
;

简明地表达了社会贴现率和市场利率的关系
∀

而

且仅仅涉及到与环境有关的两个参数 Ε 和 1< Γ 。 ;

值原则上是可知的
∀

因而可当作一个
“

修正

因子
” ,

对市场利率进行修正
,

以得到能反映环境影响的适宜的社会贴现率
。

三
、

分析与讨论

在费用效益分析中
,

长期的贴现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
。

通常在几乎任何
“

合理
”

的

贴现率下
,

远期的效应并不会过多地影响一个项 目贴现后的现值
∀

因为这种影响往往被复式

利率掩盖了
。

此外
,

社会贴现率往往是由市场利率调整而来的
,

并被认为随时间的变化保持

不变
。

在环境 问题 日益严峻的今天
,

是否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对于那些时间范围长远的环境

项 目进行长期 的贴现呢 Λ 长期的环境项 目的贴现率是否类似于商业利息率 Λ 本文上一节导出

的 &#Β ( 式较成功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

由 &# Β ( 式可见
“

修正因子
” 。

把社会贴现率 4 0

与市场利率 4 5 联 系起来
。

通常情况下
;

Ι #
,

故社会贴现率 4 0

小于市场利率 4 5
。

由于
;
一 Ε &# 斗

一

# 7 1%
∃ (

∀

当 Ε 增大或 1 %∃ 减小时
,

系数
。

变大
,

社会贴现率 4 0

降低
。

当 1% ∃ 趋于无限大时
,

修正因子
。
一 Ε

,

社会贴现率 4 0 Μ

4 5 &#一Ε (
。

要预计 1< Γ 如何随时间变化确实较为困难
,

这里近似地认为其大致不变
,

考虑 Ε 对
;

的影

响
。

环境的舒适性可视为随时间而变化的经典的外部性
。

在收人水平低下以及经济不景气时
,

人们对环境的关心程度相对较低
。

然而
,

当收入水平及经济活力提高时
,

情况则相反
。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无疑地
,

用于改善环境的费用将增大
。

主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对环境的舒适度将提出

更高的要求
。

首先
,

人均收入在未来将持续增长
,

将来几代人的生活水平必将高于现代人
Η

其

次
,

更高的生活水平总是人们所期望的
,

而人们对环境舒适性 的满意程度的提高不如其收人的

提高来得快
。

主要原因之二是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通常导致更严重的环境退化
,

而且其因果关

系往往不成 比例
。

总之
,

在发展的前提下 Ε 值随时间而增加
,

这样的预测是合理的
。

由于 Ε 增

大使
Ν

值变大
,

因而相对于市场利率
,

社会贴现率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亦即随时间的推移呈

下降趋势
。

就 1< Γ 而言
,

其值越小
,

表示改善环境越不容易
。

在给定的 Ε 个
,

越小的 1< Γ
值计算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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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因子
。

越大
。

当 1< Γ 很小即无法轻易地消除负面的环境影响时
,

它暗示着在给定 的环境费

用水平上应采用较低的社会贴现率
。

此时
,

低的社会贴现率成为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信号
,

因

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不利 的环境影响通过增加环境费用已难以消除
。

显然
,

在环境改善相应于

环境 费用的弹性很低时
,

即使在适度的环境 费用水平下
,

修正因子也要取较大的值才 比较合

适
。

当改善环境相对较容易即 1< Γ
值较大时

,

经济活动的增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花费更多的

环境费用加以消除
。

这时
,

较低 的社会贴现率并非减缓经济增长的信号
,

而是表明环境费用应

当增加
。

确定合适的贴现率对于制定出符合可持续发展宗旨的环境经济政策
,

特别是 自然环境资

源 的代际公平分配至关重要
。

国外 的一些学者倾向于使用 −一挂Ο 的贴现率来评估环境政策
。

? >>> Η ; = ! Π Θ 2
Ρ Σ; 、Τ0 。 在其关于气候变化的先驱工作中

∀

所有的分析都采用 Ο的贴现率
,

并在

未来的年份中取下降的贴现率 &6 Υ ; = Φ ∃ Σ; ς 5 ; = ,

− (
。

? ! >><; 5 4
∀

∃ ><= Φ 在他的著作《全球变

暖
!

经济利害关系》中建议使用 − Ο的贴现率
。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耶鲁大学的名誉退休教

授 ΤΘ 5
Φ 0 丁。 Ω< = 认为不能采用现行的市场利率对长期的环境项 目进行经济学评价

,

他对 ∃> <Η >Φ

选择的贴现率也表示赞同 &Ξ ; 2 2 Ψ Φ
∀

/<Φ >Ρ ; = Ρ Π ; = Φ Ψ 6
∀

&( >Φ Ζ <>Φ 2 ,

# Α Α 9 (
。

∃ 2 Θ ς ς Φ 2 ,

∗ ΨΡ Φ Ρ Φ 和

[Θ 2 , Η飞。 Ψ 则采用或然价值法 &Γ Θ = ∋< = ∴ Φ =∋ ] ; >Υ ; ∋ <Θ =( 就政府可能实施 的通过减少污染来挽救生

命 的政策对 户美 国家庭作 了调研 &6 Υ ; = Φ ∃ Σ ; ς 5 ; = ,

− (
。

他们得到三个主要的结论
!

& #( 社会贴现率比商业利息率低得多 Η &−( 一个长达 # 年的环境问题其贴现率比一个 9 年的

问题来得低 Η & (就通过减少污染挽救生命这一问题而言
,

未来 # 年长期的真实的社会贴现

率可能大约为  Ο左右
。

另外也有少数人倾向于采用更低的贴现率或零贴现率
,

他们认为与人

类未来有关的环境问题
,

对于每一代人都同等重要
,

使用高的贴现率对未来的效益进行贴现
,

将使将来的环境状况变得更为严峻
。

本文推证的 &# 3
,

# Β( 式不仅揭示了社会贴现率与市场利率的关系
、

而且说明在环境项 目分

析中采用的社会贴现率
,

不仅应比市场利率低
,

而且应随时间的变化而降低
。

该结论为上述的

一些论点提供了论据
。

我们期望本文的工作对 于环境项 目分析中较合理地进行远期 费用和效益的贴现有所帮

助
,

同时为政府有关部 门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宗旨的环境经济政策
、

进行环境与经济的权衡提

供有价值 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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