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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环境经济手段在我国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中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福建省九龙江流域

农业非点源污染的主要问题 ,提出“畜禽养殖税 (费) 、排污权交易 ,化肥和农药施用税 (费) 、补贴、促险 ,退耕补贴、

水保押金 ,流域共同治理基金、排污配额交易”等环境经济手段及其应用形式 ,并分析论证了其实施后的费用效果

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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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speci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ies to control agricultural non2point source

pollution were briefly analyzed. Facing serious non2point pollution in Jiulong River ,several kinds and formats of economic

policies were put forward ,i. e. feeding taxes ,emission taxes ,and tradable permits on livestock and poultry ;taxes ,charges ,

subsidies and insurance of using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subsidies of quitting cultivation and deposits for soil and water con2
servation ;funds and tradable permits (quota) in the whole watershed ,etc. The cost2effectiveness analysis and the feasibili2
ty of these applied policie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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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非点源污染因其形成过程受地理、气候和土壤等诸因素的影响 ,具有随机性大、分布范围广、影响

因子多、形成机理复杂和潜伏滞后性强等特点[1 ] ,使其监测、控制和管理难度较大。目前非点源污染控制多

限于水土保持、环境工程、生态维护和改善农耕方式等技术措施 ,其中尤以美国的最佳管理措施 (BMPS)最具

代表性。而我国国情是流域农业人口密集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 ,非点源污染的发生与农业经

营者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息息相关 ,若无较强的环境经济政策作保障 ,其技术措施将难以有效实施。因

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运用环境经济手段协调流域环境和经济的关系 ,促进农业经营户选择和实施最佳

技术措施 ,达到控制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目的十分重要。本研究通过构建九龙江流域环境经济政策 ,探

讨了环境经济手段运用于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环境经济手段定义及其在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应用现状

环境经济手段的定义。从广义角度而言 ,某种政策手段只要同时对环境与经济有影响 ,即可称之为环

境经济手段[2 ] (又称环境经济政策) ,指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 ,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收费和保险等经济手段

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 ,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3 ] 。从狭义角度而言 ,按照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OECD)的观点 ,当某种手段的应用足以引起经济当事人 (污染者) 对可选择的行动 (如安装治污

设施、缴纳超标排污费或环境税、协商或购买排污许可权、采取清洁生产工艺等) 的费用进行评估时 ,该手段

即被称为环境经济手段[2 ] 。

环境经济手段的分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环境经济手段分为环境收税 (费) 、补贴、押金2退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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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市场和执行鼓励金等 ;世界银行的哈密尔顿将创建市场分为产权/ 分散权力、可交易的许可证和国际补

偿制度等 ;国内有的学者把环境经济手段分为财政资助、税收优惠与低息贷款、排污收费、污染赔偿与罚款、

利润等[2 ] 。为便于系统构建针对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具体环境经济手段 ,笔者倾向于将其分为侧重

于政府干预方式的庇古手段和侧重于市场机制方式的科斯手段[4 ] 。庇古手段主张运用价格控制机制对外

部经济的产生者给予补贴 ,对外部不经济性的产生者征税。科斯手段主张通过产权界定和市场创建 ,实施

排污许可权的协商和交易 ,运用数量控制机制达到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公平 ,其分类见图 1。

　　　
价格控制手段

(庇古手段)

环境税 (费) :排污税、使用税、产品税、

　　　　 　资源税 、税收差异等

环 境 补 贴 :环境基金、税收补贴、排

　　　 　　污费返还 、贷款优惠等

押 金2退 款 :保证金、押金返还款等

基于直接控
制经济刺激

:
赠款、奖金、环境罚款、
专 　项　基　金　等

　　　
数量控制手段

(科斯手段)

排污许可权交易

资源配额交易

责任保险市场等

图 1 　环境经济手段分类

Fig. 1 　Category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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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经济手段在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应用。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际工业领域率先应用环境经济手段 ,80 年代中

后期我国也开始在工业界使用。环境经济手段在农业非点

源污染控制的应用目前尚少见报道 ,主要限于发达国家和地

区并与技术措施配套使用 ,其效果较为理想 ,如美国 Iowa 洲

为促进农户贯彻“最佳 N 肥管理方案”,推行低量使用化肥保

险机制 ,保护农户和保险公司的利益[9 ] ;丹麦为削减化肥和

厩肥产生的非点源污染实行 N 肥施用税 ,并实行不同的税

率[10 ] ;挪威、希腊等欧盟国家在流域环境管理中使用了资源

产权、排污税、补贴和排污许可交易等手段[11 ] 。目前我国尚

无专门针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手段使用。随

着农业各类产权的不断明晰化 ,环境经济手段以其强大的协调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能力 ,必将广泛应用于农

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实践中。

2 　案例分析

九龙江是福建省第二大河 ,流经龙岩、漳州和厦门市的 9 个主要县域 ,年均流量达 119 亿 m3 ,全流域面

积 1. 41 万 km2 。该流域属农业较发达地区 ,据《福建省农村经济年鉴 (2002)》资料表明 ,2001 年该流域农业

人口为 251. 3 万人 ,占总人口的 77 % ,农业总产值为 133. 9 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3611 元 ,农业生产水平远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该流域水土流失严重 ,人口密度大 ,不断增长的畜禽养殖业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 ,使资

源消耗和非点源污染程度持续加剧。据福建省水土保持办公室 2000 年遥感调查表明 ,九龙江流域年水土侵

蚀模数达 2387t/ km2 ,水土流失面积达 1502. 23km2 ,九龙江西溪年输沙量为 103. 9 万 t ,北溪则为208. 0 万 t 。

全流域畜禽类养殖污染年排放量 (以猪粪当量计) 达 397. 9 万 t ,CODcr年排放量为 15. 7 万 t ,氨氮年排放量

为 2. 5 万 t ,CH4 年排放量 2. 0 万 t [5 ] ,年农药用量 7. 8 万 t ,年 N 肥折纯用量 14. 6 万 t ,年 P 肥 6. 5 万 t ,N 素

流失 58. 1kg/ hm2 ,P 素流失 6. 1kg/ hm2 ;村庄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为 4862. 2 万 t ,污水中年 N 负荷量0. 3 万 t 、

P 负荷量 0. 04 万 t ,生活垃圾年排放量 45. 9 万 t ,表明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严重 ,除影响环境、破坏生态和危

害健康外 ,也阻碍了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与技术措施、政府直接控制手段和基于信息公开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相比 ,环境经济手段更适合我国

流域环境管理的体制和现阶段农业经济与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的实际。九龙江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发生的

直接动力是农业经营户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 ,其间接动力在于流域内外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 ,其发

生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工艺 (包括耕作方式、养分管理、灌溉系统、产业结构和布局等) 落后 ,与现有的生产水

平不相适应 ,农业经营者未将环境和资源价值考虑在内 ,片面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流域上下游、环境与经

济、人口与资源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 ,农业经营户发展经济的需求日益急切 ,资源利用速度和生产耕作速

度不断加快 ,产生了都市化和工厂化的农业模式。一方面农业经营户忽视和摒弃了在传统生产水平较低条

件下的与环境协调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措施的应用 ;另一方面目前先进的技术措施与经济利益尚无环境经济

机制使其挂钩 ,故在没有好的费效和经济刺激时 ,农业经营户难以主动执行非点源污染控制的技术手段 (技

术手段的局限性) 。因此若要有效控制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的发生界面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是其关键 ,环

境经济政策的引导是其保障。使用环境经济手段的优点一是良好的环境经济手段可以刺激农业经营户主

动选择最佳技术措施 ,促进削减和治理污染 ;二是可为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筹措资金 ,重点解决最主要

的污染和生态问题 ;三是通过环境经济手段引入市场机制后 ,促使降低政府和农户治理污染及进行农业生

产的成本 ,有使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最小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趋势 ;四是可以推进农业经营户生产过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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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公平 ,明确农业经营户的环境责任 ,促进流域资源的有偿使用 ;五是通过强化流域市场

机制的建立 ,协调流域上下游、农业各子行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刺激既得利益者如下游区域和

较高利润行业承担更多的环境义务 ,有助于促进流域“三农”问题的科学解决。

环境经济手段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的效果[6 ] ,环境经济手段设计的目标是建立与

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可协调经济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能促进农业经营户积极选择最佳控制技术、农业非点

源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手段体系。其设计原则是体现上下游环境义务关系、社会控制成本趋于最小化、税

费率稍高于控制成本、数量与价格控制相结合、可比较性及可操作性和低实施成本等原则[7 ] 。九龙江流域
表 1 　九龙江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手段 　

Tab. 1 　Environmental economic policies designed to control non2point source in Jiulong watershed 　

环境经济手段名称
Name of policies

功能描述
Function of policies

控制类型
Type of control

畜 禽 养 殖 税 对养殖总量限制 ,使小规模养殖户出局 价格控制

畜禽养殖业排污费 (税) 促 使 养 殖 户 达 标 排 污 价格控制

畜禽养殖业排污权交易 使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公平、持续进行 ,降低总控制成本 数量控制

化 肥 施 用 税 (费) 限制化肥过量施用 ,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价格控制

农 药 施 用 税 (费) 促进农药低量施用 ,降低农药危害风险 价格控制

低量施用化肥和农药补贴 刺激清洁农业生产工艺发展 (有机农业、绿色食品) 价格控制

化肥和农药施用保险市场 降低控制成本 ,避免农户因少施肥及农药引起的减产风险 数量控制

退 耕 补 贴 促 进 高 坡 度 土 地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价格控制

汇水区水土保持押金 刺激水土流失严重区域加强生态保护 价格控制

流 域 共 同 治 理 基 金 协调流域上 、下游的环境保护责任 价格控制

流 域 排 污 配 额 交 易 协 调 流 域 上 、下 游 的 环 境 权 利 数量控制

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环境经济手段

设计[11～13 ]见表 1。本文重点分析其中

4 个环境经济手段 ,即一是养殖业环境

经济手段 ,根据调查九龙江流域畜禽养

殖业 ,特别是生猪养殖业每年以 10 %左

右的速度增长 ,与其利润率较高 (高于

多数农业子行业) 有极大关系。而如何

对养殖总量加以限制 ,减少畜禽养殖业

对流域环境污染的压力 ,对养殖户收取

养殖税 (费) 属政策方向问题 ,畜禽养殖

业利润较高且对环境污染较大 ,仅靠收

取养殖税是不够的。大部分养殖户环

境意识不强 ,其污染处理设施未完全按

照设计要求正常运转 ,随意超标排放现

象严重 ,尤其是生猪散养户、禽类养殖

户和牛羊养殖户等其养殖数量大且密度高 ,根本无污染处理设施 ,养殖污染物随雨水冲刷进入河流 ,负荷巨

大 ,若对养殖户收取一定量的超标排污税 (费) ,可有效督促其粪污资源化 ,达标排污。同时若仅收取养殖税

(费)和超标排污税 (费) ,不利于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且有一定的不公平性 ,故若能在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将排

污权按照养殖规模比例出售 (分配)给养殖户 ,使排污权在以前的、新增的、规模大与规模小的养殖户之间流

通 ,可有效控制畜禽污染。二是农药和化肥施用环境经济手段 ,目前我国对化肥流通渠道进行了大量补贴 ,

但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 ,也导致农民大量施用化肥。九龙江流域系典型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区

域 ,且种植业对化肥农药的需求随产出的不断增加而增加 ,对水体环境营养盐和有毒有害物污染比重很大 ,

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单靠行政管理限制化肥农药施用量会带来失灵和扭曲 ,可尝试使用征收过量化肥和

农药施用税 (费)来引导农户进行费效分析。一般在无限制因子情况下其投入越多 ,则产出越大。九龙江流

域丘陵山体较多且人均耕地面积较少 ,人口压力较大 ,而农民要提高收入 ,只能通过不断追加大量的不可更

新的人工能量 ,不断加大农药使用量 ,甚至过量施用化肥农药以保证和提高产出。由于农户的风险管理策

略是理性而保守型的[8 ] ,如能对那些有较强环境意识的农民 ,因其少施用化肥农药而致农作物减产损失从

经济上给予补贴和风险投保 ,不失为既替农民着想又解决化肥农药面源污染的良策。三是水土保持环境经

济手段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是目前国内外对流域上游普遍采用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政策 ,由于该政策的

制定和实行是为从总体上保护生态环境 ,限制了当地人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 ,故政府应适当对当地

农民予以补贴。水土流失既是农业非点源污染源之一 ,也是非点源污染发生的载体 ,九龙江流域属水土流

失较为严重的丘陵地区 ,局部汇水区土壤侵蚀模数较大 ,治理流失和保持水土已成为事关流域全局的重要

任务 ,各级政府为此每年拨付大量专项资金 ,而这些区域受经济利益驱动 ,不能安排有效力量进行水土保

持。若能以汇水区为单位 ,实施水土保持押金制度 ,对全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建设将有激励作用。四

是流域整体协调环境经济手段 ,由流域共同治理基金 ,是出于环境利益的不均衡性所制定。对某个流域而

言 ,要使全流域环境污染从源头防治 ,强加给上游的环境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游经济发展权利 ,应按

照资源和环境的受益比例 ,分摊环境治理及生态维护的责任和费用。主要受益方应负担主要费用 ,且这部

分费用一是用以补贴上游经济发展的机会损失 ,二是用于综合治理污染和维护生态。流域中工业和农业、

城市和乡村、下游和上游、资源充裕地区和贫瘠地区、富裕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剪刀差”,也是建立流域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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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基金的重要原因。也可将流域排污权按照地域面积、经济产值、污染负荷及受益程度等比例分配给上、

下游区域 ,并进入市场流通 ,实行流域排污配额权交易 ,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市场机制下合理持续进行 ,

并保证从政策上倾斜及扶持不发达区域和行业的发展。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建立对污染治理十分有效 ,将

经济政策引入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体系中 ,即借助市场合理配置农业资源 ,有效控制面源污染 ,并将涉及农

业的各有关部门联合起来 ,建立农业、环境和经济等诸方面多目标的一体化产权、价格及税收协调机制 ,这

是解决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有效途径之一。

环境经济手段整合应用是将与控制对象有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某种合理方式整合在一起使用 ,以满足

其控制农业非点源污染的特定用途 ,其目的是减少环境经济手段的经济刺激形式重复 ,降低实施成本 ,提高

其控制有效性。一是价格控制手段和数量控制手段混合作用 ,其主要混合形式有畜禽养殖环境税 (费、补

贴)与排污许可权交易混合使用 ;施用农药化肥的补贴与保险混合使用 ;农药化肥施用税 (费) 与低量施用农

药化肥补贴混合使用等[12 ] 。其应用原则一是应以数量控制工具为主 ,以价格控制工具为溢出机制 (补充) ,

当边际控制成本曲线 C 斜率绝对值比边际收益曲线 B 斜率绝对值更大时 ,采用价格控制工具所引起的预期

社会福利损失较小 ;反之 ,边际控制成本曲线 C 斜率绝对值小于边际收益曲线 B 斜率绝对值时 ,采用数量控

图 2 　价格与数量控制手段的选择

Fig. 2 　Selection of control ways

in price and amount

图 3 　环境经济手段 Team机制

Fig. 3 　Profits for agent n

under various actions

制工具则较为合适[8 ,11 ,13 ] (见图

2) 。二是非点源污染控制的环

境经济手段 Team 机制 ,该机制

是针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

分散性和难管理性而建立的 ,实

施 Team 机制的原因是农田非点

源污染排放难以监测 ;在采用单

一环境经济手段时易引起农业

生产成本过高 ;某些环境经济手

段实施时的监测量太大 ;分辨非

点源污染责任时可操作性较差

等。Team 机制的原理是将汇水

区内经营户组建成多个队 ,根据汇水区各队出口水质分别实施环境经济手段 ;通过队和队员超标排污、主动

汇报和不汇报的态度收取不同税费 ,鼓励农户主动汇报排污情况 ,采取自律性技术措施以减少排污[14 ] 。

A 0 、A s、B 0 、B s 、E 分别表示队达标排放、队达标且有别的队员主动汇报超标排放、队超标且有别的队员主动

汇报超标排放、队超标且自己和别的队员汇报超标排放、队超标排放时 ,第 n 个农户扣除缴纳环境税费后不

同收益水平 (见图 3) ,该方法实际是引入公众参与和团队合作机制 ,通过环境经济手段的刺激作用 ,逼迫汇

水区各队及各队员内部协商和制约 ,并采取控制非点源污染的技术措施。

依据“十五”九龙江流域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成果 ,通过一定的环境经济方法初步概算了该区环境经济

手段的费用效果 ,若要全面控制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 ,年所需费用约 2. 6 亿元 ,占流域农业总产值的 2. 0 % ,

年用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费用 7356. 1 万元、农药化肥污染控制费用 2195. 3 万元和水土流失控制费用

6464. 6 万元及村庄生活污染控制费用 1. 0445 亿元。由于环境经济手段具有筹措污染资金的作用 ,故其本

身实施的效费比远大于 1。若所有控制费用全部通过环境经济手段来募集或内部消解 ,其费额仅占流域农

业总产值的 2. 0 % ,其费用概算前提是建立在可削减目前非点源污染输入的 60 %以上的近期控制基础上 ,故

其环境效果是可观的。能引起普通农户负担的环境经济手段 ,仅有畜禽养殖税 (费) 和化肥农药施用税

(费) ,而它们仅是流域环境经济手段的一小部分 ,其募集资金的总量较小 ,故对农业经营户的承受能力影响

较小 ,但对流域非点源污染的控制作用十分明显。若要在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中实施这些手段则需一

定的技术基础 ,而目前国内外较为先进的技术控制措施和学科交叉均为其提供了科技支撑。多数手段主张

将环境责任和费用通过市场机制内部消解 ,而不一定是从农户手中收取费 (税) ,且所构建的这些手段具有

专门的区域针对性 ,与当前国家提出的从国家层次上降低农业税并不矛盾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为其实

际运用中提供了体制保证。除农田排污税费外 ,大多数环境经济手段操作简便。

环境经济手段符合我国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的国情 ,适应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的要

求 ,能刺激农业经营户使用最佳技术手段 ,节约生产成本 ,有效削减非点源污染 ,促进农业生产过程外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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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的内部化公平 ,协调流域非点源污染控制各方面关系。但具体运用环境经济手段时 ,在准确确定其

实施系数和合理分配排污配额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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