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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 高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人类活动对近岸

生态环境的影响 日益加剧 特别是城市工 业废水
、

生活 污水
、

水产养殖

等废水的排放
,

使得近岸海域海水 处 于一 定的富营养水平
。

使得海湾

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
。

同时海湾具有对排海污染物的 自然缓冲
、

同

化和净化能力
,

使得海湾具有一定 环境容量以容纳污染物的排放
。

从

某种角度看
,

环境容量是指在某一环境标准下
,

环境所能容许的最大污

染负荷量
,

它随环跪 自净能力 强弱 而 不同
。

本文首先对环境容量的起源进行追 溯
,

然后详细地介绍 了海湾环

境容量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理论解释
,

最后从定义
、

来源和价值构成等

方面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价值 内涵进行详细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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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量的定义

环境容量
,

又称为环境的承受力
,

是从生态学发展起来的概

念
。

年
,

比利时数学生物学家 弗胡斯特认为生物种群在

环境中可以利用的食物量有一个最大值
,

相应的动物种群增长也

有一个极限值
,

这个极限值在生物生态学中被定义为
”

环境容量
”

 
。

年 日本学者首先将
”

环境容量
’·

的概念借用到环境保护科

学中来
,

提出在环境保护领域
,

环境容量是
”

人类生存和自然状态

不受危害的前提下
,

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负荷

量
” 。

联合国海洋污染专家组 【 年正式定义了这一

概念   叩    计  !

 
心   

     解

 
 罗   

, 叮

 
,

 拟   记

】  
。

目前
,

不同国家的学者正在相继展开海洋环境容量的深人研

究
,

并提出了海洋环境容量的预警原理 伊     
。

目

前
,

欧美国家的学者较少使用环境容量这一术语
,

而是用同化容

量
、

最大容许纳污量和水体容许排污水平等概念
。

海湾环境容 价值

海湾环境容量作为一种资源
,

具有一般资源的许多特点
,

目前

理论界对资源价值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大

卫 李嘉图创立
,

后经马克思发展至成熟的价值论体系
。

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考察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的价

值
,

关键在于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源是否凝聚着人类的劳动
。

因为

对 于环境资源有无价值及其价值来源
,

马克思并未明确论述
。

目

前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的观点
。

一些学者认为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创造的

劳动产品
,

是自然界赋予的天然产物不存在人类劳动
,

没有价值
。

劳动价值论无法解决环境被无偿开发
、

自然资源被无偿或低价使

用的问题
,

它对于资源和环境研究
,

是个盲点
,

根本不 适用
。

另外

一些学者认为 当今社会
,

为了保持自然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需求

相均衡以及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需求相适应
,

人们投人大量的人

力
、

物力和财力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和再生产
,

环境资源已不再是

纯天然的自然资源
,

它有人类劳动的参与
,

打上了人类劳动的烙

印
,

因此具有价值  
。

上述两种观点都以是否凝聚人类劳动为出发点展开论证
,

结

论刚好相反
。

第一种观点没有立足现实
,

在经济不发达时代
、

环境

资源丰富的时代
,

环境没有价值
。

第二种观点虽然承认环境资源

又价值
,

但没有涉及到对环境资源本身被耗费的补偿
,

最终还是没

有完全避免环境资源被无偿私用
。

因此
,

我们不能以劳动价值论作为衡量环境资源价值的唯一

标准
,

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前提不具有普遍意义
。

从亚当 斯

密
、

大卫 李嘉图到马克思
,

他们没有将自然资源有价值作为论证

前提
。

 效用价值论 所谓效用是指物品或劳务满足人们欲望的能

力
,

效用价值论则是从物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

主观心理评价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
。

效用价值论最早表

现为一般效用论
,

世纪 年代后发展为边际效用论
,

该理论既

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大理论支柱
,

也是西方价值理论中最主要

的流派
。

其内容如下

第一
,

效用价值论认为
,

一切生产都是创造效用的过程
,

人们

获得效用却不一定非要通过生产
,

通过大自然的赐予也可以获得
。

第二
,

商品的价值量不是决定于它的总效用或平均水平
,

而是决定

于它的边际效用
,

即满足消费者最小欲望那一单位的商品的效用
。

运用效用价值理论可 以很容易得出环境容量资源具有价值的

结论 自然资源和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缺少的
,

对人类具有

巨大的效用
。

此外
,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技术进步
,

环境容量的

稀缺性也越来越明显
,

因此环境资源具有价值
。

疮在价值论  从哲学角度看
,

一个系统只要有主体性
,

就

可能具有价值
。

是否有目的性
、

方向性和需要
,

是构成主体的重要

判断依据
。

没有理由认为
,

人类是世界上惟一 的主体
,

因此只从人

类的角度看某客观事物是否具有价值
,

或者只从人类的角度对客

观事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是没有道理的
。

这样
,

价值主体应该可推

广到具有某种目的性
、

方向性和需要的非人类事物
,

如动植物
、

生

态系统
、

社会有机体等
,

而一物是否有价值
,

不一定需要经过人的

评估
,

只要它能满足具有主体性的物的某一方面的需要
,

就可 以具

有价值
。

由此
,

从哲学意义上可 以将环境容量的价值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与人类的存在
、

利用和偏好无关的价值
,

它是环境容量

自身所具有的价值
,

这种价值被称为环境容量的内在价值
。

另一类是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价值
,

这种价值既可 以

是一种认识价值
,

也可 以是一种赋予价值
,

这种价值被称为社会价

值也可以称之为工具价值
、

手段价值和外在价值
。

在这对关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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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主体
,

环境容量是客体
,

环境容量能够提供满足人类生存
、

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性商品和舒适性服务
,

因此对人类来说

环境容量是有价值的
。

由于人们的需求是按生存需要
、

发展需要

和享受需要从低到高不断发展完善的
,

因此环境容量的价值也越

来越大
。

 生态价值论 生态价值论 是从生态经济系统角度来考察

资源价值的
,

生态经济系统包括两个部分 一 是自然系统
,

二是社

会经济系统
。

生态环境价值包括生态系统的较为虚的
、

无形的功能价值和

环境系统中较为实的
、

物质性的产品效用价值
。

生态环境价值论

中的价值是价值哲学中的价值
,

强调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需要

和满足关系
。

主体有某种需要
,

而客体能满足这种需要
,

对主体来

说
,

客体就有价值
。

在人类和环境这类关系中
,

人类是主体
,

环境

是客体
,

环境能提供满足人类生存
、

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性商

品和舒适性服务
,

对人类来说
,

环境就是有价值的
。

生态环境的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
,

其价值的大

小决定于它的稀缺性和开发利用条件
。

采纳了劳动价值论中通过

劳动使物品具有使用价值
,

和效用价值中边际效用
、

稀缺性等论

点
,

合并而成的生态环境价值论
,

具有综合性
、

普适性和可操作性
。

海湾环境容 价值内涵

基于上述研究
,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海湾环境容量的价值的定

义
、

来源及其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进行重新认识
。

 海湾环境容量价值的定义 环境容量价值是指环境容量满

足人类经济发展
、

生活需要及生态环境的属性和能力
。

因此
,

海湾

环境容量的价值就是指海湾环境容量满足海岸带地区人们生存和

发展的属性和能力
。

 海湾环境容量价值的来源 海湾环境容量的价值主要来源

于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容量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的物质属性
,

即为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前提
。

二是人们在认识
、

利用
、

保护和

恢复环境容量资源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

人们认识到这种资

源的有用性
,

在利用过程中投人了大量的劳动
,

当环境容量收到破

坏时
,

对其保护和修复同样需要投人大量的人力
、

物力
。

价值构成

海湾水环境容量从其功能及其作用来看
,

其价值应包括三 部

分
。

第一部分是由于利用了水环境容量使水质达到一定标准而节

省的污水人工处理费用 第二部分是由于水环境容量的净化作用

使水质改善而增加的对人类及 自然环境 的效益  
。

为了计算方

便
,

本文认为社会经济效益主要是水环境容量对经济发展中工业
、

农业
、

渔业
、

旅游业
、

服务业等带来的效益
,

用经济效益来表示
,

可

以 由国民生产总值来反应 第三部分是第三部分是由于水环境依

靠自身特性而保持一 定水质目标所带来的生态效益
。

因而
,

单位

水环境容量的价值可 表示为 △  △ △ △

其中
,
△ 为某水体对 种污染物单位容量的价值 △ 为

人工处理 种污染物以达到同一环境标准所需的费用 △ 为水环

境对 种污染物的单位容量引起的环境改善的效益
。

某一特定的海湾环境容量资源的总价值应等于单位环境容量

的价值 △ 与其总资源量 认飞 比积 △

从宏观上考虑
,

在一定的社会
、

经济及科技条件下
,

某一海域

的单位水环境容量的平均价值 △ 可视为常数
。

可见
,

海域水

环境容量资源的价值 卫 与其资源量成正 比
,

即资源总量越大
,

其价值也越大
。

研究意义

人类活动对海湾环境容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呈现出超出

其承载能力的趋势
。

研究海湾环境容量的价值是实施人海污染物

总量控制的基础
,

控制和减少陆源污染是改善近岸海域环境状况

的根本之策
,

是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有效方法
。

对海湾环境容量的影响及损耗的货币化评估具有如下意义

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人类活动对海湾环境容量的巨大影

响
,

并为保护近海环境提供理论基础 对环境容量的研究可以为海

湾地区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以及制定相应的消减方案提供科技支

持
,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将海湾环境容量的价值估算与其合理利

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

在国内尚罕见报导
,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

【参考文献】

【林辉
,

张元标
,

陈金 民 厦 门海域水体 富营养程度评价  台湾海峡
,

加
,

今

 罗杰
,

角 曼
,

马越 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阿
,

中国经济 出版社
,

咖
」  

址泊  朗

 !
 

 陈伟琪
,

张洛平
,

洪华生
,

等 近岸海域环现容童的价值及其价值 量评估

初探  厦 门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句 卜

 董小林主编
,

环 境经济学
,

北 京
,

人民交通 出版社
,

的

 刘传江
,

候伟丽主编
,

环境经济学阿
,

湖北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刀李金 昌
、

姜文来
、

靳乐 山
、

任勇编著
,

生态价值论
,

重庆 重庆 大学

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