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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管理者和排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环境管理的一大障碍 应用激励机制设计理论设计了有限信息下应

用排污收费对排污者进行管理的一种激励机制 这种机制将起到激励真实信息的作用 利于减少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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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特征 环境管理机制的运行需

要依靠信息在系统要素间的传递 一个有效的激励机

制将简化信息传递过程的复杂性 降低机制的信息成

本 本文主要研究因缺乏全面个体监测而导致信息不

完备时对工业废水收费进行管理的一种激励机制 

1  工业废水收费面临的问题

排污收费是我国环境保护经济手段的主体 但是 

工业废水成分各异 其收费不仅要考虑水量 还要依据

废水中所含污染物的浓度或总量 对每个企业废水的

各种指标进行实时或高频度的监测需要较高的技术水

平 !人力和资金 由于成本过高 这种个体监测无法全

面实施 这样一来 工业废水的收费就无法完全依据监

测的真实值而进行 目前我国实施的工业废水排污收

费制度中 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监测指标较全面 频度相

对较高 许多企业则监测程度差 依据企业上报的数据

或是根据以往的监测值进行收费 这样因监测不完备

而进一步导致收费不足 尤其是 在实行与污水集中处

理企业的经营直接相关的使用者收费制度后 如果由

于信息不完备而导致收费不足 则污水处理厂实际接

收的废水量与收费收入不符 即使收费标准设计得科

学合理 污水厂的实际运行也将受到影响 

2  激励机制设计

在对工业废水收费进行管理时 如果监测不完备 

可以采用排污者与管理机构之间的激励机制形式来保

证系统实施 当个体监测不完备时 管理机构可以只监

测接受水体或污水干管的接收点处的总量 称之为/系

统特征值0 假设实测总量为 ⊥Ε ,而各企业上报的排污

量加总为 Ε .如有 ν 个企业排入此排污系统 , Ε =

6
ν

τ = 

Ει .管理机构通过观察
⊥Ε 和 Ε的关系 ,可以发现上

报数据是否真实可信 .假如 Ε  ⊥Ε ,则信息真实 ,依据

各企业上报信息进行收费 ;如 Ε  ⊥Ε ,说明至少其中一

个企业少报了排污量 .但由于缺乏全面个体监测 ,无法

将数据差额直接归为某个企业 .这时 ,就要设计一个机

制 ,诱导企业上报真实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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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Πι( Ει , βι)表示 ι企业排放量为 Ει时的收益 , βι

为企业交费额 ,设 Κ为收费标准 ,则其污水收费额为 βι

 ΚΕι .用 Πι表示企业产污总量 , Χι 表示治理成本 , Πι

表示企业生产获得的收益 ,则 Πι( Ει , βι)  Πι  βι  Χι

( Πι  Ει) .下面研究有效的激励机制应该具备的条件 .

研究表明[  ,] ,如果一个合同满足如下 °最优条

件 ,则是有效合同 .

211  有效激励合同条件

如果一个由 ν 个企业组成的系统中 ,不存在 β 3
ι

和 Ε 3
ι 满足

() Πι( β
3
ι , Ε 3

ι ) Ε Πι(
⊥βι ,

⊥Ει) , Π ι ;

()对某些 ι , Πι( β
3
ι , Ε 3

ι ) > Πι(
⊥βι ,

⊥Ει)

则系统是 °最优的 .

其中 , Ε 3
ι Ι [  , Ει)表示第 ι企业谎报的排污量 ,

β 3
ι 表示谎报时的收费 .用 ⊥Ε  ι  ( ⊥Ε , , , , ⊥Ει   ,

⊥Ει   , , , , ⊥Εν)表示除 ι外其余企业均上报真实信息

的情况 ,则上述最优条件意味着

8ι = Π(β 3
ι , Ε 3

ι , ⊥Ε− ι) − Π(⊥βι ,
⊥Ει ,

⊥Ε− ι) <  ,

Π Ε 3
ι Ι [ ι , Ει)

  运用有效合同条件 ,可以设计一些机制来诱导企

业真实信息 .这些机制有多种形态 .总体上可以分为预

算平衡(∏2和非预算平衡两大类 .所谓预

算平衡型 ,意味着由全部排污者交纳的总费用与实际

的排污量相符合 ,而非预算平衡型则是全部排污者承

担的费用不同于总排污量的收费额 .下面是笔者设计

的一个预算平衡型的激励机制 .

212  激励机制

ν个企业排入同一河道或排污口 ,管理者以 Φι 概

率对其中企业进行抽测 .如果企业上报的总排污量与

实测的系统排污总量相同 ,则依据各企业的上报数据

进行收费 .如果企业上报的总排污量小于实例值 ,被抽

测企业谎报 , Ει 
⊥Ει ,则对其罚款 Φι , Φι大于系统上报

值与实测值之差那部分的应交费用 .其他企业按上报

数据交纳排污费用 ,并且 Φι扣除支付数据差异那部分

收费外 ,余额在这些企业中按比例分配 ,作为奖励 .如

果抽测未能发现谎报企业 ,则上报值与实测值的差额

部分收费由所有企业按比例负担 .

设 µ 为谎报企业 , <ι = Ει/ Ε , <χι = <ι 6
ι Ξ µ

<ι ,则

机制的数据学表述为 :

如果 6
ι

Ει =
⊥Ε ,则 βι =

⊥βι = ΚΕι ;

如果 6
ι

Ει =
⊥Ε ,则 βι = β 3

ι =

Φι , 概率为 Φι Ι ( ,)

⊥βι − <χι [ Φµ − Κ(⊥Ε − Ε)] , 概率为  − Φι

当 6
ι

Ει <
⊥Ε 时 , 则 6

ι

β 3
ι = Φµ + 6

ι Ξ µ

⊥βι −

6
ι

<χι[ Φµ − Κ(⊥Ε − Ε)] = 6
ι

⊥βι ,这说明对管理机构来

说 ,保证其实际收费额与排污总量相符合 ,机制是预算

平衡的 .

激励机制的有效条件要求

8ι = − ΦιΦι − ( − Φι){
⊥βι − <χι[ Φµ − Κ(⊥Ε − Ε)] } −

Χι( Πι − Ε 3
ι ) − [ − βι − Χι( Πι − Ει)] < 

()

  由于 8ι是 Φι的严格递减函数 ,因此 ,一定存在 Φι

Ι ( ,  ] ) ,使得 8ι   .这意味着 ,只要 Φι 取值足够

大 ,则可以保证机制有效 .

3  应用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通过实施管理者和企业之间的激励

机制 ,可以诱导企业上报真实信息 ,保证水污染收费这

种环境管理手段的实施 .下面分析上述机制涉及的一

些问题 .

()对企业抽测的概率 Φι 越大 ,则罚款 Φι 可以越

低 ,这从公式 可以看出 .因此 ,如果 Φι很高 ,意味着发

现谎报者的可能性更大 ,则 Φ可以设置得较低 .由于 Φ

的设置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 Φι  Κ(⊥Ε  Ε) ,且保证

Θι  ) ,因此 Φ的水平不设得过高这一条很重要 .在

监测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 ν 越大 , Φι 越小 , Φ越有可能

大 ,所以 ν不宜过大 .

()机制的有效性并不依赖于抽测一定发现谎报

者 .只要 Φ和 Φι设得合理 , 8ι  保证系统是 °最

优的 .对企业 ι ,如其余企业真实上报 ,它的最优策略也

是真实上报 .( ⊥Ει ,
⊥Ε  ι)是一个 均衡解 ,但不一定

是唯一的 均衡解 .当 ι企业认为其余企业有可能

谎报时 ,它也要在真实与说谎之间权衡 ,但整个系统的

总收费额保持与排污总量相符合 .

() Φι的设置与管理者对排污企业的上报信息真

实性的判断有关 .如果没有任何这方面信息 ,则 Φι  /

ν ,即管理机构随机对企业进行抽测 .但是管理者一般

可以根据企业以往的 Ει 信息及某企业与其余企业的

排污量对比分析等许多手段来进行一定的推断上报信

息真实性的工作 ,这时 Φι 则有针对性 ,发现谎报者的

可能性更大 .尽管合同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一定发现谎

报者 ,但发现谎报者一方面可以给予谎报企业重额罚

款使其不敢继续谎报 ,也警告其余企业不要谎报 ;另一

方面罚款分配给其余企业 ,可以激励企业真实上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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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上述的机制模型只是个简单模型 ,是为了说明

研究的问题 .实际上可对 ν 个企业中的 µ 个企业实施

监测 ,概率为 Φι ,如发现不只一个谎报者 ,可以针对每

个谎报者收取与谎报量相关的罚款 ,罚款除负担收费

差额外 ,其余在未发现谎报的企业间按比例分配 .这和

简单模型并无本质区别 .

上述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同一个排污口的多个企业

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管理 ,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 ,只用

很少的信息成本(抽测概率 Φι) ,使设计的机制良好运

行 .在实际应用中 ,排污收费体系由环保部门负责管理

收费 ,使用者收费的监测管理可以在城建部门的监督

下由污水处理企业进行 ,相当于污水处理企业代行了

一部分管理职能 .无论哪种收费体系中 ,对不同企业都

要采取多种方法结合起来 ,既减少信息成本 ,又使系统

有效运行 .一般来讲 ,排污大户应该进行监测 ,因为它

们在排污总量中占据较大份额 ,有可能通过谎报而获

益很大 .对企业自报信息应该采用多种总量核定的方

法进行甄别 .对于一个排污口的多个企业 ,采用本节讨

论的合同方法或类似的合同方法 ,结合总量核定工作 ,

对可疑企业以较大概率进行抽测 ,可以起到激励真实

信息的作用 .

4  结论

环境管理的激励机制将极大地减少信息成本 ,提

高管理效率 .通过工业废水排污收费的激励机制设计 ,

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机制设计在环境管理中的应

用 .实际上 ,通过适当修改 ,本模型也适用于很多类似

的环境管理需要 ,如污染物总量核定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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