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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外部性理论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分析,并对控制全球变暖的手段进行了评论;还对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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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气体是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长波辐射的自

然的和人为的气态成分,这些气体包括 CO2、CH4、N O X

和 CF CS等. 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长期增长, 向大气

排放了过量的温室气体, 使其在大气中的集聚增加, 降

低了地球向空间辐射热量的能力,就产生了温室效应.

据估计, 1990年全球 CO 2排放量将近 57 亿 t 碳,据估

测, 到 21 世纪下半叶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 1. 5 -

4. 5℃ ,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 0. 25- 0. 5m.

温室效应引起的气候变化对地球和人类正在带来

复杂的潜在的影响, 并具有不确定性. 这些影响表现

在: 地区温度升高, 海平面上升, 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突出,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

相对地更依赖自然资源, 其农业对气候的异常变化更

加敏感.

1　温室效应——全球范围的外部性

从产权角度看, 温室效应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外部

性, 但它对人类的效用是负的.产权是通过制度规定的

能够给所有者带来效益的权利束. 私人产权表明私有

资源及其属性能被完全赋予(充分性) , 具有排他性、可

转移性和可实施性. 产权得到明确和严格的界定时, 以

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将积极投资, 在边际成本等

于边际效益时达到效用最大化, 从而实现稀缺资源的

最优配置.

大气层及其对地球的保护作用是一种环境资源

(服务) , 地球上的人类和其它生物可以非排他性地、无

需转移(交易)地享受这些服务, 因此大气及其提供的

服务是纯公共物品, 是私人产权的另一个极端,不仅人

类, 所有生物都有权享用. 长期以来, 大气和它提供的

服务一直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免费资源. 只是由于近

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气温升高才使人们思考保持这种

“免费”资源的费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化石燃料的使

用等资源消费增加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 温室气

体的排放者对全球产生了复杂的负效应. 温室气体排

放到一定的程度使得大气层的服务质量降低, 人们从

大气获得的效用趋于减少, 于是发生了外部不经济性.

外部性是一个个体的活动对其他个体的福利或生

产函数产生的直接的、无意的影响. 在共有产权情况

下, 任何一个 CO2 排放者都会影响温室效应而不需要

付费. 据研究,世界上 70%的温室气体是发达国家在其

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排放的,由此对他们自已、发展中

国家和岛屿国家造成了影响或威胁.但是发展中国家

温室气体排放的趋势在以递增的速度增长, 外部性的

产生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别. 不同于一般公共资源, 温室

效应的外部性是全球范围内的.

2　控制温室气体的经济手段

如何控制温室效应? 这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过

程, 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活动, 各国实施对环境无

害的可持续发展是很重要的.

经济学的分析可以给控制温室效应带来启发. 假

设有 A、B、C3 个人,他们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负影响,

减少排放的活动就成为公共物品, 不存在激励使任何

人独立支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费用, 但每个人都愿

意拿出一定量的额外费用来支付减排成本. 图 1 表示

了提供公共物品的最佳数量,在这里就是温室气体的

最佳减排量. 横坐标 Q 表示温室气体的控制水平, 纵坐

标 P 是控制费用.曲线 P 1 是边际控制成本曲线, A、B、

C 分别是 3 个人对温室气体控制的支付者意愿

( W T P ) , W T P 依赖于消费者的效用水平. T 是W T P

的总量曲线,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

温室气体的控制水平是社会总体支付意愿等于控制温

室气体的边际成本时确定的.

全球环境基金 ( GEF )是一种资金机制, 它可为发

展中国家提供承诺援助以补偿控制温室气体活动所需

要的额外成本( Incremental cost ) . GEF 被作为气候公

约的临时资金机制为履约提供费用,它的资金是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诺认捐的, 各国认捐资金的背景



图 1　控制温室气体的最佳水平

和动机各不相同, 但反映了各国的支付意愿.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提出解决公共物品的手段: 行

政命令手段, 通过制定污染标准控制排放水平; 排放

税, 根据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对排放者赋税;交易许可

证, 向排放者颁发可以交易的排放许可证,排放者有机

会在市场上购买其需要的排放量.

行政命令是以信息完全为基础的. 各温室气体排

放国无论其国内科学技术和碳排放量的增长水平如

何, 只要其达到某一高层次机构规定的排放标准即可,

这样就缺乏积极性实施最小成本方案, 阻碍新技术的

采用. 因此经济学家倾向于收取排放税和排污权交易

手段.

排放税和交易许可证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控制手

段, 对温室气体的排放纳税须创造激励以说服潜在的

“免费搭车者”合作控制排放, 这需要向不愿合作的国

家转移资源(资金、技术等) .税收的规模将取决于各国

议定的减排数量,一些国家将成为纯粹的纳税者,另一

些将成为税收收入的受益者,因为有的国家即使纳税

后依然富有,而且将避免全球变暖的损害.税收再分配

与控制排放量和气候变暖的危害有关, 与保护臭氧层

相比, 控制温室气体的资源转移异常复杂.在后面的分

析中我们将发现排放税的困难是设计和实施.

向各国家发放排放许可证为全球控制温室气体设

计了一个准市场. 在此设计下各个国家将交易其排放

权直至边际减排成本等于排放权的价格. 如果许可证

价格高于减排成本, 排放者将出售许可证而宁愿采取

减排措施. 排放权交易的问题上, 某些大国温室气体的

排放量大, 这些大国之间的交易可能抬高许可证价格;

如何初次分配许可证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谈判过程. 另

外, 如果某个国家的排放量超过了许可界限,需要一个

高于各国的机制对它作出制裁.

无论哪种手段,都须以有效的制度安排为前提. 成

立专事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机构, 并高于各国有效实

施各种手段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理想. 但是,世界各

国主动谈判, 作出一些制度和组织安排可能是行之有

效的.

3　控制全球变暖的制度分析

如上述分析的,较之一般的环境污染, 解决全球性

的外部性时人们面临的是复杂难解的困境. 温室气体

控制手段在经济学理论上如此理想,以致于令人难以

置信其在控制全球变暖实践中的作用. 考察一下排放

权交易手段,由于减排温室气体相当于提供公共物品,

没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决定了人们必须设计出一个市

场并有效实施才能实现交易.若要有效地运用前述的

手段控制全球变暖, 各国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支持工具,

解决制度、交易费用、组织和实施等问题.

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导致了 1992 年

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议”, 会议上 155 个

国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今已有 128 个国

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批准了该公约, 1995 年在柏

林又召开了第一次缔约国会议.公约阐明,历史上和目

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的人均排放量较低, 但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增

加. 公约要求“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它们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

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里约会议要求, 在 2000 年前

将温室气体的产生量减少到 1990 年的水平, 工业化国

家能源消耗量高,温室气体排放量大, 因此有责任首先

采取减排行动, 气候公约还对联合履约、技术转让、资

金机制等问题作了阐明和规定.

正统经济理论在分析人类经济活动时忽略了信息

成本、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等概念, 制度经济学的新发

展为我们分析上述国际范围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

际行动提供了理论框架.

地球首脑会议上签署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缔

约国会议等组织和程序正是控制温室效应的制度安

排. 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作用而设定的一些制约,

它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进行交换的激

励结构. 在全球变暖中, 制度安排-气候变化公约及其

附属的政治设施的作用在于企图通过建立不同国家之

间的稳定的相互作用结构来减少全球范围内交易的不

确定性. 缔约方会议、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等组织是为了

全球环境的目的而设立的, 是公约实施机制的改进的

代理人, 它们的行为界限取决于制度本身.

为人们就全球变暖进行合作而设定的制度构成有

三个基本要素. 即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流中形成的、具有持久生

命力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 它是正式约

束的基础.气候变化公约是控制气候变暖的正式约束,

它的启动降低了市场制度的交易成本, 同时为缔约方

的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

制度的形成一方面减少了基于市场的行为的交易

90 环　　境　　科　　学 18 卷



费用, 另一方面提高了协同活动的规模收益.但协同活

动的副产品将是敷衍塞责和欺骗, 要保证制度所约束

成员间的合作就必须建立必要的交流机制,如检查和

惩罚机制. 气候公约及其它安排能否制定并实施有关

的监督机制是制度有效性的关键. 这种机制的强制性

是任何制度安排能够实施的基本前提, 检验实施和强

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缔约方对气候变化公约

的实施存在投机主义和信息的不对称, 将导致对公约

的偏离, 如果公约的强制性较弱, 违约收益低于违约成

本, 会弱化公约.

制度及其安排是当事人多次往复博弈的结果, 现

代经济学的分析表明,人们通过合作的决策进行交易

谈判而实现的效率往往是最大的.在面临全球变暖时,

各国的效用函数既依赖于本国的选择, 又依赖于其它

国家的选择. 不同缔约方集团之间在全球变暖外部性

上处于所谓的“囚犯两难困境”, 并存在谋求减少气候

变暖影响的共同利益, 具有合作的可能性.所以作出选

择是一个合作的非零和矩阵对策过程. 经过重复博弈,

我们会发现合作比单纯的“自私”更有利, 而合作所遵

循的规则就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容 .

4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交易费用

制度是各种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的复杂的

组合; 经济规则和各种子合约是通过政治决策来界定

与实施的. 气候公约及其实施需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提出各种要求,各政治团体会就

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履约方式、资金机制、联合履

约等进行政治游戏, 而且要付出代价来监督履行各项

承诺. 不同的规则可能导致不同水平的费用,因此制度

决定了制度内部的交易费用, 或者称为实施成本.如果

费用太高, 制度有时是无效的, 即使形成了,其持续时

间将不会太久.

交易费用的核心是信息的高昂代价, 一项公约的

制定和实施需要吸收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以确保效

率与公平的平衡. 各国政府向缔约国会议提交的各种

报告中包括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清单、气候变暖的影响、

控制费用等信息, 保证这些信息的充分性和确定性有

时要支付很高的费用.气候公约的交易费用由衡量温

室气体影响的成本、保持公约公平性的成本、监督实施

公约的成本等组成. 国际社会在实施控制全球变暖的

制度框架时,将尽量降低交易费用. 各个国家可被假定

使本国利益最大化, 希望以最少的资源和获取尽量多

的支持实现要求的控制水平.当不同缔约方集团之间

的交易费用非常高, 以致于高于受益时, 气候变化公约

会成为一纸空文, 这将引起制度创新.

5　联合履约( Joint Implementation)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阐明“⋯⋯这些缔约方可以同

其它缔约方联合执行这些政策和措施⋯⋯”.在柏林召

开的公约缔约国会议决定将在试验阶在段开展联合履

约的活动.联合履约是公约的一个弱性规则,是气候变

化的制度安排之一, 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但由于目前尚

缺乏完善合理的规定和程序,联合履约涉及各国的减

排量交易,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态度谨慎. 探讨

联合履约实施的可能性及实施方法在效率方面或许有

积极作用. 联合履约试验可以遵循下列规则进行:

( 1)联合履约活动不能改变每一缔约方根据公约

所作的承诺;

( 2)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可以在自愿基础上

进行合作, 通过转让技术和提供额外资金共同减排温

室气体;

( 3)联合履约的项目或活动应与国家的环境战略

和优先重点相一致;

( 4)在试验阶段通过联合履约活动减少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不能计入任何缔约方的减少额.

6　结论性评述

控制全球变暖趋势的制度安排是减排温室气体的

市场手段存在过高交易费用的结果,公约本身的谈判

等系列政治规则的费用有时也非常高. 但是谈判及督

察公约的成本比无制度的市场交换费用低.

制度创新是一个复杂且费用很高的过程, 可以把

“制度”作为一种稀缺要素来进行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

费用- 效益分析方面,全球变暖制度供给具有不确定

性而难于预测和精确估计制度安排的效益, 因些作出

有效的分析是困难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 国际社会不能

因为存在不确定性而停止合作或不履行为气候变化所

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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