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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测度

一、IPAT恒等式

     一般来说，经济对环境的显著影响取决于人口

数量、人均消费以及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在其他

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将随着人口规模、人

均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技术的资源密集度的增加而

增加。这个恒等式可以表示为：

I   P*A*T

    其中，I表示影响，P表示人口数量，A表示富裕程

度，T表示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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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T恒等式

例子：计算2000年全球的CO2排放量

I=人口数量*人均GDP*单位GDP排放的污染量或攫取的资源量

    基本数据如下：全球总人口数为60亿，全球人均GDP为

7000美元，2000年全球平均生产每单位GDP排入大气的CO2量

为0.00055吨。  

     根据IPAT恒等式，可以计算出200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为231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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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T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模拟

（一）人口

    人口统计学家通过研究人群的行为，以未来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假设为基

础，形成对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表5-1为联合国人口学家对2050年不同生

育率假设下世界人口作出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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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T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模拟

（一）人口

    通过对未来人口生育率的不同假定，我们可以构建不同的情境，然后来检验人

口在不同预测情境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这里将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代入IPAT恒

等式，可以得出2050年全球三个不同预测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表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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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裕程度

    现在使用IPAT恒等式来分析日益增长的人均GDP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根据表5-3的第三列数据所示，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50年

增长了7倍是由于经济的增长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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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PAT对经济增长的环境影响模拟

（三）技术水平

       根据IPAT恒等式进行情境模拟，包括人口增长假设、人均GDP增长假设

和技术变迁假设。假设只有T改变，而A和P如上所述，那么I将随T的改变而改

变，也即是说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大小将取决于技术变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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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价值观

（一）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v一种观点认为：立足于劳动价值论下的各种不同的结论，都没有解决环境资源被无偿

使用的问题。

v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固然没有考虑环境资源等现实问题，但如果立足于经济

尚不发达、环境资源问题还不突出的年代，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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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价值观

（二）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效用价值论是从物品满足人

的欲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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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过程的经济理论。运用效用价值

论很容易得出环境具有价值的结论

，因为环境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

缺少的，无疑对人类具有巨大的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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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价值观

（三）基于均衡价值论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均衡价值论即均衡价格论，是把供求论和各派的边际效用论、生产费用论融合成

一体的调和价值论。

    均衡价值观严格意义上讲仍然属于效用价值观中的一部分内容，我国有学者把它

单列出来作为一种环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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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价值观

（四）基于存在价值论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v存在价值论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部分和非使用价值部分。无论是劳动价值论

，还是效用价值论，都不认为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有价值。

v全面反映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是建构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存在价值

的测度是环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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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资源价值的内涵

（四）基于存在价值论的环境资源价值观

v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固有的自然资源方面的价值，即比较实在的物质产品的价值，或者说有形的资源值，简称资源

价值。

2.基于开发利用资源的人类劳动投入所产生的价值。

3.固有的生态环境功能价值，即无形的生态价值，自然环境要素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价值，包括

维护生态平衡、促使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等功能的价值。

4.环境资源中的各要素，尤其是生命体，它们固有的与人类利益或使用无关的存在下去的价值，

保持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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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环境资源价值

三、环境资源价值的特点

空间差异性

负效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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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资源价值的评估方法

    

          直接市场法

     揭示偏好法

     陈述偏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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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KC假说的提出

         1996年，Panayotou借用

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

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

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

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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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KC的假设基础

EKC的假设基础设计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它反映的是经济在不同增长阶段存在

的结构性问题。

（二）因为人们生活变得富裕，所以他们愿

意花费更多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

（三）与许多高收入经合组织（OECD）国家

最近的历史经历有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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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KC的理论解释

（一）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二）环境质量需求

（三）环境规制

（四）市场机制

（五）减污投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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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KC的理论争议

（一）内生的缺陷

    Arrow等批评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

不能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

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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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KC的理论争议

（二）适用的局限性

1、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具有多种形态。

2、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

3、EKC的长期性问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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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与环境问题

一、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

n（一）旅游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

开展旅游活动有助于保护和修复历史建筑等遗产。

旅游开发有助于当地环境的改善。

开展旅游资源调查有助于生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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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

n（二）旅游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

生态环境污染。

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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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与环境问题

二、旅游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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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旅游经济发展的外部性与环境问题

三、旅游经济发展的环境影响调控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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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一、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与发展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
）共同发表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

v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
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v它包括两个重要概念：

     需要的概念

     限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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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二、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途径
      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是指旅游业发展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
境等方面利益相协调的角度出发，确保旅游业发展的资源能用来“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而不危及满足今后各代人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观念。

v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旅游业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它的发
展本身就是对其他领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促进。

    二是就旅游业本身而论，也存在一个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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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思考与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