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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然而伴随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十七大报告里把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列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本书在深入、系统地论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对200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资源消耗、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损失进行了货币化评价，定量计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
代价。
在此基础上，利用绿色国民储蓄的研究框架，测算了中国各地区真实的国民财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分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空间格局，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供科学参考。
    本书可供从事地理科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和区域发展研究与教学的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
以及国家有关环境规划、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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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敏俊，浙江新昌人。
日本筑波大学博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环境经济研究室主任。
曾在筑波大学任教多年，2004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回国工作。
主要研究区域发展的空间组织、人地相互作用与资源环境管理政策。
已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6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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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绿色国民储蓄理论框架　第四节　环境经济核算研究进展    一、国外环境经济核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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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与绿色国民储蓄核算　　第一节　引言　　过去30年里中
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然而经济增长的代价过大，伴随经济增长的资源消
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中国的能源消费量由1978年的5.7亿t标准煤增加到2006年的24.6亿t标准煤，增长了3.3倍，占全球能源消
费量的比例达到11％；中国消耗的铁矿石从2000年的2亿t急速增长到2006年的6亿t，占全球铁矿石消费
量的比例达到45％。
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二氧化硫排放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1800多万t增加到2005年的2594万t，增长了40
％；废水排放量从1997年的416亿t增加到2006年的536万t，增长了30％。
2007年，我国创造的GDP占全球的6％，却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30％的铁矿和54％的水泥。
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将中国和印度同列为经济高增长、环境高污染的国家。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高增长转向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高增
长，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是科学认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消耗，不能反映自然资源的耗竭
导致的真实国民福利减少（Hartwick，1990；Hamilton，1995，1996）。
为了弥补现有国民核算体系的不足，各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运而生。
“绿色GDP”和“绿色国民储蓄”均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代表性方法。
“绿色GDP”是从GDP中扣除因发展经济而带来的资源环境成本后计算真实的经济发展水平，世界银
行提出的“绿色国民储蓄”则是以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后的国民储蓄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财富
（Pearce，Atkinson，1993；Hamilton，1994，1996）。
一个国家或地区维持一定消费流的真实财富才是反映其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指标，只有时间尺度上真实
财富是增加的，经济发展才可持续，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导致真实财富的减少（world Bank，2003）
。
“绿色国民储蓄”的动态变化可以反映真实财富的增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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