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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破坏带来的危机，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亦日益突出
。
人类总结历史，得出的深刻结论和正确选择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环境污染不仅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不加以有效的控制，
还会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甚至生存。
所以，环境问题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解决我国环境问题的瓶颈在于资金问题。
我国长期环境恶化并难以得到实质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环保投资严重不足及环保投资的效率低下。
作者首先对国内外的环保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找出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及存在的薄弱环节，确定
研究重点；并深入研究了我国环境污染的原因及其与环保投资的关系，希望通过有效的环保投资来解
决环境污染的深层次问题。
针对环保投资不足的问题，作者提出了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强调环保投资不能仅仅依赖政府投资，必
须走市场化的途径，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环保事业。
作者研究了吸引社会资金的多种具体途径，同时指出政府需要将环保投资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通过
减免税收、贷款优惠和补贴等多种形式给环保投资者以货币化的回报。
作者研究了各种环保投资的模式，指出环保投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佳的投资模式。
社会资金趋利的特点必将促使环保投资者提高投资效率，环保投资的日益市场化也更加需要科学的投
资决策方法，传统的投资决策方法体系不能完全满足其需要。
作者创新性地提出，采用实物期权方法建立更加科学的环保投资决策体系，解决环保投资效率低下的
问题；并尝试建立环保投资实物期权决策模型；通过采用实际案例进行模拟运算，发现实物期权方法
比传统的净现值决策方法更具科学性，能更好地避免有利的投资机会的丧失。
　　只有进行有效的、科学的环保投资，并将环保投资与其他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相结合
，政府和整个社会都积极参与环保事业，才能真正促进环境的改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好我
们美丽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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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生产的和消费的物品以及服务的行为不以市场为媒介，但却对其他
经济主体产生附加效应的一种现象。
在经济生活中，外部性问题普遍存在。
外部性可以理解为，没有适当地反应在生产和消费中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是没有在
正常价格体系运行中得到反映的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其他活动者福利的影响。
或者说，这种影响不能通过价格来反映，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非市场的影响，不能影响市场有效配置
资源的能力。
　　人类经济系统对自然环境系统的作用既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物品。
物品也可称为人类作用了的环境，既包括污染了的环境，也包括保护了的环境，可统称为环境产品。
环境产品多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存在显著的外部性，具体表现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庇古和科斯通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这类经济学概念，对正、负外部性作了进
一步的说明。
正外部性是指个人消费特定的物品时，社会会得到外部效益，即社会边际效益高于个人边际效益，如
教育、公共卫生、通讯和社会秩序等，也成为外部经济性。
负外部性，也称为外部不经济性，是指社会边际成本大于个人边际成本，即企业不仅要支付个人边际
成本，而且要使社会支付外部成本，如环境污染、拥挤等。
　　因此，环境产品的生产与一般产品的生产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要表现为生产环境产品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存在不一致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产品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那么，该种产品就不存在外部性。
环境产品却不同，其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因而产生一个外部成本和外部效益。
外部成本是负外部性产生的根源，即生产或消费某种物品时，不仅该生产者或消费者必须承担部分费
用，而且社会上其他人承担了其余费用部分，比如环境污染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行为。
因为人类生产、消费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入环境，使环境的组成或状态发生了改变，超过了环境容量
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结果环境质量恶化，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由于社会收益小于私人收益，按照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是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
正外部性产生的根源是外部收益，即人们在生产或消费某种物品时，不仅该生产者或消费者享受到收
益，社会上其他人也因此享受到部分收益。
比如环境治理就是一种典型的存在外部收益的正外部性行为。
经济学中“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就是由于外部效益的存在。
　　环境污染是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而环保投资是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
怎样将其正外部性转化为收益进行定量化衡量，是进行科学投资决策的关键点之一，也是本研究要重
点解决的问题。
要将正外部性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收益，解决思路可参考负外部性的解决方式，即通过税收和明确产权
的方式解决。
对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有两条思路：一条是以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思路，另一条是科斯提出
的产权管理思路。
政府通过征收“庇古税”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加到企业的成本中去，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
帕累托最优。
罗纳德·科斯从“产权界定”人手，探讨了外部性的治理，认为只有当交易成本足够小，并且收入影
响忽略不计时，通过私人谈判和产权的适当界定将会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因而经济学
上把通过“产权界定”来治理外部性的经济手段称为科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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