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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作的探讨，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方面，
有所探索、有所推进。
作者自认为，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中有所进益。

　　第一，本书作者首次提出，要超越微观、宏观的视野，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可持续发
展问题。
并指出，只有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可持续发展所讨论的核心问题(环境库茨涅兹曲线、绿色经济
核算、代际公平等)才有真实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努力方向。

　　第二，本书较为全面地讨论分析了带有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全球治
理、全球性公共品、国际环境协议、全球污染权交易、全球生态贫困、全球性生态功能区、全球可持
续发展中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度等)，尤其对全球环境公平、全球性公共品、国际环境协议等问题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借鉴性的研究结论。

　　第三，本书注重对既有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进行实证分析，如，对《蒙特利尔协议》和《
京都议定书》进行的深入解析，对污染权交易与庇古税等市场化机制的比较分析，对碳金融、碳税、
碳关税、财政生态补偿等进行的分析，从实践中归纳并加以理论分析，总结出了诸多有助于进一步推
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可借鉴性经验。

　　第四，本书作者基于对相关问题所作的深入全面的分析，提出了若干具有创新性的实践主张。
如，应对气候变化强化历史累积者责任、消费者责任以及生态受益者责任的主张；改进《京都议定书
》框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生存权并向所有国家分配配额、增加可信的度量和监管机制、形成
动态正反馈的激励机制的主张；发达国家要与贫困者达成一个以经济利益换取减少生态环境损耗的全
球贫困治理契约的主张；将生态功能区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予以分散化实现永久保护的主张；等等。
这些主张，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并对现实有其积极意义。

　　第五，本书力图在理论上完善国际环境责任分担的公平性准则，阐述清楚国际环境合作达成博弈
均衡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解决的责任分担涉及的多方面问题，进行理论的和实证
的分析。
为后续研究(针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出可量化的公平分担准则，分析各种减排方案能否达成博
弈均衡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合理分担国际环境责任提供依据等)打下了研究基础。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书籍目录

导论
第1章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现实背景
　1.1工业化、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性不可持续问题
　1.2面对日益严峻局势而采取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行动.
　1.3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若干主题：对现实问题的归纳
第2章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概论
　2.1“人类整体利益”及其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意义
　2.2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人类整体层面上才有意义
　2.3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提出
第3章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
　3.1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
　3.2公平与正义的一般理论—
　3.3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公平与正义
　3.4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3.5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公平问题
第4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全球治理
　4.1全球环境领域需要进行全球治理的若干问题
　4.2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及其难点
　4.3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若干案例
第5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全球性公共品
　5.1全球性公共品：概念及其辨识标准
　5.2全球环境公共品问题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
　5.3构建“国际环境合作组织”解决全球环境公共晶问题的探索
第6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合作博弈：国际环境协议问题
　6.1国际环境协议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
　6.2国际环境协议问题的主要研究内容
　6.3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履约困境：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6.4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各种理论认识
本章附录：相关模型及其推导
第7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合作博弈：国际环境协议案例解析
　7.1《蒙特利尔协议》签约意愿的理论解析
　7.2《京都议定书》签约意愿的理论解析
本章附录：《蒙特利尔协议》签约意愿的计量分析与《京都议定书》下的政策模拟
第8章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市场化机制：污染权交易
　8.1污染权交易
　8.2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碳排放权贸易
　8.3污染权交易机制与其他环境政策机制的比较
第9章全球性环境影响制约机制：金融、税收、财政
　9.1制约全球性环境影响的金融机制
　9.2制约全球性环境影响的税收机制
　9.3制约全球性环境影响的财政补偿机制
　9.4制约全球性环境影响的关税机制
　9.5制约全球性环境影响的关联机制
第10章全球性贫困与生态贫困的治理
　10.1贫困问题与生态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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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关联性
　10.3全球贫困治理与生态维护相结合的实践
第11章全球性生态功能区的治理
　11.1生态功能区保护中的利益关系
　11.2永久保护生态功能区的对策主张
　11.3以生态联系为纽带协调区域生态一经济利益的主张
　11.4借鉴各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应用于全球性生态功能区管理
第12章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度
　12.1形成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全球生态伦理
　12.2形成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全球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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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全球性公共品由于其“代际性”和“国际性”两个特性，理论上的解决思路是通过谈
判达成一个合作组织，也就是实现合作均衡。
全球性公共品的供给，归根结底是由各国分担成本而形成供给机制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供给的加总问题。
“技术加总”属性虽然不是全球性公共品的特性，但是对于技术加总的特定假定却可以显著地影响合
作组织的规模，因此全球性公共品理论对于“技术加总”属性给予了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桑德勒（1999）把公共品的供给加总模式分为三种：（1）线性加总模式，即：总的公共品数量是各国
的公共品供给的直接累积或者是加权累积。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参与者的贡献都相同地影响着期望的结果，因此，所有的贡献在功能上都是相同
的。
但是，此种战略很容易导致集体行为问题，即个别参与者会利用不做贡献的方法来威胁其他参与者，
如继续使用氟利昂等，从而实现自己特殊的利益。
（2）最弱联系模式，即：总供给等于各国供给中最小的那一个分供给。
如防止疾病传播和避免国际恐怖主义的预防措施等。
由于许多全球性公共品，如国际秩序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弱的环节（类似于里昂惕夫型式的生
产函数或“木桶理论”，各部分之间不可替代），必须将所有国家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要提高弱势成
员方的能力，如向其提供援助以发展其国家能力等。
但是，这样容易导致“败德行为”的产生，弱势成员方会故意不去提高自身能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
国际援助，影响此类全球性公共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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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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