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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reproduction scale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long-term unreasonable us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amag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and deepen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scarce" 

resources with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commodity". The law of value plays a role in 

the reproduction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exchang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The more we deviate from this law of exchange, the more seriou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becomes. The goals of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controlling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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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长期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累积效

应，使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范围、程度不断扩大和加深。环境资源日益成为“稀缺”

性资源，具有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规律在人类社会再生产与环境资源

交换之间起作用。人类愈背离这一交换规律，环境污染和破坏就愈严重。保护

环境，控制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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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但由于人

类长期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在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其直接影响到人类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人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及寻求整治对策。现阶段是我国经济高度发展，环境质量严重退化，市场经济

占主体的社会新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环境问题寻求其规模并用之于指导

工作实践更具有现实意义。

1　环境问题是当代的一个经济问题

在生命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类的出现，使地球表层产生了一个新的“智

能圈”。人类不像一般的生物那样，只是用自己的身体来适应环境，而主要是

用自己的劳动来改造环境。人类把自然环境转化为新的适应于人类的生存环境，

而新的生存环境再反作用于人类。在人类人口数量较少，对自然的利用、改造

能力较小的人类婴儿及童年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时

期环境问题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导致的人类无法控制的地震、火山爆发、自然森

林火灾等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这些自然产生的破坏影响着人类和生物的活动

和生存。这一时期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使环境质量（环境质量是

对人类的产生、生存和发展而言的，它是由环境物质的种类、数量和性质决定

的）的退化还在其次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社会再生产（包括人类自身再生产、

物质再生产）规模的扩大，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张，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环境遭到人类极

为严重的污染和破坏，造成了一个从局部到全球的环境质量退化的局面，环境

质量降低到了一个直接影响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境况，导致了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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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的退化，从社会再生产与自然物质和能量交换方面考察，有其规律

性。在自然生态平衡的条件下，环境资源（指构成环境的自然因素的总体）虽然

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但是在社会物质再生产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中，

并不具有商品的社会属性，也就谈不上环境资源的价格和价值。人们可以“自由”

地开发和取用环境资源。在这种不包含价值量的物质交换中，环境资源的拥有

者——人类，并不需支付“使用价格”，就获得利用自然资源的好处。

然而严峻的现实是：大片森林消失，气候变暖，土地沙化盐碱化，矿物资

源枯竭，地下水位下降，水域和大气严重污染。人类已经很难找到那种没有污

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了。现在的环境状况严重影响着生物和人类的健康和

生存，制约着人类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环境的舒适性

已成为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稀缺性”资源。人们不得不为建立符合人类

社会发展需要的生态环境和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环境质量而付出必需的社会化

劳动。环境资源非商品化的属性在商品经济生产的物资交换中，开始发生变化，

并以特殊的价值交换显示出了自己的交换价值，具有了“商品”社会属性的本

质特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2　环境资源利用中的价值交换规律

人类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的价值交换隐藏在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再生

产的物质交换之中，交换双方是在污染与破坏环境的企业和社会之间进行的。

环境资源属于人类，国家代表人民拥有环境资源的权益。环境资源的污染

和破坏是污染者（一般是企业）对社会（国家）权益的侵犯。因此，从表面上

看来是物质生产部门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然而其实质是污染者

（不合理利用资源者）同社会（国家）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换中的价值量的交换。

这种隐藏在同自然界物质交换中的价值交换内容是：污染者向环境中排放超过

环境自净能力的污染物，把本来应当由污染者自身承担的防治污染的成本节省

下来，充当了虚假的利润。在这种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价值交换中，就社会（国

家）而言，收益价值是从企业中得到的节省防治污染与环境破坏的一切可以用

货币计量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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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 20 世纪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 860 多亿元。

2002 ～ 2006 年的环境污染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近 6 亿。若从对生态环境

破坏的角度来计算，我国现在每年因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2.6 万亿

元，而且全球气候的恶化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干旱、

洪水、台风等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2000 ～ 3000 亿元人民币，

占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 9% 左右。

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企业的收益价值是节省防治污染成本后的利润留成

和无偿利用稀缺环境资源的成本。企业付出的代价仅是资源不合理利用的损失

及欠量缴纳的排污费。但是更多的是以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形式向社会转嫁的污

染和破坏损失，造成了社会的不经济性。

总之，环境污染与破坏，对整个社会而言，真正收益是节省防治污染的成本，

付出代价的却是国家在环境污染与破坏中蒙受的一切形态的经济损失，而这种

经济损失又总是通过消耗各种形态的社会劳动来补偿的。这就是物质再生产与

环境资源之间隐藏在物质交换中的价值交换。具有商品社会属性的环境资源的

交换价值，遭到污染与破坏的环境资源价值一切可用货币计量的损失正是通过

这种物质交换过程中的交换价值来实现的。环境问题由点而面，当污染与生态

破坏区城扩大，这种社会价值交换的市场也就随着扩大。这种物质交换本质目

前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共识。这种价值交换规律也还没有完全实施在商品经济

的价值体系中。因此目前这种价值交换在企业与社会进行的交换中还存在一定

的隐蔽性和不等价交换性。但是随着环境质量的日益恶化，国家乃至全世界都

不得不面对现实，把这一价值交换规律逐渐充分应用在污染者与社会之间。

3　人类社会再生产带来的环境问题敲响了人类
自身进一步生存发展的警钟

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不断地从自然生态系统中索取物质和能量。

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人类加速度的发展使人类

在生活水平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类在进行大规律的社会扩大再生产

过程中，却忽视了社会生态系统与自然系统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规律，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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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无计划无节制的自身再生产直接造成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缩小，为了养活

众多人口而不得不超量消耗维持良好生态环境必须固有的环境要素，环境资源

面对数量庞大的人类必然显示出其稀缺性；二是人类进行社会物质再生产造成

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得不到及时的治理和恢复，环境质量日趋恶化造成环境资

源的相对“稀缺”。人类社会再生产无控及不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带来的臭氧层

漏洞扩张、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环境问题，以及有毒化学品、核

污染事件的时常出现严重威胁着人类和生物的生存。世界发生了环境污染最著

名的“八大公害”和“十大事件”，如 1984 年 12 月 3 日在印度博帕尔发生了

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一家农药厂因剧毒物质异氰酸脂储罐泄漏，致使 2500 余

人死亡，20 余万人受害；1986 年 11 月 1 日，瑞士巴塞尔桑多兹化学公司的 1

座化学仓库起火，库中有毒化学品随灭火用水流入莱茵河，造成莱茵河水遭受

硫化物、磷化物、汞的严重污染，致使百英里的莱茵河面上飘满了死鱼。直到

1991 年底才发现少量鱼开始在严重污染水域活动。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放射

性污染波及附近好几个国家，并且至今仍有影响。

我国长江中上游森林植被遭严重破坏，导致 1998 年洪水泛滥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近 2000 亿元。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到近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淮河水污染

事件（1994 年 7 月）；2004 年的沱江“3.02”特大水污染事故；2004 年 10 月

河南濮阳多年喝不上“放心水”事件；2005 年广东北江镉污染事故；2005 年松

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6 年白洋淀死鱼事件；2006 年湖南岳阳砷污染事件；

2007 年太湖水污染事件；2007 年江苏沭阳水污染；2008 年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

件。诸如此类的大型污染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及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是巨大而长

远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环境污染和破坏面前都没能幸免劫难。

环境危机四起，使人类不得不把环境问题特别提出来考虑，以期建立一个社会

再生产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能使人持续健康生存发展的社会与自然复合系统。

4　环境保护、人口控制是创造环境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经济方式

人类发展的实践更多地显示的是经济发展与维持和提高现有环境质量对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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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而对协调统一的一面却很少看到。这种现象很容易使人们产生经济发展是造成

环境质量退化的必然结果的错觉，而不敢谈发展。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透过现象看

到其本质，即环境恶化是人类不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社会再生产与自然环境进行不

等价交换而导致的。事实上只要人类处理好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采取适当措施认真

对待，社会再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对立面是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协调统一起来的：经济

发展带来了环境质量下降问题的同时又增加了解决环境问题使其质量提高的能力；

环境质量的提高，又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两者是对立统一的。

在社会、人口、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稀缺”的环境资源已经远不能满

足人类滥用资源的需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一方面减少了

社会可以利用的环境资源；另一方面，当一定的环境资源作为社会再生产和社

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时，为了恢复和保持环境资源的最佳利用目的，社

会不得不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把多余的东西处理转换成“缺乏的”有用东西的

能力，即进行必要的社会环境保护劳动。人类为了维持和保护良好的生态和生

产环境，付出了巨大的凝集在建立和保持良好环境质量状况中的社会劳动量，

是以环境保护人员的社会劳动以及各种环境保护设施形式存在的。

作为协调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关系的环境保护劳动显然已是社会再生

产不可缺少的重要领城了。它是以减少、防止社会经济损失，恢复和创造具有

使用价值的环境资源为目标。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创造的是社会综合经济价值，

即是社会从改善的环境及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中所获得的各种形态的经济收益。

环境污染与破坏愈严重，社会再生产与自然界、污染破坏者与国家（社会）之

间在环境利用及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不等价交换愈背离价值规律，环境保护、

人口控制所创造的社会综合效益就越高。

人类社会的长远目标无疑是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因此企业在利用环境资源

时，必须把本企业可能造成的对外影响在本企业内进行考虑，承担起防治污染的

义务，不得向社会转嫁污染和破坏而造成社会的不经济性成本。国家在进行社会

再生产的总战略上，要充分考虑资源的再生性和非再生性，努力提高技术水平，

把多余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完全，不断提高回收利用率，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尽可能把污染和破坏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力争保持地球上现有生物的延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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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保持优良生态环境的连续性；利用各种环境因子和各类生物遗传工程技术培

养符合人类需要的生物种，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用无污染或小污染的技术。

5　在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中不可违背价值交换    
规律

在已经出现的极为严重的小至局部区域大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前，若企

业、地方乃至国家以发展经济为借口不严以律己，对环境保护不给予高度重视，

不自觉处理好社会再生产与环境的关系，那么人类行为也将随社会再生产规模

的扩大而愈来愈背离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要符合商品要实行等价交换的规律。

不等价交换市场的扩大意味着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扩大和加深，最终将导致地球

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统一的崩溃，人类终将无法生存而走向消亡。当今这条通向

灭亡的道路已为大多数人所认识，社会再生产开始逐步向良好的方向发展。各

国政府现在都很清楚全社会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互依赖而不可

分割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环境保护方面给予特别重视，把其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以

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

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 2020 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多年来的生态灾难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坚定了我国建设

好生态环境的决心。

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难于满足全世界健康发展的现实面前，从 1972 年斯

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国际环境会议，世界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开始，到 2009

年哥本哈根召开的地球气候会议，世界已经召开了多次有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代表、100 多位国家政府首脑参加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些会议是在全球环

境问题及区域性环境重要污染的不断发生的前提下召开的。人类亲身体会到社

会再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人类在发展前进中不能再回避环境问

题。各国对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些最高级别的保护地球环境的全球首

脑会议，通过了全球性保护环境的《人类 21 世纪议程》、《人类环境宣言》、《行

动计划》、《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文件。为了全人类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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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清楚必须做的事情及将来社会经济生产发展的方向影响着人类的未来。

综合上述，环境资源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直接

危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拙。如果没有对环境资源的合理保护和配置，就没

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一致的。

其目的是调节污染破坏者与国家及社会与自然界间的价值、物质和能量交换，

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改善环境，为人类更好地发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张宗益．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1）．

［2］朱荫湄，周启星．土壤污染与我国农业环境保护的现状、理论和展望［J］．

土壤通报，1999，30（3）：132-135．

［3］李磊．环境资源价值的价格策略［D］．天津大学，2004．

［4］游达明，董忠云．基于环境资源的绿色技术创新思考［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1，18（8）：5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