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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理论具有特定的适应性，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 

中环境污染路径所必须经历的状态。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路径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 

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结构、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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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还表现为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 
一

。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约 10％，但是，不可 

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是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从这个现实背景来看，中 

国经济增长是低质量的，即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属于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增长。很显然，减少资源过度 

消耗和环境污染，是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之一。基于此，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 

究自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学术焦点问题。 

从 目前现有文献来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最为典型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 

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具有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进的一般性规律。在此理论假说 

下，环境污染问题仅仅被看成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需要治理，而且这种治理 目标需要外生给定，即该理论 

并没有系统地把环境要素纳入到经济的投入产出系统中。 

然而，随后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都符合库兹涅茨曲 

线。既然如此，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适应性条件如何，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呈现出怎样的规 

律，这些正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研究特定的制度变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的可能影响时，Grossman和 Krueger提出了环 

收稿日期：2009—03—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 目基金资助(08JC790045)；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2008BjjxO1)；第 44批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 目(20080441003)；同时本文获得了吉林大学“985工程”“经济分析与预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 

地”的资助。 

作者简介：张纯洪(1978一)，女，吉林九台人，吉林大学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刘海英(1972一)，男，吉林松原人， 

吉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 29· 



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 EKC)假说 。他们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当一国人 

均收入达到一定的转折点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有利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即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 

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具有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进的 
一 般性规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比如 Selden T， 

Song D和 Dasgupta et al等学者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假说 儿 ，即对于大多数影响生态环境的污染物而 

言，EKC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呈现倒 U型特征。 

然而，有研究也表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践并不支持 EKC假说。例如，Hannes Egli用德 

国的数据研究表明，EKC的倒 u型特征并不存在_4 J。同样，Kathleen M．day用加拿大的数据也得出类 

似结论 。Tom Verbeke，Marc De Clercq蒙特卡罗模拟的研究结果表明，有 40％的数据符合 EKC假 

说 。张晓用中国的数据验证出，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呈现较弱的EKC特征 。 

马树才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等指标变量作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后得出，中国经济增长与废水排 

放之间并不存在 EKC的倒 u型特征，工业废气和固体排放则呈 N型特征。总体结论是，随着中国经济 

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变化并没有出现传统 EKC的倒 U型特征 。Victor Brajer等对中国大量城市 

1990—2004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各城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的呈现典型倒 U型，有的则 

呈现 N型 J。X．D．Diao等通过对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认为，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的倒 U型特征只是描述二者关系的模型之一，实际关系远比EKC模型描述得复杂 ⋯̈。 

从现有文献来看，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路径形成问题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各种方法对历史经验数 

据的归纳和总结，而对于某些不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为什么有时出现 EKC的倒 u型特 

征，有时又会背离这一规律，现有文献显然没有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如果 EKC确实存在，或者在到达 
一 定的转折点后，经济增长或财富的积累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那么，对环境破坏问题的解决还需依靠 

经济增长本身，这将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策取向。然而，从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中国经济快速 

增长是以能源和环境的更快速度损耗为代价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出。尽管政府也采取了诸如增加 

治理投入、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项目限批和绿色信贷等很多具体措施，但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经济激 

励机制和法律惩戒机制，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与环境保护不能完全协调，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时滞和执 

行效果不佳，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措施的低效及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 

因此，重新认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并且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适应性问题给出科学合理的解 

释，借此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路径特征进行重新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的经验条件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假说是我们对已有的经济增长实践进行的经验总结。作为一种研究 

经验的总结，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模式及这种模式的形成机理具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的存在不能保证 

环境污染路径状态特征存在同一规律，而这种偏差主要来源于研究样本的分类和研究方法的不同。 

首先，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 u型假说的文献所采用的大多数是截面数据，即默认各国(地区) 

经济系统的环境污染路径是相同的。然而，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形成不必然存在完全一致的演 

化路径，不同区域的经济系统所经历的发展状态也不相同。随着时间序列变量被引入环境污染问题的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并不必然遵循传统 EKC的倒 U型特征。比如 

Hannes Egli(2001)和 Kathleen M．day(2001)的研究结论就都不支持这一假说。由于选择截面数据与 

时间序列数据作研究样本得出的结论相悖，一些学者尝试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比如，Groot等对中国 

30个省区的污染排放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 EKC是否 

存在取决于污染物种类选择和所选变量类型_l 。Dinda(2004)也极力支持 Groot(2001)的这一研究结 

论，并认为只有同时具备时序维度和截面维度特征的环境 EKC才是可信的 。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 
一 个由多省份(区域)构成的经济系统而言，如果只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变化问 

题，得出的结论并不会令人信服。因此，有些学者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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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即便是同类的样本数据，由于研究方法选择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尽相同。比如，同样是 

对 17个 OECD(即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 

主要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研究，Stern通过一般计量回归方法研究后得出，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超 

过I临界值后继续增长n ，而Panayotou由于引入了动态计量方法，其研究结论却显著支持二氧化硫排放 

符合 EKC的倒 u型特征。综上所述，不论是基于研究数据选择类别的不同，还是基于研究方法的不同，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假说并不总是成立，即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路径变化存在差异性。 

四、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不确定性形成的机理 

不同经济系统内环境污染路径的演化状态可能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来 自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结构、 

污染治理投人和环境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一)经济投入和产出结构因素 

从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经济系统中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变化将产生重要 

影响。从投入结构看，不同种类的资源投入会有不同的产出。如果经济增长依赖于较初级的自然资源 

和禀赋，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必然较重。比如，中国的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由于这 

种特殊的资源投入结构，使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工业“三废”之一的固体 

废弃物排放尤其突出。同样，经济产出结构也会影响环境污染的强度。这是因为产出结构决定了产业 

结构的等级，与第三产业相比，如果经济系统内的产出主要是由一些重化工业所产生，则必然会带来环 

境污染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工业化的进程一定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如果经济系统中的产出结构是基 

于技术先进的制造系统，遵循循环经济理念，摒弃某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则区域经济系统内的环境污 

染水平将会得到持续改善。 

(--)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治理效率因素 

污染治理投人作为环境污染的事后治理因素，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手段之一。污染治 

理投入能够有效地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三废”问题，其投入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的强度 

越低。但是，这种关系的前提是要求污染治理投入是有效率的，而现实中的情况经常是污染治理投入水 

平本身就不高，而且在有限的投入下，其使用效率也存在问题。这是因为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将环 

保投入看成是“门面”工程或政绩表现，投入的环保设备及处理技术本身已经落后，污染治理作用相当 

有限。另外，由于成本问题，有些企业甚至不去使用已经投入的设备，而是选择贿赂当地政府环境职能 

部门等不法手段，偷偷进行污染排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效率将会显著影响 

环境污染的强度和水平。在一段可观察的时间内，这种影响将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路径状 

态表现出来。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及效率高，则无疑会提前将环境污染强度和水 

平降下来，表现出来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短期拐点的出现，这时我们会发现经济发展过程符合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假说。反之，则可能看不到拐点的出现。从这点上看，污染治理投入水平和效率 

也是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路径不确定的因素之一。 

(三)环境政策及执行因素 

环境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所采取的规制政策。一般而言，保 

持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都是政府的显性 目标，但二者很难同时兼顾。对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而言，在两个目标取其一时，可能“保增长”是更现实的选择。因为，这也许会为政府解决短期的就业压 

力，但是，从长期看，政府一味地过度关注增长，自然会放松对环境污染的管制政策，使 GDP成为中央和 

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目标，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污染强度的进一步加重，即经济 

增长是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环境污染的变化有时是不可逆的，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 

“拐点”可能很难再现。而当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民众福利的社会问题时，中央或地方政府也许 

会调整政策目标，既保经济增长又要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并采取一系列节能减排的行政政策和措施，限 

制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同时，政府还将使用“绿色信贷”等经济调控政策，鼓励低污染的环保和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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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项 目。政府实施环境政策的最终效果将体现在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改善上。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 

越强，这种调整模式会促进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越明显，从数据上看，我们也许能够得出结 

论，环境政策的有效执行确实会改变经济增长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化路径。 

五、结 论 

首先，笔者研究认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 u型假说是经济增长实践中的历史经验总结。在具 

体的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的路径特征并不具有某种确定性的规律，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经济的投 

入和产出结构、现实及可预期的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其次，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看，不能奢望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会出现自 

动改善。经济系统中环境污染的路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从这种不确定性的背后识别出导致 

环境污染强度加重的关键因素，进而有效地控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既不能主观地将 

中国经济增长中环境恶化简单归咎于经济结构或环境政策执行等某一具体问题，也不能实行全国“一刀 

切”式的环境政策，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对环境污染改善都有效。只有识别出特定经济系统的增长模式及 

其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演化路径，据此提出科学合理的环境治理对策，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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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Evaluation on Existence of EKC Hypothesis 

ZHANG Chun-hong，LIU Hai-ying 

(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The inverted U—curve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is suitable f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stead 

of existing in all economic growth process．The path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re uncer- 

tain．The uncertainties come from synthetic action of input and output structure，investment of pollution control， 

environment policies，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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