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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理论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周海林

　　摘要: 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事实上, 环境问题起因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特性

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模式及其理论模型却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总体特性。

本文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出发, 研究了经济增长模型及经济发展理论是如何忽略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的问题, 并分析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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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是怎样变成“孤立的因素”进入经济生产领域

的? 经济学是如何将自然资源当作单一特性 (无生命特性的

物理因素) 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的? 在研究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过程中, 毫无疑问要研究资源在经济生产过程的作用

问题。自然资源的不可持续性利用与人类经济活动过程中遵

循的原理或原则密切相关。资源的枯竭性可能成因于自然过

程变迁和人类经济行为的破坏性; 资源的浪费可能成因于利

用的不经济性、配置不合理; 资源的低效率则源于技术水平

及应用问题; 资源的公平分配和使用与社会公正、代际公平

等伦理原则密切相关; 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资源开发的日益

增长的生产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等等, 都是自然资源可持

续利用必须研究的问题, 经济增长理论也必须增加对自然资

源特性的进一步研究。本文将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分析出

发, 研究自然资源是怎样被忽略的; 并从自然资源特性出发,

研究如何将自然资源的总体特性纳入“增长”的理念, 以促进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中“资源”变量逐渐替代

　　我们不难发现, 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 经济增

长被认为只是资本、技术、储蓄率、就业等的函数, 资源能够

相互替代或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而以技术作为主导生

产要素所产生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日益为普通百姓所接受。

人类在极度兴奋中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时, 环境问

题, 确切地说资源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 技术并没有解决

这些问题, 这毫无疑义地与我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密切相关。

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 经

济增长便忽视对资源要素的作用。他认为财富的增长、经济

发展有两个原因: 其一, 改进社会上实际雇佣的有用劳动的

生产力; 其二, 增加社会上实际雇佣的有用劳动量; 财富增长

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主要通过: 第一, 人的技能和工具提高; 第二, 资本积累 (通

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 可以扩大生产规模, 促进分

工和技术、技能的提高) ; 第三, 制度 (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

市场机制; 它是生产效率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李嘉图在论

述经济增长时, 认为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激励能够提高人们的

生产积极性, 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他对增长的机理研究也从

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转向了分配领域的研究。

经济大萧条之后, 凯恩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经

济增长的原因。他从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分析转向了“有

效需求原理”、“总量分析”的研究。在分析和研究经济增长过

程中, 他认为, 通过刺激有效的消费需求, 能够促进经济增

长。之后, 哈罗德、多马等人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 提出了哈

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 并认为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是

“与人们想要进行的那个储蓄以及人们拥有为实现其目的而

需要的资本货物相应的”增长率, 其公式表达为: GW = SΑöCΧ,

式中 GW 为有保证的增长率, SΑ为人们在一定收入下满意的

储蓄, CΧ为投资者满意并与其资本存量相适应的资本—产出

比。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的稳定条件是人们愿意进行的储蓄

恰好等于投资者预期的投资需求, 经济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增

长。这一模式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 认

为资本的稀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约束, 其他因素都只是起

副作用, 决定不了经济的增长, 增长决定于储蓄率。但是, 当

满意的储蓄率既定时, 有保证的增长率就只有一个唯一值,

这使得稳定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 大部分情况却是不稳定增

长。针对这一问题, 索罗、斯旺等人对哈罗德—多马模式作了

修改和补充, 将其发展为“后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经

济增长模式。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增长模式假设: (1)资本与劳

动存在替代关系, 因而资本—劳动比率可以改变; (2) 产出的

增长主要由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推动, 且资本与劳动的

边际生产力呈递减趋势; (3) 市场是完全竞争型的, 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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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主要调节作用; (4) 不存在技术进步, 即技术进步属于哈

罗德中性技术, 其变化不影响资本—产出比, 因而, 规模收益

保持不变。在这些假设条件下, 索罗和斯旺根据柯布—道格

拉斯生产函数, 以技术不变为假设, 提出了一个总量生产函

数: Y= f (K,L ) , Y 代表产出, K 代表资本,L 代表劳动。与此

同时, 索罗仍以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基础, 在生产函数

中增加一个因子, 即技术变化, 建立了一个技术进步条件下

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 Q = A (t) f (K,L )。为了强调技术进

步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 索罗将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由技术

进步引起的部分和由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变化引起的部分分

开来, 技术变化作为一个单项独立存在, 记为A (t)。

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以求说明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收入分配关

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得出资本利润率 r, 利润收入者的储

蓄倾向和经济增长 g 的关系为: r= göSP , SP 为利润收入者的

储蓄率。

从上述增长理论模式分析中, 可以看出, 资源不是经济

增长的决定因素, 而且总是可以被替代。库兹涅茨根据他的

经验统计分析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一个国家的

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

能力长期上升, 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

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 即增长国民生产总值

能力的提高; 经济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和源泉的; 经济

增长是以制度 (政治与法律制度, 经济体制, 经济结构等) 和

思想意识的不断调整为必要条件的。库兹涅茨经过大量的计

算和分析, 得出一个结论: 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结构

中,25% 归因于生产资源投入量的增长,75% 归因于投入生

产要素的生产率 (效率) 的提高, 因此,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

产效率的提高 (而不是资源投入数量的增长) 推动的, 而生产

效率的提高又是由技术不断进步引起的, 所以, 科学技术进

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①

二、自然资源特性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作用逐渐忽略

　　“文明人走过地球表面, 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地。文

明人掠夺了他长期栖息的大部分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进

步文明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理由。文明人是如何

掠夺优厚的环境的呢? 他主要是通过耗尽或破坏自然资源来

掠夺的。他从植满树木的山坡和山谷里, 砍伐或者焚烧大部

分有用的木材, 在饲养牲畜的草地上过度放牧, 使草地成为

秃土。他捕杀大部分野生动物、大量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他

听任土壤侵蚀夺去他农场土地的肥沃表土。在许多情况下,

他使用并浪费大部分容易开采的金属或其他需要的矿物质。

于是他的文明在他自己创造的掠夺中衰落下去, 或者迁移到

新的土地上去。已经有十至三十种不同的文明沿着这条路走

向灭亡”。②它表述着人类对自然资源毫无顾及地加以开采和

利用。生态环境问题, 本质上说是自然资源利用方式不当、效

率低下、废物堆弃等导致的。也就是说, 环境问题实质上是资

源问题。按照经济学逻辑, 资源作为生产要素, 促进经济增长

(参与生产过程) , 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问题”就是生产成

本问题。这一逻辑也许是构成整个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基

本原因。

经济学家, 尤其经济增长的理论把“资源问题”演绎成单

纯的“生产成本问题”, 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增长模型的前提。

经济学原理把自然资源看作是从自然界提取出的“独立的生

产要素”, 即随着资源不断开采、利用, 资源利用的成本增加;

对经济发展而言, 资源数量的减少, 结果只是成本增加了。随

着技术、知识的进步,“成本问题”相对于增长、资本积累、收

益等, 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因为技术进

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相对降低成本。所以, 经济增

长依然是技术、资本及制度问题, 而不是“资源”问题。经济学

方法实际所提供的“不经济的”涵义是, 一种事物不能赢得足

够的现金利益就是不经济。根据成本定义, 成本不包括任何

“免费物资”, 也就是说, 排除了自然赋予的整个环境 (私人占

有的环境部分外)。由于“投入品”的特性被无差异地进行处

理, 例如: 矿产资源, 钢铁、铁矿石的投入, 所以人力投入、技

术投入、资本投入等都视同同类性质的投入。“人力投入”过

程和被用作生产工具使用过程, 人的特性得到强化;“矿物质

或其他资源”过程和被用作生产资料, 其特性得到弱化、单一

化。生产过程是由人的欲望驱动的非自然过程, 从而导致人、

物特性的单一化, 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坍塌。各类物品

之间存在极重要的根本差异, 这一事实经常被忽视。现代经

济学不区分再生和非再生原料, 因为它的方法恰好是用货币

价格使一切东西等值与量化。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人们从事任何一项生产活动,

都需要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自然资源的丰裕程

度, 利用状况, 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有些

地区自然资源很丰富, 但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开发技术和人

才, 经济仍然发展不起来; 有些地区自然资源相对贫乏, 却凭

借其技术和人才有时成为发达地区。可见, 自然资源的量和

质对经济增长, 不是起决定作用, 而是起影响作用, 对经济起

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素质。根据经济学原理, 自然资源与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有: (1) 不论任何地区, 都会存在一种或多

种自然资源, 对国民总产值和人均国民总产值影响最显著;

(2)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增长的程度有强有弱; (3) 在分析经济

增长时, 可以找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即稀缺性资

源, 换句话说, 高成本开采 (利用)的资源。边际经济学说认为

自然资源供给与一定时期的劳动力和资本有关, 自然资源的

储备若没有限量, 自然资源成本在一定时期保持不变, 则其

成本不影响自然资源的使用程度。若资源的储备有限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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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然资源成本随着自然资源利用的递增而递增, 即诸如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类型的资源随着利用和进一步的开

采, 其生产成本将越来越高, 可以用数学模型来表述:

GNP = f[L 0 ( t) , R 0 ( t) ] (1)⋯⋯⋯⋯⋯⋯⋯⋯⋯⋯⋯⋯

R 0 ( t) = g [L 1 ( t) ] (2)⋯⋯⋯⋯⋯⋯⋯⋯⋯⋯⋯⋯⋯⋯

L 1 ( t) = L (t) - L 0 ( t) (3)⋯⋯⋯⋯⋯⋯⋯⋯⋯⋯⋯⋯⋯

其中, GNP 是时间 t 内的国民总产值, R 0 ( t) 是时间 t 内的自

然资源总产量,L 1 ( t)是时间 t 内的劳动力—资本的组合投入

量。 (1)式表示国民总产值与劳动力—资本组合投入与自然

资源数量的关系; (2) 式表示作为中间产品的自然资源与资

本—劳动力组合投入之间的关系。这一数学模型中, 没有考

虑原位自然资源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若将上述式

(3)和式 (2)合并得:

R 0 ( t) = g [L (t) - L 0 ( t) ] (4)⋯⋯⋯⋯⋯⋯⋯⋯⋯⋯⋯

这样, GNP 就变为:

GNP = f{L 0 ( t) , g [L (t) - L 0 ( t) ]} (5)⋯⋯⋯⋯⋯⋯⋯

即表明 GNP (t)与L 0 ( t)有关。

从以上分析可以知道, L 0 ( t) 和R 0 ( t) 之间总是存在一种

替代关系。在这种经济模型中, 引起自然资源稀缺的指标应

该是什么?实际上, 这一稀缺指标就是L 和R 的相对价格, 也

就是说, 资源特性与劳动力、资本的特性完全一样。这意味

着, 一种活动尽管耗尽自然资源、加害于环境, 却可能是经济

的, 而一种竞争活动如果付出一些代价去保护环境和保存资

源, 就是不经济的。这种忽视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及无视自

然资源特性的思想是以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学

的方法论所固有的缺陷。

三、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必须
考虑自然资源特性的约束

　　从物理学意义对自然资源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规

则: (1)资源一经使用, 熵就必定“增长”(从经济学意义上讲,

资源的价值便有所损失)。 (2) 虽然是“消费”资源和能源, 但

物质和能量并不消失, 它们是守恒的。由此可知: 资源一经消

费, 就变成熵大的废热与废物。因此, 讨论资源的枯竭问题

时,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废物废热堆放场地的枯竭问题或污染

问题。目前的资源研究者只研究资源的枯竭和替代资源的开

发问题, 而对使用资源之后所产生的废物和废热毫无关心,

忽视了资源的其他特性。

在较大的物理学尺度上, 资源的状态可以简化为单一物

体所处的即时状态, 可以用一个物理学方程来加以概述: X

(t) = F [X (t0) ,U (t) ]。资源的未来状态X (t)可以由状态空间

的任何X (t0)及输入空间的任务U (t)来计算。输入空间的U

( t) 指的是外部影响因素 (包括人类对其经济利用的影响)。

这一数学方程表述的是一些极其复杂的变量和关系, 其不确

定的因素远远多于可以确定的或可以定义的因素。按照熵定

理的解释, 在 t→∞或在遥远未来某一时间点时, x ( t) 表示的

是热力学 (熵)的平衡态。

从目前经济发展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趋势上看, 我们留给

后代的可能不只是高成本开采的自然资源, 而是单个自然资

源的特性和整个资源系统的破坏状态。从迄今为止的发展结

果来评价, 人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的副作用, 并不亚于自然过

程中的突变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到经济增长是有保证的、可

持续的时, 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总体特性, 而不能只注重现

实利益的资源某个特性。传统的经济增长只是将自然资源作

为生产资料, 以生产要素的形式促进经济增长, 在现代可持

续发展理论中, 自然资源的价值内涵要广泛得多。自然资源

的价值应等于经济价值 (生产要素) + 对人的服务价值 (对当

代人而言) + 自然与生产系统维持或环境价值 (对未来人而

言: 要求资源有稳定性、持续性的潜在价值)。客观地分析, 自

然资源具备三种价值: (1) 自然资源的存在价值, 即以天然方

式存在时表现出的价值, 它实质上就是一种生态领域的价

值。在生命支持能力的意义上, 这种价值的受益者是全部生

物机体。在资源持续供给能力的意义上, 这种价值的受益者

是从过去到未来的整个人类。存在价值的表达方式应是生态

学的, 即以自然资源作为生态系统成分时的特征量来进行实

物型表述。(2)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 即它作为生产要素被人

类利用 (重要为消耗性利用) 所具有的价值, 他们从自然生态

功能的延续到完全根据人类的意愿加以改造, 最终使自然资

源以商品的形式进入经济领域, 消费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

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遵循着具体的经济体制的价值规

律, 在市场经济中, 它由资源的稀缺性、附加的劳动和消费者

对产品的偏好等所决定。(3)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 指它对人

类排放的废弃物的接纳消化功能; 生态学上的接纳能力是指

对废弃物的分解能力, 或者说环境容量。实用的环境容量大

小, 除依据生态系统对废弃物的分解速率和耐受时间外, 还

要考虑人类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为自己确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当环境容量与一个具体的经济活动的废弃物排放相联系时,

这一由环境容量表述的环境价值可以采用市场价格的形式

表达。在多数情况下, 特别是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容量而表

现出破坏性影响时, 单纯的经济估价往往是不充分和不全面

的; 因此, 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的表达, 需同时采用货币型和实

物型两种方式。自然资源的总价值可表述为: 自然资源的总

价值 (TV ) = 存在价值 (EV ) + 经济价值 (ECV ) + 环境价值

(ENV )。该式说明, 当扩大资源的某一价值时必然会限制它

其他类型的价值。自然资源的总货币价值可表述为: 自然资

源的总货币价值 (TMV ) = 存在价值 (EV ) + 用户经济价值

(UEV ) + 环境经济价值 (EEV )。此概念说明: 自然资源的存

在价值 (EV ) , 可以反映在对自然资源非消耗性利用前提下,

获得经济投资或直接产生经济收入, 有的资源经济学家提出

了“选择价值概念”, 解释为“为保护一种自然资源或它的潜

在用处而作出的预先支付”, 这一概念的扩展, 就是把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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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天然存在所涉及的各种价值都纳入 EV 中, 即它可包括为

科学目的而支付的保护费用, 为观赏性旅游和其他活动而支

付的费用, 以及为未来潜在的经济使用而预支的保存费用

等; UEV 代表着自然资源的消耗性使用产生的价值, 即用户

经济价值; EEV 包括一系列的与环境保护、处理及预防等所

支付的费用。

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还应该考虑资源可利用

的限制条件。限制条件之一是资源的可使用量问题。可使用

量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自然资源的不可替代性以及自然资

源的脆弱性相关。自然资源的可使用量可表示为资源可获得

量与资源保存量之差。资源的可获得量取决于资源的天然存

量、可再生资源的生产速率、不可再生资源的新探储量增长

率和资源的替代率; 而资源保存量又取决于资源在物种保护

和栖居地保护意义上的价值、资源在生态意义上为满足其他

资源存在需求时的价值、资源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价值、

资源及其所在生态系统对人类压力的耐受和恢复力所体现

的价值。

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活动的限制条件之二

是经济开发利用的效益问题。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 意味

着它将被消耗性使用, 失去其存在价值, 考虑到自然资源的

三种价值, 自然资源成为生产要素时, 资源可使用量必须大

于零。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 还应考虑经济活动的成本—

效益关系; 在可持续发展意义上, 一项经济活动的成本, 包括

生产性成本、环境成本如各种资源的环境使用量、环境生态

破坏代价、人类健康受损代价以及控制和治理费用等, 这样,

经济活动的净效益为总产值- 生产成本- 环境成本; 只有效

益大于零, 经济上才可以接受, 因此自然资源进入经济活动

时, 净效益也必须大于零。综上所述, 一种自然资源只有在满

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 才能进入使用它的经济活动。

四、结语

在回答资源怎样促进经济增长, 人们是怎样提高资源利

用率、提高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源是怎样被浪费、怎

样造成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等问题时, 人们毫无疑问地会想到

技术因素的作用。技术被认为可以使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高

及其替代性增加, 具体地说: (1) 对于像矿物等不可再生资源

的开发利用问题, 由于量的减少、对下一代权益的侵害以及

开发对环境的破坏, 使得人们要求技术创新瞄准替代性增加

的技术应用。技术的主要作用可体现为: 提高自然资源效率、

增加自然资源的替代与保护、保护资源的自然特性。因此, 技

术必须能够促进资源系统的承载能力、维持能力、资源要素

特性的维持以及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 (2) 对土地等可再生

的自然资源利用问题, 要求技术能够提高资源潜在利用的效

率、促进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生产要素量的增加和可再生

自然资源系统的产出率提高、促进自然资本积累和生产经济

效益等。“技术”促进了资源开发利用数量的增多和产出的增

长, 人们获得了对“物质”的改变技术。但是, 到目前为止, 人

们忽略了对资源特性 (多维的) 维持技术的研究开发; 忽略了

维持资源在其整个生态系统中作用的技术, 也就是说忽略了

非经济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自然资源特性的维持技术以及对

环境所造成的不适性影响的预防技术的缺乏。已有的技术应

用的结果是: (1) 促进了经济增长; (2) 降低了整个生态系统

的维持能力; (3) 改变了其自然特性的“物质”(资源产品) 和

“驯化了许许多多的生物”。事实上, 人类不可能系统地改造

或改变整个自然资源系统, 许多思想家认为, 新问题不是偶

尔失败的结果, 而是技术成功的结果。

生态学家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解为长期、稳定的进

步。在资源不断被利用和数量日益减少时, 人们已开始认识

到资源将是经济增长的、发展的限制因素, 看到了增长和发

展的极限, 意识到自然资源问题不只是“经济发展的成本”问

题。自然资源被利用、开发, 数量不断减少; 数量的减少是一

个客观的现实。由于数量的变化, 自然资源在生态系统中的

总体特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进而影响其所在的自然资源

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由于相互牵制的关系, 经济系统所处的

自然环境系统发生变化, 变得脆弱, 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

长、发展”的基础发生动摇。所以, 从资源本身特性出发, 经济

发展、增长是受到自然资源限制的。而这种极限也不可能由

知识、技术等得以突破或对资源进行替代。新的经济增长模

式应该包括: 资源利用的约束方程, 市场上资源价格应包括

其“未来成本”(系统的持续供给的特性变量)。

一方面, 环境容量有极限, 自然资源也不可能无限制开

发。另一方面, 人的需要无穷尽, 满足无穷尽的需要只能在精

神王国里实现, 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正如汤姆·戴

尔等所言:“人类不管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 都是自然的孩

子, 而不是自然的主人。如果他要维持对环境的统治, 他必须

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某些自然规律。当他试图违背自然规律

时, 他总是破坏维持他生存的自然环境, 而当他的环境迅速

恶化时, 他的文明也就衰落。”③

注释:

①参见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②③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 中文版, 北京, 商务印书

馆,1985 。

(作者单位: 中国 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战略与研究部

北京　100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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