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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潘家华

　　提　要　可持续发展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帕瑟·达

斯古柏塔对目前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如人口、资源、环境、贫困、体制等给予了关注和探

讨, 在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实践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本文通过介绍他的经济学理论, 希望对我国经

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有借鉴作用。

主题词　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作者在剑桥大学

进行环境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时, 有幸认识

帕瑟·达斯古柏塔 (Partha S. D asgup ta) 教

授, 了解到他在资源、环境、贫困等重大可持

续发展问题的理论经济学研究方面造诣颇

深。当时即知达斯在获得博士学位数年后就

应聘为伦敦经济学院副教授①, 36 岁晋升为

经济学教授, 1985 年受聘出任剑桥大学经济

学教授, 荣任英国科学院院士, 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

士, 其学术地位如日中天。1993 年回国后, 欣

闻达斯荣获剑桥大学拉姆齐经济学教授专

席②; 近又悉达斯教授当选为 1999 年度欧洲

经济学会会长, 英国 1998- 2001 届皇家经济

学会会长。

达斯家族系孟加拉血统, 后移居印度。

1942 年达斯出生于印度, 先后在印度德里大

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物理和数学, 继而转

攻经济学, 师从米尔利斯③, 并于 1968 年获

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0 年来, 共发表

论文 132 篇、专著 12 部, 其中许多已成为经

典论著。他长期担任《经济学 (Econom ia)》

《经济研究评论》、《发展经济学杂志》等著名

经济学刊物的编委、副主编, 并在许多国际机

构和欧美学术机构中兼职。自 1985 年以来,

先后 10 多次应邀作荣誉性讲座, 如经济统计

学会的瓦尔拉斯2包莱讲座、英国科学院的凯

恩斯讲座。

纵观其经济学学术贡献, 可以发现两大

特点: 一是经济优化理论的拓展与创新, 这一

点可能得益于其物理与数学基础; 二是所关

注和探讨的问题多涉及当前可持续发展的一

些重大问题, 如人口、资源、环境、贫困、体制

等。达斯教授称自己为经济理论学人 (eco2
nom ic theo riest) ④, 他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些

重大问题的经济学理论贡献, 不仅为理论经

济学界所认可, 而且在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实

践方面也有着相当的学术影响。

资源经济学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 罗马俱乐部米多

斯等人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弗雷斯特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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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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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T he M akers of M odern Econom ics , ed by A 1

H eertje, H arvester W heatsheaf, 1993, pp 1- 46.

Jam es M irless,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am sey P rofesso r of Econom ics。在英国, 带席位
的教授都具有极大的学术荣誉。

这一职称为Reader, 界于教授与讲师之间。但它具
有极大的荣誉性质, 其数量往往比教授 (在英国,
传统上一个系只设一个教授席位, 现在略多些, 但
数额仍十分有限)还少。



界动力学模型, 预测世界末日, 强调增长的极

限。随后的石油危机, 更使人们对自然资源的

长期供给忧心忡忡。然而, 经济学家认为上述

模型和分析缺乏经济学理性。对于自然资源

的供给, 有两个经济学理论命题: 最优利用和

可持续利用。达斯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极大的

兴趣, 开展了理论经济学探索。在分析中, 他

先考察不可更新资源的最优枯竭路径和资本

积累问题。其结果表明, 资源开采的最优路

径, 应该是资源价格的净价值在各个时段保

持不变, 或者说资源价格的增长率与市场利

率相等。其实践含义在于, 可枯竭资源作为一

种有限的自然资产, 可以将它开采转化为货

币资本而获取资本的市场利率, 也可以让它

在地下以市场利率的速度而自然增值。满足

这一条件的资源开采, 便是自然资源利用的

最优开采路径。这一独立完成的结论, 与 30

年代数理经济学家霍特林的分析异曲同工,

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霍特林法则。关于第二个

命题, 达斯的数学分析认为, 实现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或可持续消费, 取决于生产中不变资

本与资源流量之间的替代弹性值。所谓弹性

值, 在此为一比例关系, 指不变资本替代资源

流量或消耗量的一种比率。如果固定资产或

不变资本增加 1% , 所替代的资源流量大于

1% , 则资源可持续利用, 否则将至枯竭。面对

枯竭这一可能, 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时, 经济

学对技术进步与创新十分看重, 但技术进步

又有着不确定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达斯为

简化分析, 假定技术创新总是难于成功。此

时, 可枯竭资源利用便成为一个确定性问题,

社会所应该选择的最佳策略应该是: 从一种

可枯竭资源过渡到持久性资源。不可更新资

源总是要枯竭的, 但可更新资源如果利用保

护得当, 是可以永续利用的。自然衡量资源如

太阳能, 则不会因利用而减少。因此, 完全有

可能通过市场与技术进步, 逐步减少对枯竭

性资源的依赖。这样, 即使人类耗尽了某一种

不可再生资源, 也可由可再生资源加以替代,

对经济与消费不会产生大的影响。现在, 这一

观点已为经济学界广为接受, 但在当时却不

尽然。在罗伯特·索洛① 写信对此予以首肯

之后, 达斯才感到如释重负。达斯 10 年磨一

剑, 他与希尔在可枯竭资源经济学领域的研

究成果被纳入《剑桥经济学手册》丛书, 于

1979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已为经济学

界公认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②。

对于共享资源, 达斯应用数学模型, 将其

利用表述为一个涉及N 个用户的对称性博

弈问题。这就意味着, 对所涉及的资源利用,

并不存在自由进入的问题, 因为共享资源为

个体有限并且数额确定的集体所拥有。如果

所涉及资源的地理区域相对说来较小, 那么,

博弈的契约关系将约束每一个用户, 违约者

也将容易发现并被制裁。因而对于此类共享

资源问题, 免费搭乘 (free rider) 的外部性损

失将是非常有限的。这一论点与科斯有关产

权协商的规范性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当前有

关国际共享资源的条约与协议, 实质上也是

一种多国参与的博弈契约。

达斯在可枯竭资源利用的数学经济分析

中, 还拓展了技术进步和科学研究的经济分

析。在现实世界中, 许多资源的生产成本低,

但自然供给量有限; 而有些则资源存量相对

无限, 但生产成本太高。例如能源, 石油生产

成本低廉, 但储量有限; 太阳能取之不尽, 但

能量转化的成本高昂。这就存在着促成从可

枯竭资源向可持久资源过渡而投资于科学技

术的优化问题。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 厂商不

仅要找到其产品位置, 还要投资竞争其研究

与开发 (R &D )空间。由于有专利保护的制度

构架, 厂商也知道, 研究与开发投资最后只能

有一家获胜。达斯的分析表明, 假定研究与开

发风险是相互独立的, 自由进入会导致过多

的厂商从事研究与开发, 结果使得社会总体

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花费过量。

53

《国外社会科学》一九九七年第三期

①

② Econom ic T heo ry and Exhaustib le Resources,
P1D asgup ta and G1H eal, 1979. Cam bridge U ni2
versity P ress.

Robert So low ,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科学不同于技术。从其最终产品上看, 前

者为抽象的认识, 后者为具体的产物。但在市

场格局下, 科学与技术知识均被当作一种经

济商品, 通过专利、奖赏等给予市场回报。在

达斯看来, 科学与技术知识的最终产品, 既是

耐用品又是有用品, 但其生产与供给却受到

不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的制约, 因为投资 (政

府、公司、赞助者) 难于观测到研究人员的勤

奋与技能。因此, 达斯认为, 科学与技术的经

济学问题, 构成当代资源配置理论的重要内

容, 对于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政策含义。目前, 达斯正与美国斯坦福大

学的戴维一起, 将上述分析集成为一部科学

经济专著。

环境、人口与贫困

70 年代末, 达斯应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

会和环境规划署之邀, 就环境污染的社会成

本与收益问题进行研究。环境污染作为一个

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副产品, 同样可以在抽

象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加以分析。然而, 当达斯

将其分析结果于 1981 年在土耳其的伊斯坦

布尔介绍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发展中国家

的政府代表时, 得到的反应出乎意料: 第三世

界国家只是对经济发展感兴趣, 认为富裕国

家才担心环境污染, 穷国的问题仍在于贫困。

这一经历使达斯认识到,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问题必须与贫困和人口联系起来研究。这就

使得其有关环境污染的研究偏离于常规的外

部性理论, 而偏重于贫困与人口的经济理论

分析。

60、70 年代的绿色革命, 使谷物与肉类

产量均有大幅度增加, 而南亚及亚马逊地区

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却下降

了。达斯认为, 劳动力的营养与劳动生产力的

生物学联系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如果一

个人的营养摄取与消耗处于平衡状态, 其

70% 的养分耗于生存维系, 构成劳动力基本

生存的固定成本; 余下的 30% 能量才是用于

工作和交际的。如果一个劳动者能够在自有

资产上获取这 70% 的生存维系费用, 那么,

他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就会处于优势。在此,

劳动力也不是一种资产——它只是潜在的,

只有在受到雇佣时, 才转化为劳动资产。这就

表明, 自然资产的初始分配影响就业, 非自愿

性失业与营养不良密切相关。有鉴于此, 在贫

穷国家进行平均主义资源分配, 有助于经济

产出总量的增加。而这一结论在发达国家并

不成立, 因为富裕国家的均衡工资率较高, 基

本生存费用已通过社会福利体系得到了保

障。

关于营养不良与非自愿性失业的理论,

使得达斯进一步认识到, 贫困、营养不良、文

盲和疾病相互关联, 它们又与高生育率、环境

退化、缺乏基础设施、生产组织和信息联系在

一起。因而, 达斯在分析中, 将营养状况作为

一般均衡体系的一个状态变量, 来考察它对

劳动者福利及其决策的影响; 在以后有关生

育率与贫困的研究中, 又加入环境资源产权

和农业生产组织等制度因素, 进一步阐明基

本生存费用的保障是解脱贫困的基础。

制度经济学分析

达斯关于可枯竭资源的市场配置讨论,

基本上都是实证性的纯经济理论分析。在环

境、贫困与人口的分析中, 包括许多规范性的

经济学讨论。实际上, 许多现实经济问题, 均

受到制度的制约。因而, 达斯对一些公共经济

学问题, 十分注重制度经济学分析。

公共投资的经济论证, 源于 30 年代实用

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家将优化

分析引入投资评估, 将经济效率作为公共投

资的唯一目标和决策标准。达斯与发展经济

学家A 1 森等人合作撰写的公共投资评估方

法①, 首次明确提出了项目选择的多目标特

征, 并在分析中给各种社会目标赋予明确权

重, 用于公共投资项目的决策。达斯认为,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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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投资项目评估应是政策改革的一种手段,

可以通过商品与服务的影子价格来估算控制

变量的边际变化对社会福利的可能影响, 从

而建议政策改革的方向和措施。这一方法, 目

前已为全世界广为接受并采纳, 但在 70 年代

初, 则是对常规经济学范式的挑战, 在当时得

到了牛津剑桥经济学同人的敌视性反应。

公平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永恒主题。

1972 年, 英国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正义

论》, 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达

斯 根 据 罗 尔 斯 的“无 知 面 纱 ( veil of

igno rance)”假说, 对可持续发概念的重要内

涵——代际均等问题, 进行了模拟。达斯认

为, 在代际分析中,“潜在人 (po ten t ia l)”的概

念没有“实际人 (actual)”和“未来人 (fu tu re)

的概念明确。因为在现实世界中, 我们皆“实

际人”, 我们难于建立一种道义准则, 公正地

对待我们的孩子和潜在的孩子。因而, 对每一

代人说来, 所关心的是自己这一代人生活水

平及下一代人人口数量及其生活水平。这一

处置, 使得均衡人口和最优储蓄的分析更为

简洁实用。达斯发现, 罗尔斯的公平契约理论

的优化解为纳什均衡, 即各代人的行为为给

定的情况下, 各代人的最优决策为保持其当

前策略不变。

效用与权益属于抽象的哲学概念, 而生

活质量的测定则是非常具体的经济学问题。

达斯于 80 年代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哲学

和经济学教授期间, 将哲学概念与经济学度

量结合起来, 拓展制度经济学分析。一般说

来, 我们对福利的把握难于具体。有如医生研

究疾病是为了认识健康一样, 达斯将其研究

重点投向贫穷。通过对当今世界上的极端贫

穷国家的制度体系解剖, 来理解贫穷的经济

学问题。世界银行的年度发展报告有一套完

整的社会经济指标, 但缺乏制度体系方面的

参数。那么, 与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对

应的, 是何种经济体制与社会规范?通常的观

点认为, 食品优先于自由, 认为社会经济与民

众的政治权益之间有一种取舍关系。然而, 70

年代最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指标表明, 民众

政治权益得到较好改善的穷国, 其人口的期

望寿命、婴儿存活率及人均国民收入均较政

治上极权压抑的穷国进步更大。达斯认为, 相

关并非表明有一种因果关系, 但现实证据也

应有说服力。达斯从考察社会经济因素入手,

来论证体制规范, 得到的结论认为, 民众的政

治权益对于穷人来说, 并非是一种奢移品; 民

众政治权益的改善, 有助于消除贫困, 防止环

境恶化①。

政策含义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达斯所关注、分析的

始终是经济收益与效率, 因为它们是资源利

用与人类福利的中介。这一分析途径有助于

我们在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实践中, 防止机械

强调自然资源实物存量的变化, 注重市场的

效用, 利用价格机制, 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人们往往对自然资源, 尤其是

可枯竭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耗减忧心忡忡, 即

使是一些经济学家, 如资源绝对稀缺论的鼓

吹者、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 60 年代以来

“宇宙飞船经济学”的提出者、美国学者包尔

丁, 以及“稳态经济”观持有者戴利, 均十分担

心资源的物理极限。达斯的资源替代分析, 有

助于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者在实践中通过固定

资产 (如设备和新技术)的投资和替代资源的

开发, 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和遏制

自然资源的退化。可见, 达斯关于资源经济学

的分析, 有两点政策含义是十分明确的。第

一, 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有净收益, 而且这一

净收益不能用于直接的社会消费。第二, 这一

净收益只能用于生产投资, 而且是替代资源

开发的投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或等于 1, 上

述政策的运作结果, 必然可以保证可持续消

费的实现, 使社会福利水平不致降低。

如果说, 资源替代政策对发达和发展中

国家均适用的话, 那么, 达斯有关环境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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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 he A llocation of H unger, W alras- Bow ley L ec2
tu re, Econom etrics Society. P1D asgup ta, 1989.



分析的政策含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为直

接些。首先, 资源、环境、人口、营养状况、贫困

等因子是相互联系的, 因而所需要的政策, 也

不宜是单一的, 而应是多目标的, 需要一箭多

雕或多矢一的, 从不同方面协调解决发展中

国家的环境问题。70 年代初以来的实践表

明, 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像发达国家那

样, 就环境谈环境。第二, 发展中国家必须要

有人口控制。这是因为, 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

况下, 孩子既可以作为生产者商品 (劳动力收

益) , 也是保险性商品 (养儿防劳)。而在发达

国家则无此必要。第三, 采用补贴政策, 扶持

贫困人口。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面广, 需要采

用各种开发项目, 帮助脱贫。这就要求, 不能

采用简单的配给方式, 而应与开发投资项目

相结合, 使贫困人口在项目实施过程通过劳

动力投入来获取实物的现金酬劳。

达斯有关制度分析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

确。发达国家的多数学者有关环境资源的公平

分析, 强调代际均等。达斯对印度次大陆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考察使他认识到, 代内社会成

员的平等更有实践意义。因此, 达斯赞同发展

中国家的土地改革, 使耕者有其田。发展中国

家的贫困、营养不良与环境退化, 在相当程度

上与人们对现有环境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有关。

鼓励公众参与、保障民众应有的权益, 也是一

个重大的政策命题。公民的政治权益并非发达

国家的专利, 这种权益在发展中国家的实现,

对于消除贫困和环境改善均十分重要。

　　达斯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①一书中写

道, 是资源、贫困、环境、人口及知识等问题使

之成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他在这些方面对

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贡献, 对包括中

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

护, 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我国在经

济转型与经济扩张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疑

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达斯在 1996 年 12 月

写给作者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 人口- 环境

- 贫困- 营养, 一直是其经济理论探索的轴

心, 并且还要将这一探索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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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的第一台网络计算机
据《亚洲大众传播公报》1996 年 11- 12 月号报道, IBM 公司已经宣布它拥有第一台网络计算机

——一种低成本的网络计算机, 目的在于替换公司设施中的个人计算机。
这一举措使 IBM 公司成为计算机行业中实现这一替换诺言的第一家公司, 几个月来, 计算机行业

始终被这一诺言所鼓舞着, 即用一种廉价设备将个人计算机连接到国际互联网上去, 并提供典型应用程
序, 例如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

但是, 与许多公司对网络计算机或国际互联网络计算机的设想不同的是, IBM 公司的模型, 旨在严
格应用于商业市场而不是消费者。事实上在许多用途中, 这种网络计算机将替换有几十年历史的性能不
佳的“蠢笨的”终端机——后者只能允许公司雇员的工作机连接到主机和袖珍计算机上, 而 IBM 的网络
计算机则能使用户漫游国际互联网络的万维网和连接到某个公司所使用的任何应用程序上。

由于这种设备只含较少的部件, 并且软件可以在中心更新, 而不用在每个桌面管理系统上手工操作, 因
此人们期望这种设备比 PC 机维护起来更便宜。IBM 公司指出, 按五年一个周期计算, 他们网络计算机的价格
比 PC 机要便宜一半以上。但是一些用户可能因为不能安装他们自己的软件程序而仍在犹豫。 (小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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