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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以及人均收入水平

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

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本文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

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我们的研究结

果显示,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 已无法应对日益增

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

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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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关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数字是有争议的。除了官方不认可国外所发布的排放数字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转移排放的问

题,即由于许多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被转移到中国,而很多相关产品的消费者却在国外。

º  例如,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研讨会上 ( China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Towards a Low- carbon Economy, Inception Meeting, St .

Br¾nnbo, Stockholm, Feb. 14) 15, 2008) ,瑞典经济学家 Arthar Lindbeck提出了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政府激励问题。他的担心是, 一旦

中央政府提出环境问题及其表达某种政策倾向时,地方政府会采取强烈的游说活动加以反对,最终使得政策不能真正贯彻。

一、引  言

关于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证据,近年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增长,越

来越不容怀疑( Stern, 2007)。5京都议定书6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 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

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中国作为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人口大国、按照 PPP 计算的第二位经济大国以

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更是国际减排的关注重点。例如, 有研究预测,假设单位 GDP 排放的二氧

化碳比率保持在 2001年的水平上,到 2018年,全世界排放总量将增长 69% ,达到 250亿吨, 届时中

国增长218% ,总量超过 90亿吨,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国家(Thomas, 2007)。
¹

表面看起来,中国的节能减排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地方政府则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

求。但是,如果这种要求和压力真是仅仅来自外部,则中国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将会遇到巨

大的困难。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自身没有内在的要求, 节能减排会遇到严重的激励问题:

中央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决心和能力(行政力和财力)坚持贯彻这个方针? 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

励,牺牲短期的增长以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 中国改革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在很大程

度上是靠地方政府追求 GDP及其带来的财政收入推动的,节能减排要求是否与地方政府的动机激

励相容,是任何有关政策能否有效的关键。
º

大多数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 要么只是直接提出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而不顾可行性与否, 换句话说, 只讲责任和义务而不顾能力和激励; 要么把能力和激励问题视作理

所当然的前提。这样的讨论固然痛快淋漓,却由于忽视了激励机制所在,在政策上缺乏建设性,在

措施上缺乏针对性, 在经济逻辑上也是不完整的。本文要回答的是, 政策游说活动的相对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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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取决于经济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政府有着不尽相同的优先序。

一旦条件成熟, 激励机制和政府行为则可以改变。这意味着,反映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

库兹涅茨曲线,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过程( Deacon, 2005)。如果存在这样的曲线,它不过是反

映随着收入增长,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从而引起公共品供给做出反应的表面关系, 或者说

是一个作为结果的标识。然而,其背后可能包含更多的内涵。从中国中央和地方共同构成的促进

发展的政府这个特征出发,其背后隐含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 重要性更甚于个人生活质量的要

求。

本文讨论中国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其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

从经验上勾画出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从而揭示中国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着力点。通

过经验分析,我们尝试回答下列问题: 11 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 政策导向可以转变吗?

21减排和低碳增长在财政上是可行的吗? 31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各参与方可以达到激

励相容吗?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增长方式

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是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 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又是特定发展阶段

的产物。与此同时,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动力,又产生了独特的政府行为,即所谓/促发展的政府0

( developmental state)。因此,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固然是企业发展方式内在约束变化的结果, 却并

非可以单纯依靠个别企业行为, 而可以达到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要依靠政府规制和行动。但

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到来,又是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以及企业行为的必要条件。

对中央政府来说,按照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 识别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改变激励导向并制

定和督促执行相应的规制,是一个与决心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过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针对变化了

的经济发展阶段,改变政府经济职能,从追求 GDP及其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 转向更加注重增长的

可持续性,则是一个与激励有关的政治经济学行为。对于任何外部的压力和要求,归根结底都要通

过内部的动力机制才可能发挥作用,即责任( responsibility)、义务( obligation)、能力( capacity)和激励

( incentive)四者必须是统一的。

为了判断中国是否具备了内在的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自觉实施节能减排的要求, 我们有

必要借助库兹涅茨环境倒 U型曲线这个经济分析框架。虽然它引起过众多的争议,但是, 对于我

们从发展阶段变化出发, 考察中国经济是否在解决环境问题上具备了必要的政治经济学条件,却具

有借鉴意义。库兹涅茨在描述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时,曾经从经验上揭示了一个随着人

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收入不平等程度先上升, 达到一个转折点之后下降的轨迹, 被称为库兹涅茨曲

线。环境经济学家借助这个关系逻辑,假设存在着在人均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类似经验关

系( Grossman and Krueger, 1995)。具体来说,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环境政策

的抉择。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增长方式进行相应的转变。由于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在整个

改革开放期间, 中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

动力供给,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由于人口结构成功形成的这种人口

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

以实现,从而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得以延缓。这种人口因素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窗口和额外的

源泉( Cai and Wang, 2005)。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增长也形成了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惯性,而没

有形成生产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方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

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成为高污染、高消耗、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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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客观原因(如郑京海、胡鞍钢, 2004; Kaneko and Managi, 2004; Kuiijs and Wang, 2005)。

这与亚洲四小龙在创造了一度颇有争议的东亚奇迹时期的情形十分相像。当时, 克鲁格曼

(Krugman, 1994)站出来批评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之所以怀疑东亚奇迹的存在, 是因为他从新古典增长理论出发对东亚经济做出评价,他没

有注意到其在一定时期内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以后的事实表明, 当二元经济特征消

失之后,这些经济最终能够改变单纯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并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而

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 Bhagwati, 1996)。在中国,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

具有明显的优势,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并且资本报酬没有出现递减的趋

势,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 一旦随着人口结构、

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 从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Cai, 2008) ,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

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就会迫在眉睫。

其次,人均收入提高反映了人们对安全、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从而提出了对环境的更高需要。

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7)估计, 1995年中国因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40亿美元,约占GDP

的8%。而在 1995 ) 2006年期间, 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 131% ,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了7418%。特别是, 居民中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率和收入水平更高,如 2006年城市最高 20%组的

人均收入是最低 20% 组的 516倍。由于按照环境影响健康的人力资本法( HC) 和支付意愿法

(WTP)来评价环境损失,关键在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 或者说更大的程度上受到谈判力较强的中

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影响, 因此,这种收入变化无疑会大大提高中国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程度。从

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舆论和民意对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关注程度都大

大提高了(Hayward, 2005)。

中国老百姓、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企业关于环境的意愿,更鲜明地反映在

党中央的文件和国务院的/十一五0规划中,特别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不仅

要求从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还对节能减排提出了硬性约束。一项研

究显示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原材料和工资上涨做出的积极反应 ) ) ) 中间投入品使用技术效率和劳

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Kim and Kuijs, 2007)。

三、中国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0

实证地观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0,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与减排可行性关系的重要途径。我们
前面所讨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改善对环境的更高要求, 都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

来表达。所以, 讨论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0时,我们可以使用分省的面板数据观察废气排放水平和

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以观察不同地区大致可以在哪个时间区段内实现库兹涅茨转折。二氧化碳

和二氧化硫是两种主要的气体排放物, 但由于缺乏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分省资料,我们在本文仅仅

分析二氧化硫的排放及其变化模式。

二氧化硫是一种主要的空气污染物,它主要来源于燃烧含硫的化合物,对大气环境有显著的负

面影响。煤炭和石油常常含有硫化物,因此, 使用这些燃料会导致二氧化硫的排放。2005年,中国

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高达 2549万吨, 高居世界第一位。由于二氧化硫排放所导致的酸雨污染,已

严重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 二氧化硫总量控制成为中国/十一五0期间环

境保护的主要目标。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0规划纲要6明确提出,到 2010年,全国二氧化

硫排放总量将比/十五0期末减少 10%,总量必须控制在 2295万吨。

根据历年5中国统计年鉴6公布的资料, 我们收集了 1991 ) 2006年分省的二氧化硫排放、人均

GDP 水平以及总人口等资料。由于重庆和西藏的资料在部分年份缺失,这两个地区的资料,没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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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在数据库中。表 1是对上述三个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历史地看,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水平

1991 ) 2006年平均为 14012吨P万人,但 2006年已经达到 19317吨P万人。如果观察 16年平均的排

放水平,东部沿海地区要略高于内陆地区,但 2006年东部地区152吨P万人的平均排放,要远低于中

西部地区 216吨P万人的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 GDP水平

(以 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在2006年的差异,也大于 16年时间序列的平均差距。

 表 1  中国不同地区人均二氧化硫排放、

人均GDP 和人口的基本状况

变量 均值(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2006年均值

29 个省份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 14012 ( 871 4) 141 8 57915 19317( 1251 3)

 人均 GDP( 1990= 100) 4954 ( 4407) 860 34200 9743( 7069)

 人口(百万) 4112 ( 251 3) 451 4 9712 4315 ( 2616)

东部沿海地区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 14219 141 8 33119 15213 ( 6719)

( 7313)

 人均 GDP( 1990= 100) 8516( 5727) 1794 34200 17120( 7664)

 人口(百万) 39185 ( 281 6) 671 4 9311 4413 ( 3219)

中西部地区

 人均二氧化硫排放 13818 ( 941 1) 351 5 57915 21515( 1431 7)

 人均 GDP( 1990= 100) 3080( 1499) 860 8518 5861( 1497)

 人口(百万) 4210 ( 231 4) 451 4 9712 4310( 231 7)

   注:在此,我们将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定义为东部

沿海地区,其他省份定义为中西部地区。以下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 (历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1显示的是人均工

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去除

量随时间变动的变化情

况。很显然, 人均二氧化

硫排放处于不断增加的态

势, 2002 年以后, 排放的

规模有加速的趋势。需要

指出的是, 由于社会各界

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

益提高, 以及环保能力的

不断增强, 二氧化硫去除

量也在不断增加, 并且增

长速度快于排放量, 特别

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其呈

现加速提高的趋势。尽管

如此, 二氧化硫排放的绝

对水平仍然很高, 并且增

长较快。这意味着, 在经

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防

污和治理仍然不能抵消排放的速度。

图 1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去除量: 1991) 200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 (历年) ,中国统计

出版社。  

二氧化硫排放的区域变化模式也值得

关注, 图 2描绘了区域间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区的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在总排放中的比例越来

越高。1991年东部沿海地区 10 个省份和中

西部地区的 19个省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

为1B1157;到 2006年, 两个地区的排放总量

比为 1B2。考虑到这 16年中,东部地区的经

济规模迅速增加,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总体差

异有所扩大,东部地区以二氧化硫排放所衡

量的经济发展效率也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我们随后的分析会发现,东部沿海地区能够

以相对较小的二氧化硫排放成本获得较大

份额的经济增长,除了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结构的差异有关以外,也和经济发达地区有部分省市已

经越过二氧化硫排放的库兹涅茨转折点,排放总量开始下降有关。

从图 3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二氧化硫的排放模式的确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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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区域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 (历年) ,中国统计

出版社。  

比较显著的差异。图 3中的横轴是以 1990

年价格衡量的人均 GDP 水平,纵轴则是人均

二氧化硫排放量。在经济发展初期, 东部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并没有显

著的差异,两个地区的散点图比较集中。随

着人均GDP 水平的上升,中西部地区的人均

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相形之下,东部沿海地区不仅人均收入水平

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硫排放增长的

趋势在部分省份也已经得到遏制。体现在

散点图上,明显地表现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之间的分化。

图 3 1991) 2006 年各省份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 GDP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5中国统计年鉴6 ( 历年) 数据计

算得到。  

为了进一步观察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和

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出现库兹涅茨曲线所描

绘的模式,我们利用下面的计量经济模型来

观察各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和经济发展水

平之间的关系:

S i, t = A0 + B1yi , t + B2y
2
i , t + B3mi, t

+ u i + v t + Ei, t

  其中, S i, t为第 t 年份、第 i 省的人均二

氧化硫排放量, yi , t和 y
2
i, t则分别为第 t 年份、

第 i 省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 GDP 水平

及其平方项, mi, t为第 i 省在第 t年份的工业

化水平,以第二产业 GDP 占 GDP 比值来衡

量。u i 是省份的虚拟变量,反映了省际间持

续存在的差异, 诸如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

导致的不同的能源使用模式,规制的差别,偏好差异等。v t 是年度虚拟变量,主要控制经济增长以

外,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所发生的影响, 例如产出品、能源等的价格变化,排放控制技术的变化等。

Ei, t则是与时间和地区都无关的随机扰动因素。和其他库兹涅茨曲线分析一样, 我们的目的是观察

上述方程中的系数 B1 和 B2 的符号和显著性是否符合倒U型关系。

回归结果见于表 2。该表中的三列回归结果分别是对 29个省份, 东部沿海省份以及中西部省

份的回归结果。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有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的回归结果拟合优度最高,模型的总体

解释力达到 58%。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表明,人均收入等因素仅仅解释了这些地区二氧化

硫排放量变异的 5%。可见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两类地区存在着明显

不同的排放模式。

我们关心人均 GDP的二次项的符号在三个回归结果中是否都为负, 但在对中西部地区的回归

方程中,该结果不显著。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 在两类地区混合的样本中出现倒 U型关系,实际上

是由于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库兹涅茨转折区域的缘故。因此,对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问题的认识需

要区别对待,对于已经越过库兹涅茨曲线顶点的地区, 经济规律的作用已经可以使自发性的减排成

为可能。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目前还很难预计会在何时进入库兹涅茨区域。在这些地区的排放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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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加速增长的时候, 通过必要的政策手段限制排放是必须的。

根据表2中第一列的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全部样本的 EKC预测线, 如图 4所示。虽然该

图已经表现出库兹涅茨转折的倾向,但我们结合图 3可以看出, 在转折点左边集中的是中西部地

区,而右边是东部沿海地区。有鉴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差异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两

个区域分开来观察。

表2 二氧化硫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29个省份 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

以 1990年价格衡量的人均GDP 010033 ( 1138) 01010 ( 3110) 01031( 1154) 01015
( 2193)

以 1990年价格衡量的人均GDP平方项 - 2109e-07( 3135) - 2168e-07(4106) - 1121e-07 ( 018) )

第二产业GDP占 GDP比值 3177 ( 6126) 3193 ( 5199) 4141(4163)
4160

( 4199)

固定效应:省份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固定效应:年份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常数项 - 4411(1167) - 7515( 2123) - 104( 2160) - 91186 (2148)

R
2

组内 0147 0148 0153 0152

组间 0106 0161 01002 010003

总体 0115 0158 01051 01064

观察值个数 464 160 304 304

图 4 29 个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  

  我们在图5中展示了根据表2中第2列

的回归结果,预测的东部地区的库兹涅茨曲

线。根据该模型对现有样本的估计参数, 库

兹涅茨曲线在人均 GDP 达到 18963元( 1990

年价格)时,开始越过曲线的顶点,进入排放

总量逐步下降的区域。如果以这样的经济

发展水平为标准, 2007年越过库兹涅茨曲线

临界点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

而广东和江苏也已经非常接近二氧化硫排

放的顶点。也就是说, 就目前的情况看, 东

部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已经具有了控制二氧

化硫排放的内在动力和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排放水平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在表 2的第 3列, 我们看到人

均GDP水平及其平方项都不显著。如果我们对中西部地区的样本采取不同的估计式 (表 2第 4

列) , 只放入人均 GDP 水平,省略其平方项,则人均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这就表明, 中西部地区还

处于排放不断增加的阶段。图 6对这一区域的预测线也表明,中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模式,明

显不同于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仍然呈单调上扬的格局。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二氧化硫为例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以看到收入提高与改善环境的关系是存在的。

然而,仍然存在若干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 以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虽然可以预期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质的排放会迎来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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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部沿海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  

点, 但是, 大多数中国省份距离这个转折点

仍然遥远,与排放密切相连的发展动力, 在

中西部地区仍然十分强劲。如果按照既有

的路径发展,中国仍然要经历一个严重污染

的时期,才会出现环境改善的整体效果。特

别是, 按照产业转移的规律看 (甚至也是环

境库兹涅茨曲线隐含的意义) , 相对落后地

区接受转移产业,不仅是遵循生产要素禀赋

的比较优势原则,而且常常按照对环境的接

受程度进行, 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接受东部地区转移污染行业的倾向。

因此,单纯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足以迎来库

兹涅茨转折点, 其更加仰仗于经济增长方式

图 6 中西部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  

图 7 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人均二氧化碳数据来自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单 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系根据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中的数据和5中国统计年鉴6中的数据计算得

到;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和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均根据5中国统计年

鉴6数据计算得到。  

转变的内在动力和相关的政策激励。

其次, 从东部地区的情况来看, 虽然我们已

经能够拟合出一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并预测

出库兹涅茨转折点, 但各省之间的差异也仍然

很大。即使如图 5所显示的那些已经超越了转

折点的点,实际上也呈现截然不同的分布位置,

意味着这个发达地区整体趋势背后的巨大省际

差异,它们总体上仍然处在较高的排放水平上,

下降是缓慢的。

最后, 国际研究表明, 在人均收入与环境质

量之间的总体库兹涅茨关系背后, 通常存在着

不同排放物之间的巨大不同。温室气体排放与直接具有危害性的排放物,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相伴

关系,但是却表现为不尽相同的规律。二氧化碳作为无味并且不直接产生对人体伤害的气体,并不

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例如, 经验研究很少观察到二氧化碳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

即使有少数案例,也显示出其出现远远比其

他污染物要晚, 转折点时期的人均收入常常

比其他污染物转折点出现时高数倍( Webber

and Allen, 2004)。

一般认为, 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产

业结构偏向制造业和能源使用效率低, 在国

际比较中,中国的人均排放水平较低而单位

产值排放水平较高。从这个特点出发, 中国

实际上在排放上呈现了趋同的趋势(图 7) ,

即人均排放倾向于上升,主要反映了伴随高

速增长的经济总规模效应,而单位 GDP的排

放倾向于降低,反映了产业结构优化、能源

使用效率的改进和减排措施的采取。在上

述趋势中,二氧化碳排放的改进效果不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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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硫。

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与排放关系的内在要求,但是,证明在人均

收入水平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政府对经济发展

阶段变化所产生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善环境质量的要求, 可以做出积极的政策反应。虽然库

兹涅茨曲线并非意味着事情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库兹涅茨转折点也并不会在近期到来,但它

揭示了政府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治理的决心和政策手段,是可以与经济当事人行为之间达到激励相

容的。除此之外,许多研究也表明,在表面的库兹涅茨曲线背后,诸如环境教育、信息的公开等因素

也对推动环境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 Deacon and Norman, 2004) , 否则,温室气体的减排就似乎遥遥

无期了。

从我们的经验分析结果看,省际二氧化硫排放模式有很强的异质性,而没有能够进行类似分析

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样会是如此,因此,减排政策也应该具有区域的针对性。特别是,在中西部具有

很强的增长和赶超动机的情况下, 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机制设计, 一方面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

要求转化成为地区经济增长行为的变化,以及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区域之

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为缓解欠发达地区的 GDP冲动提供物质激励, 更有效地和更加激

励相容地实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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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monetary policy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capital market was open while the exchange rate was

fixed. Our purpose is to find whether it is still possible for the economy in this case to keep the effective monetary policy for

stabilizing the domestic economy. For this, we suggest two i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Given the restrict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monetary policy can still be effective. The implication of such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in exchange rate regime is also discuss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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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for better environment. Only when economic development moves to the stage at which economic growth becomes

productivity-driven, can the policy package aimed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be incentive- compatible with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By estimating the 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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