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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本文在这个概

念框架下分析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 , 运用这一概念把人口、资源与

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价值这个经济学信号从市场上反映出来 , 由此引导的资源配置是人力资源、

人造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建立在二元价值论基础上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注重微观基

础的宏观经济学 ; 是注重实证基础的规范经济学 ; 是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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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binary axiology that value is commonly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e is the key

concept of population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population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economic system has been analyzed under this conceptual

framework. With this concept the inner link between population ,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ould be reflected

on the market through the economics signal of value ,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 based on the result , is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 man2made resour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The population ,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binary axiology is macroeconomics that lay stress on

microfoundation , normative economics that emphasize empirical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that

guides economic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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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内研究现状回顾与评述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在我国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已经走过了 10 年的历程。在此期间

诸多学术团体及专家学者对该学科的建立和发

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2000 年初中国

人民大学等 7 所大学联合发表了“关于加强人

·14·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呼吁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被视为一个新的学术

生长点[1 ] , 专家学者们就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方法

等基本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 至今已出版了

多部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为题的专著或

教材。这些研究成果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关于学科

的性质 , 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

学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 , 是经济

学的一个分支 ; 关于研究对象 , 有多种不同的

表述 , 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不仅应以人口、资

源与环境三者为研究对象 , 还应特别以三者之

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2 ]
; 有学者认为“人口、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宗旨和产生的原因 , 决定

了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只能是可持续发展”[3 ]
;

有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

人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总体全过程的

经济学”[4 ]
; 还有学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应该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内在的

一致性 , 应该包容“资源稀缺性”和“合理配

置”两个主要内容[5 ] 。已经出版的专著或教材

在研究内容方面也不尽相同 , 有的是在介绍人

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知识的基

础上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 有的侧重分别

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 有的以

可持续发展为主线 , 分别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

展、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

关系 ; 也有的以产权、产业、市场、价值等经

济学概念构筑研究框架并展开研究。

综观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 , 我们必须承

认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还不够成

熟 , 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 在一些

基本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很多学者已经注

意到了这个问题[6～9 ]
, 并尝试从不同视角探寻

这一核心概念所在 , 本研究也试图解决这一问

题。

事实上 , 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中

的内在联系是天然存在的 , 这种联系就反映在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价值之中。长期以来 ,

人们对经济学价值概念认识上的偏差和缺陷掩

盖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 ,

传统经济学把人口、资源、环境要素看做是经

济系统的外生变量 , 摒弃在经济系统之外 , 割

裂了三者与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 , 导致在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人口、资源、

环境问题。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诞生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理论经济学的重新思

考。本研究以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

值论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

这一概念把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价值 ———进而表现为价格 ———这个经济学

信号从市场上反映出来 , 由此引导的资源配置

不仅是人力资源、人造资源的合理配置 , 也包

括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 , 并且对人口数量、人

口结构的调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 最终结果

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二元价值论基本思想的形成是从考察生产

要素开始的[10 ] 。我们知道 , 任何商品生产过

程都必须有两个基本生产要素 : 人类劳动和自

然资源 , 或称人力与自然力。当生产过程变得

日益复杂 , 生产规模逐步扩大以后 , 会有一些

其他生产要素加入到生产过程中来 , 如资本、

技术、管理等 , 但从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来看 , 这些要素都是通过人类劳动与自然力

的共同作用演化而来的 , 因此 , 从长期的、历

史的视角看 , 任何生产力系统都可以简化为两

个基本要素 : 人力和自然力。

我们把人力和自然力两个要素分别记作 H

(Human resource) 和 N (natural resource) , 产品

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换 , 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

就是在交换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如果生产者 A

(HA) 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产品 PA , 生产者 B

(HB ) 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产品 PB , 可表示

为 :

HA + N → PA

HB + N → PB

　　当生产者 A 和生产者 B 同意相互交换他

们的产品时 , 就有等式 :

PA = PB (1)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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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 N = HB + N (2)

　　 (2) 式中 , 等式两边的 N (自然资源)

的数量、质量、种类都可能是不同的 , 但只要

自然资源是共有的 ,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享用的

时候 , 这一项的大小就不会影响等式的成立 ,

因此可以同时舍去 , 剩下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彼

此承认的价值关系 , 即 :

HA = HB (3)

　　 (3) 式表明 , 如果自然力是无偿提供的 ,

人人都可以享有 , 这时交换的双方在认定对方

的物品对自己有用 (承认使用价值) 的基础

上 , 他们愿意付出的只能是花费在商品上的劳

动。这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显

然 , 这一结论成立的基本前提是 : 自然力是共

有的和无偿的。这个前提一旦不复存在 , “劳

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命题就必须重新考

虑。

如果我们对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价值论进

行深层的追问 , 还会发现一些未被揭示的问

题 : 为什么自然力可以被设定为无偿的 , 这种

假设成立的条件是否永远存在 ? 人类劳动为什

么必须是有偿的 ? 合理的报偿是多少 ? 沿着这

个思路走下去 , 就会发现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

值的二元价值论。

其一 , 为什么人类劳动必须是有偿的 ? 人

类劳动是人类体力或脑力的付出 , 或者说是人

类体能的消耗 , 这种消耗必须及时得到补偿 ,

劳动者才可以持续地提供劳动。从短期来看劳

动的耗费需要通过补充食物、水分等营养物质

和适当的休息放松而得到补偿。从长期来看 ,

人总是要衰老、死亡的 , 必须不断地培养出新

生的劳动力替代衰老死亡的劳动力 , 培育新生

劳动力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 这两点理由已经足

够证明劳动的耗费必须得到补偿 , 这种补偿在

商品经济中通过交换来实现 , 它包括补偿当前

劳动者的体能消耗和培养替代劳动力的耗费两

部分内容。任何一个通过劳动把产品提供到市

场上的生产者 , 他所期望得到的报酬的底线是

补偿他在生产该产品时所付出的代价。

其二 , 自然力真的是无偿的吗 ? 所谓自然

力或自然资源是无偿的 , 可以理解为自然资源

的消耗不需要补偿 , 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

是 : 自然资源的数量是无限的。事实上 , 自然

资源 , 即使是可再生资源 , 在一定时期和一定

范围内 , 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

续进行 , 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享有等量的

资源 ,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

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 , 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资源

储备条件下补偿或替代的方式不同而已。对于

可再生资源而言 , 如果人类利用的速度不超过

其再生速度 , 它的补偿可以凭借自然力自发地

进行 , 这时相对于人类而言 , 自然资源就是

“无偿”的 ; 如果人类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

超过其再生速度 , 依靠自然力的自我恢复更新

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 这时自然资源

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 , 在生产过程中的耗损也

需要通过交换得到补偿 , 商品价值中就应该包

含由于自然资源耗损、转移而形成的价值 , 这

种价值与劳动耗费形成的价值一起 , 构成商品

交换价值的基础。对于不可再生资源 , 由于其

储量是固定的 , 在开发利用过程中 , 总量必然

单调减少并逐渐趋于耗竭 , 为了维持社会生产

的持续进行 , 必须在利用可耗竭资源的同时积

极投入替代品的研发 , 以便在可耗竭资源耗尽

之时 , 有可资利用的替代品 , 避免由于资源耗

竭而导致的经济崩溃。替代品开发所需的投入

类似于固定资产的折旧 , 也应该通过交换得到

补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 如果假定自然资

源是无偿的 , 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生产商

品过程中的劳动耗费 ; 如果自然资源不是无偿

的 , 那么商品交换价值的本质就是劳动耗费与

自然资源耗费的总和 , 二者都是形成商品价值

的源泉 , 这就是二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

三、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经济学表述

二元价值论的发现为解析人口、资源、环

境在经济系统中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极富价值的

实证基础。人力与自然力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共

同创造价值这一事实从生产、交换 (价值与价

格) 乃至分配和消费等经济学基本环节提供了

分析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关系的路径。

1. 生产角度的分析。从生产角度来看 ,

二元价值论同时也可以表达为宏观生产函数 ,

从长期来看 , 总产出取决于人力和自然力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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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可记作 :

Y = f ( H , N) (4)

　　 (4) 式的人力 H 包括人的体力和智力 ,

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相对应 , 与人口学中的

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密切相关 ; H在数量上是

人口的一部分 , 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健康水

平等人口学特征 , 也反映在扶养比中。

当人口素质提高的时候 , 也是科技进步加

快的时候 , 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 在人力

投入既定的情况下增加总产出 , 但这种增加是

有限度的 , 受基础性资源 , 如能源、土地资

源、水资源等供给的制约。当人口数量增加的

时候 , 如果劳动力也同比例增加 , 在一定的技

术条件下 , 必然要求更多的自然资源投入来实

现充分就业目标。

(4) 式中的自然力 N 是指人类从事生产

性活动必须投入的自然资源和必须借助的自然

环境。没有自然资源和环境人类根本无法生

存 , 也不可能从事任何生产性活动 , 这是不可

辩驳的客观事实。关于自然资源与环境 , 笔者

认为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当人们从不同

角度看问题时 ,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 把二者

区分为两个概念。当人们着眼于自然界为人类

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生存空间和活动场所 , 关注

自然界的“介质”性时 , 称其为环境 ; 而当人

们着眼于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资料 ,

关注自然界的“物质”性时 , 一切可为人利用

的物质都成了资源。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环境容

量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 , 而且自然资源不能

全部用于生产性投入 , 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用于

维持生态平衡 , 保证人类生存环境的稳定。可

见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 ,

资源过度消耗就会降低环境质量 , 如过分的砍

伐森林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干旱和洪涝灾害 ;

工业消耗过多的清洁水 , 环境中就会增加更多

的污水。当生产活动和生活排放的废弃物超过

了环境容量所能消化降解的能力 , 环境恶化就

在所难免。

2. 价值角度的分析。从价值角度看 , 人

力、自然力作为价值源泉二要素 , 它们的变化

可以反映在价值量上 , 进而影响资源配置。二

元价值论的基本思想阐明了价值度量的原理和

依据。人力也称作劳动力的价值 , 其实质是劳

动力在生产活动中体力和脑力的耗费 , 如果确

定工资的基本原则是维持劳动者及其家属基本

生存以及劳动者参加必要的教育和培训所必须

消耗的物质和能量的货币表现 , 那么 , 劳动力

价值中就隐含了人口结构、人口素质等人口学

因素的作用。

自然力的耗费所形成的价值在传统经济学

中没有得到承认 , 除了有产权界定的自然资

源 , 开放性资源和环境都被视作公共物品 , 不

仅鼓励生产者掠夺性开采公共资源 , 而且形成

了初级资源性产品的低成本和低价格 , 进而鼓

励消费者对资源产品的不珍惜甚至挥霍浪费。

当我们发掘出价值源泉的另一半 ———自然力

———的时候 , 自然资源和环境与经济系统以及

市场运行的密切关系就清晰地展现出来了。只

要把生产中自然资源 (包括环境) 的耗费纳入

生产成本并表现在产品价格中 , 就可以纠正多

年来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不合理

比价关系 , 让价格这个市场信号正确反映资源

的稀缺性 , 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11 ] 。

3. 人力与自然力的互补关系。以上分析

只是简单表述了人口、资源、环境在经济系统

的地位及其价值表现与市场运行、资源配置的

内在联系。进一步分析 (4) 式的宏观生产函

数还可以揭示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内在经

济关系。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人力和自然力既

有互补关系 , 也有替代关系 , 但不可否认的

是 , 互补关系是绝对的 , 替代关系是相对的 ,

就是说互补关系在任何条件下都成立 , 替代关

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人力与自然力的互

补关系反映在人口经济学中是一个经济适度人

口问题 , 反映在资源环境经济学中是资源环境

承载力问题 , 反映在经济学中就是充分就业问

题。

所谓互补关系是指两者必须按一定比例相

互配合才能实现同一功能或达到同一目的 , 宏

观生产函数中人力与自然力的互补关系要求人

力与自然力相匹配。人力与自然力不匹配从大

的方面来看有两种情况 : 其一是人力不足 , 自

然力丰富 , 在这种情况下总产量取决于人力的

投入 , 随着人口的增加 , 产量不断扩大 , 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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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越来越多 , 直到可利用的自然力被充分

利用 , 此时与就业人口相对应的总人口就是经

济适度人口 ; 当人口继续增加 , 参与经济活动

的人力大于自然力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时 , 第

二种人力与自然力不匹配的情况就出现了 : 此

时人力过多 , 自然力相对不足 , 经济总产量取

决于自然资源的供给 , 如果宏观经济仍然以劳

动力的充分就业为目标 , 势必导致资源的过度

开发利用和环境污染。因此在人口、资源与环

境经济学中 , 充分就业不能仅仅以劳动力的充

分就业为衡量标准 , 而应在人力耗费与自然力

耗费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人力与自然力

的不匹配也可能是区域性的 , 在同一时期 , 一

些地区人力不足、资源丰富 , 另一些地区人力

过剩、资源不足 , 这种区域性的不平衡是引致

人口流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 人口迁移的推力 —

拉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个问题。当

然 ,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力与自

然力的最佳匹配点 , 通过开发新资源、提高资

源利用率 , 用更少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口 , 但

技术的力量不是无限的 , 所谓生物物理极

限[12～13 ]实质上就是自然力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人力与自然力之间的互补关系在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中应该得到特别关注。传统经济

学忽视了这种互补关系 , 过分地相信要素间的

替代关系 , 过分相信人力可以代替自然力 , 关

注人作为生产者的生产性 , 忽略人作为消费者

的消耗性 ; 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生产函数省略掉

自然要素 , 认为产量取决于劳动和资本存量

(即人造资源) 两个要素 , 在短期分析中 , 资

本存量是既定的 , 于是产量就取决于劳动量即

就业水平 , 这种经济思想意味着人口增加、劳

动力增加 , 经济就会增长 , 完全不考虑自然力

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 也没有考虑人力与自

然力的互补关系 , 人口膨胀 , 资源耗竭的残酷

现实与这种经济思想不无关系。

四、建立在二元价值论基础上的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

借助人与自然共同创造价值的二元价值论

(亦称代偿价值论) 这个核心概念 , 不仅可以

把人口、资源、环境引入经济系统 , 使之成为

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 , 阐明人口、资源、环境

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要素

间的相互关系 , 而且可以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

究方法 , 从价值这个经济学和核心概念开始 ,

依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

进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 , 以人与自

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 构筑人口、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诚然 ,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关

系是错综复杂的 , 尤其是人口的介入更增加了

问题的难度。人口不仅具有统计学特征 , 还具

有经济学特征 , 社会学特征 , 生物学特征 , 心

理学特征 , 这些特征集于人口一身。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不能简单地把人等同于人口 ,

也不能简单地把人抽象为“经济人”, 因为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目标不同于传统经济

学 , 它所追求的效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 ,

而是人力资源、人造资源、自然资源协调均衡

的生态效率或系统效率 ; 它不仅关注当代人的

福祉 , 而且还关注后代人的福祉。目标函数的

改变要求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必须从一个

新的视角对价值与分配、需求与效用、效率与

公平、就业与失业、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等问

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 它可以借用主流经济

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 , 但需要完全不同的

思维方式、价值判断和效率评价标准。

建立在二元价值论基础上的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是注重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 ; 是

注重实证基础的规范经济学 ; 是在人口、资

源、环境作为经济系统内生变量的基础上 , 阐

明经济学基本原理 , 分析要素间的基本经济关

系 , 探索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运行基本规

律 , 指导经济实践的理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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