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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污染的经济学思考

魏杰

    环境保护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目前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要完成

的关键性任务。环境保护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治理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

的污染。如何治理污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 治理体制

    所谓的治理体制，就是要回答治理的主体究竟是谁？是企业还是政府？我认为，污染的治理必

须走产业化的路子，就是说，必须形成以治理污染为自己经营内容的治污企业，可以将这些企业称

之为环保企业或污染治理企业，由这些企业承担治理污染业务，这些治污的企业在治理污染中获得

自己的企业利润。只有污染治理的产业化，即企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污染。环保是一个产业，

治污也是一个产业，产业化是环保与洁污的发展。

    在污染的治理中，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规及治法标准，并监督实施，但政府不是治污主体。政

府是监督主体，但不是治理主体。例如，就锅炉排放烟尘来讲，政府只有制定排放标准，只有符合

排放的标准，才准予使用，至于锅炉烧什么燃料，则是企业的事，无论烧煤，还是电和油，都必须

达到排放的标准才行。在这种条件下，锅炉使用者就会考虑烧什么燃料最合算。如果烧油虽然排放

可以直接达到排放标准，但成本太高，那么锅炉使用者就会考虑是否烧煤，若烧煤的成本也比烧油

成本低，那么锅炉使用者就会让那些治理煤污染的企业为自己治理煤的烟尘排放，使排放达到国家

指定的标准，从而把煤 作为燃料。在这里，政府只是制定排放标准并监督实行，治污的主体。尤

其是以治污为经营内容的企业，才是治污的真正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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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监督污染的治理中，要考虑污染治理产业化的内在规律。例如，当政府的污染罚款低于

治污所支持费用时，企业就往往会接受罚款而不去寻找治污企业帮自己治理污染，在这种条件下，

政府就应提高罚款额度，罚款额要远远超过治污所支付的费用，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去让治污

企业帮助自己治理污染。因此，政府对污染罚款额的确定，要考虑治污产业化的内在规律。

    第二， 治理模式

    污染的治理模式有两种：一个是关闭污染源，即关闭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另一个是治理污染

源，即通过那些污染，但往往巩固不了，例如的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关闭之后，又偷偷开工，因为背

后有利润机制的作用，这就是有人需要就业，需要有收入。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还保护这种被关闭企

业的偷偷开工，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需要有税收，需要有就业的机会。因此，仅靠第一种模式道

理很简单：地方政府需要有税收，需要有就业的机会。因此，仅靠第一种模式是不行的。实际上不

可能做到有污染就关闭污染企业。

    有效的模式是治理污染源。治理污染的主要方式，是产生治理污染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有效

的技术改造，将排污企业的污染治理掉。例如，对于锅炉的烟尘，就可以通过脱硫等技术，使锅炉

排放的烟尘达到排放的标准，而不是关闭锅炉。因此，治理污染的关键，是要形成治理污染的企

业，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有效技术治理污染。在这种模式下，治理污染的模架是：政府制定治理标准

并监督实施，有污染的企业寻求治污企业为自己治理污染，最后达到对污染的治理。

    第三， 治理成本

    治理成本首先涉及到治理污染的企业的费用及利润。如果治理污染的企业的企业的费用及利润

太高，那么需要治理污染的企业就可能无法承受，从而使治理污染受到阻碍。因此，在利润比较合

理的条件下，治理污染的企业应该尽量选择成本较低的治污技术，不能只追求技术性而忽视市场

性，即市场的接受能力。治污成本是治污企业必须要注重的问题，应该追求治污的效益，即成本最

低而效益最高。当然，考虑到对于治污企业的支持，国家应该在税收等方面支持治污企业，包括减

免税收等。甚至为了减少治污企业的费用和调动治污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可以对治污企业以应有的

利润补偿。总之，政府应该支持治污企业尽量降低治污费用，以保证治污有效发展。

    治污成本还涉及到引发污染的企业的生产成本。例如，就锅炉来讲，有的燃料可能会减少污

染，例如烧油，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考虑将重点放在对烧煤的排烟治理上，而且使烧煤的排烟

污染的治理。如果不从这个方面考虑而是强行要求将烧煤的改为烧油，恐怕对经济会产生负面效

应，而且在现金中也行不通。因此，治污成本还应考虑污染企业的治污成本问题。要尽量做到选择

最为有效的而且治污成本也最低的治污方式。政府制定治污标准，允许企业选择各种有效的治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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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政府不能强行要要企业选择何种治污方式，只要能达到政府所要求的治污标准就行。

    治污成本还涉及到社会成本。例如，就烟尘排放看，烧油比烧煤好，但我们不能将烧煤完全取

消，统统改为烧油，因为这里首先有一个资源短缺性问题，油的资源少，就不能会部去烧油。同

时，还有一个就业问题，如果都改为烧油煤炭就业怎么？因此，治污还要考虑社会成本问题。从这

点讲，恐怕治污的关键是技术的创新，用技术创新治理污染，而不是随便关闭那些有污染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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