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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针对个人在进行环境方面决策时的种种窘境，

的一系列措施，提出了应在信息及经济等方而给予个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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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借鉴美国农业部为了促使农场主采用保护性拼作法所采取

以鼓励个人作出有利于环保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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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当前企业的环境问题已引起」广泛的

重视，而对丁个人的环境行为则在很大程度

卜还限于口号式地呼吁要保护环境，将其置

于较为次要的地位 其实,以然个人的行为

{如少量污染或资源节约〕微不足道.但所有

人加起来数贪就有‘聚沙成塔”的效应厂据

r.海市坏保局的最新调查显示，每天504万

m，的污水排放 卜，有I/3来自，污染源总

数12“的6 742个研民污染源 另一方面.

个人作为消费Y , IL确的消费倾向会引导企

业绿色化，为企业主动去生产环境友好产品

增加，f场动力 个人作为生产者.例如农户

共生产方式更足对土堆、水等资源有着不可

忽略的影响、一个想持续发展的社会光靠政

府和企业的努力是小够的，只有当每个人都

把保护环境作为自己的责任，才能做到真止

的持续发展.所以说引Y个人环境决策合理

化有着很大的竟义

要个人作出牺牲的政策

    (4)个人关于环境问题的信息很少 搞

不清自己的行为究竟会对环境产生多少影

响，以及相关的成本收益。这一方而是由于

媒体对此的宣传不够.缺乏深度，专家也不

大情愿在媒体上将科学知识大众化，或者内

容无法引起观众的兴趣，达小到宜传的效

果。另一方面行为本身也具有很多不定性，

例如，买不节能的冰箱会多用电和产生SO、

Co、NO等 然而，其危害环境的程度取决

于使用何种电力(核电力还是燃料)，个人对

此无法控制，所以并不知道会对碳的排放产

生多大影响。另外Co使气候变暖的问题也

有争议

    以上的这些窘境造成个久环境决策的

不合理化，不愿牺牲自己目前的利益来换取

k远的美好环境，那么如何解决这此问题

呢2

1 个人环境决策的窘境

    个人的环境决策与一般的决策不同

般的决策只涉及本人，运用传统的成本一效

益分析法就延以确保个人的效用最大化

了 而环境决策却涉k方石血Ifi的相关人

员 I.极难进行举化 个人的决策也很难达

到合理化 即达到不仅个人的，而且社会的

效益最优 个人环境决策而临的窘境表现

在:

    川个人会为作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付

出代价，而最终得益的却是社会 例如，如果

农民减少杀虫剂的用量，庄稼的收成就很可

能减少 所以尽管降低了杀虫剂所引起的污

染，农民却得不到短期的利益补偿 只有从长

期看 水或土壤的质量会由此提高，农民会得

益 不减少杀虫剂的用量,

那么即使是上述长期利益也得不到保证

    (2)个人常常认为保护环境是政府、企

业的事‘所以一方面不愿为有利于环保的产

品多刊钱，一方而又嚷着政府、企业没有为

保护环境尽力。也就是说既赞成政府对企业

制定严格的标准，又不愿回报企业的努力

    {引从经济角度看.个人环境决策的成

本和收益在计量上也是有困难的。成本通常

涉及个人时间、努力、风险、生活方式的改变

等，A不能用钱或 定母的机会成本来计

算。而成本和收益发牛的时间也不一致。通

常.收益会发生在('7多年之后，比如气候变

暖、4氧层减少、水污染、地下水耗尽等都有

相当长的回收期，个人对较远将来的折现率

普遍偏高，若千年后的收益，小管其将来俏

有多大.其对个人的现佰都可能是微乎其微

的.所以个人很容易因为缺乏远见而反对需

2 美国农业部为促使农场主采用保

护性耕作法所采取的措施

    我们先从下面美网农业部钊对耕地土

壤流失间题，采取措施影响农场主决策的例

子看起:

    保护性拼作’是减轻土壤浸蚀的有效

措施 它是指在侵蚀强的地区通过免耕、少

耕、垄作、间作套种或厦盖等措施，在播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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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30%的地表被植物桔杆覆盖 若如果采

取‘.保护件耕作”法，不仅可以减少土壤流

失.提A水质，带来极大的社会利益，而且对

于农场主来说 也可以改善土壤质星，从而

长期提高作物产量。然而，农场卞在作决策

要小要丢弃忙统方71:而采用该新方法时，他

还会考虑’〕此相关的种种成小，包括学习新

技术、购买新丁具和其他机会成木等 另外

新方法在时I}}J安排和管理h-mi以及产量不

确定卜所造成的风险也大于传统的拼地方

法:再者，新方法带来的收益还要取决于现

在的表层土7ISR度 浸蚀速度、农场卞刘未来

收益的折现率等 所以说 将社会效益看得

并不t要的农场主权衡自己的利弊，并没有

很大动力采川这种耕地维护的新方法

    美国农业部为f促使农场卞采用新方

法、采取f 系列的措施 其1卜包括:教育和

技术帮助、经济资助以及一此规定

    教育和技术帮助的用处在丁让农场主

了解新方法的内容及其优越性，“保护性拼

作”法在管理和枝术卜都比传垅方法复杂多

厂，十壤准备 肥料应用、以及野草害虫的控

制方法都有讲究，而}}需要根据不同地[X.特

定情况r气候、地形等因索)和各农场土的需

求来设计不同的拼地保护系统 〔不同的土壤

保护技术模式及其组合片 尽骨采取新方法

对农场主f3利，但如果缺少信息.让农场上感

到无法掌握技术.无法使其适应白己的目标，

导致成本因信急的缺乏而被错误地扩人了

提供技术帮助的渠道也:L'多种多样的，除厂

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之外，政府部门

通过各种技术堵助项目、L2置服务机构以及

进行研究开发以改善新方法，降低风险:些

大学也钊对附近仪域的耕地特点编写拼地保

护手册，解决相关问题;另外，作物种植顾问、

肥料及杀虫h9提供商因为Lj农场主接触颇

多，也可望时采取新方法施加影响‘、通过这

些渠道.农场上知道了新方法会对自己带来

效益，厂解」R.体的技术，并IL-丁以及时得到

帮助，进而有nJ能主动采用新方法

    经济M助可以5t服附f新方法的短期

或长期的障碍 如果实施新方法会带来收

益，但是需要启动投资或过度调枯的费用

f如产量下降、风险增加、新的管理成本).这

时政府给子一定资助，分担成本会增加农场

主的积极性 另外，如果农场王采用新方法

的收益比传统方法 V杆全收

益却很大 这时政府应通过补偿其损失来鼓

励采用新方法，如退拼补贴或者一些免收税

费的经济激励方法

    当以I-.帮助都不能使农场主主动采用

新方法，而从社会来讲.义迫切希望其转换

耕作方法时，适当的硬t规定是必要的.如

禁止使川原耕作方法或对其增加税赋，要求

必须采用新方法等_另外.时极易腐浊的拼

地，如果下采用耕地维护.就取消其农业项

目的资助，这样就将个人收益 〔农场卞所得

到的资助)和社会收益f维护拼地)联系起来

1 值得 提的足.美国政府意识到硬性的

具体技术标准的低效性，因为它限制r农场

主对其他更适合白己情况ii且也符合环境

要求的方案的选择，所以现已逐渐放松部分

规定，譬如允许农场主自我证实符合拼地维

护要求，从而增加了农场般具体兀发和实施

耕地维护计划的灵活NI

3 对于我国个人环境决策的启示

    通过以上3类措施，美国农业部与各州

各地区紧密合作，以较少的直接十涉让农场

主自愿转换耕作方式.维护了社会利益 我

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小，即如何促使个人

作出有利于环境的决策:

    首先，在相关信息的给予上，找们做得

还远远不够。信息应该包括为什么原来的做

法不好，新的做法刘自己和环境有什么好

处.以及新的做法i亥如何做。随着人们环境

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保护环境，

但如果缺少相关信息.就不会作出合理的决

策厂.甚至因为不知道其环境后果 根本就

不知道自己的决策属丁环境决策

    传播信息的渠道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针

对儿童设计动画节口，从小做起;针对成年

人进行理性分析，fl I.也要深人浅出:针对素

质还子、很高的农民更要切合其需要进行宣

传，提供实质ft的技术帮助。不光是政府要

进行宣传教育帮助，绿色产品 《如太阳能产

品、低污染涂料、可复用的磁带盒等}的供应

商在确保自己的产品真正‘绿化 r的同时，

也可通过较详细的解说，让消费者不仅看到

产品对白身的可见利益 (如有益健康，长期

节约成本)，还看到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的

效益，同时企业也可达到感化消费者，取得

其信赖的目的〕其它产品供应商也可以提供

在使用其产品时如何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

为法 如在提高水价电价的同时推厂节约用

水电的方法 另外，对个人发明的有利环境

的实用新技术方法应给子奖励宣传推厂，在

社会上造成人人努力改善环境的气氛

    第二 是经济上的帮助和激励 变换原

来的方式有着祀多的有形无形的损失 当环

境需要其进行变换而这时个人的损失颇大

时，政府应给子一定的补偿 例如豉励农民

少使用杀虫All，换用杭虫的新转基PA种t.

政府在进行研发推广技术的同时，应分担其

启动资金过渡费用 〔如播种前的种子处理.

为保证种子纯度的相关场所设备)、对于其

风险〔如害虫产生抗性或安个性风险)应设

立保障。这样做让农民在作出牺牲的同时也

得到了实惠，降低变换成本、

    第二，针对个人的硬性规定虽然小能多

用，{I I.也是必要的_例如对某种污染极大的

材料f如自色污染)，为了尽决彻底杜绝其使

用，可以采取禁止的乎段.，再如禁1卜在保护

区狩猎」

    第四 进行社会调查也是一种很好的手

段 在以卜的例子中，很多问题 1如缺少信

息)都是通过调杳农场卞而知道的。确定为

f}么个人不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是因为

缺少信息或资金，还是觉得对自己损失大十

收益，从而对症下药，提供相应的帮助

    当然，以!_的措施，最后还要靠个人的

社会贵任感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当人们在

作环境决策时会考虑到其它相关人的利益，

甚全后代人的利益时.他的决策就会越来越

合理 政府通过恰当的手段引针个人环境决

策介理化.对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将会起着

意想不到的作用 对下企业绿色化也会起促

进作用，从而实现社会人人保护环境的健康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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