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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李金华

对人类生存环境核算方法的研究

社会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经济为基础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人的素质的
全面提高，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经济增长、政治发展、社会文化、社会关系的变革等。因此，
对人类的生存环境进行核算是社会发展核算体系的重要内容。 本文拟对社会发展仿算体系的
子系统—— 生存环境核算系统进行研究。

一、生存环境的核算范围与核算总体

社会统计学中所说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 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中居住、生产、生活和发
展，这种特定环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空间以及存在千这一空间的全部物质要素，也就是
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而作为社会发展核算体系一个部分的生存环境（这里主要指自然环境）噜

是指对人类生产和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和。因此，凡是
影响人类活动的地理空间、地貌、土壤、动植物、矿物等都是生存环境核算的范围。

联合国统计局向世界各国公布的《社会和人口统计体系》CSSDS)曾对生存环境核算的范
围作了推荐性界定。按照其要求，结合我国的统计实践，我国社会发展核算体系中，生存环境的
核算范围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环烧污染与环境保护。这三者与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密切相关，影响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们是生存环境核算的
主体。

在核算系统中，还需要对被核算的总体作具体规定。 由千生存环境核算是宏观核算，它是
对被研究总体的宏观描述，因此，实践中生存环境核算总体一 般是较大的行政区域或者是一个
国家。 这里．我们以”期初"、”期末 “界定核算时期．以“地域内 ”、“地域外＂界定空间范围。 凡在
“核算期间”、“地域范围内 ＂的自然环境都是被核算的对象。

二、地理条件核算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主要指某 一地域内的地理环境，包括地理位置、地貌和气候等
方面的自然物质要素。 在统计核算中具体就吁与社会人口生活息息相关的地貌、气温和干湿
度。 这些自然要素影响人类的活动，制约若社么的发展与进步，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某个行政
区域或一个国家人口的生存环境。伲此，我们就从如上三个方面设计指标，构造核算表进行地
理条件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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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地理条件核算表

单位

地貌

气温

与

陷雨

湿度

山区面积

丘歧面积

平原面积

最热月气温

最冷月气温

年平均气温

全年元霜期

年平均作雨量

湿润地区面积

半湿润地区面积

干早地区面积

半干旱地区面积

公里2

c

夭

mm 

指 标 让
I 

-
－

－

绝对量 结构百分比（％）
_＿L-— 

I 62488 

62963 

30815 

19~28 

—10~4 

4~14 

120~210 

350~700 

40.0 

40.3 

19. 7

公里2 25388 16. 2

19179 12. 3

贷料来源：《山西省经济地理》笫 5~18 页（新华出版社， 1987 年）

上表中，湿润度的划分是依据干燥度K值来确定的，K值在 o. 1以下，为湿润地区；K值

在 1. O~l. 5 间，为半湿润地区；K值在 1. 5 ~2. 0 间为半干旱地区；K值在 2.0 以上，为干旱地

区。 表中数据是山西省的实际资料，仅作核算表的使用说明。

显然，设计如上的统计指标构造一 个统计核算表，可以对被研究总体的地貌、气温、降雨

以及干湿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可以基本反映一 个地区或全社会人口的生存条件，反映人口

的生活环境。

三、自然资源核算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给自然资源作过这样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能

够发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自然资源与人类活动休

戚相关，它对千人类社会的意义首先在千它是生产力的要素，它在生产中不断转化为新的物质

形态。同时，作为消费因素，它对人类漫长的生存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自然资源对人类社会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有些资源在减少甚至在消失；随着人类征服自然

能力的提高，有些新的资源又在不断出现。 自然环境核1甘巴自然资源纳入其核n范围，就是将

其看作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部分．从总体上测定其总址，反映其变动与被利用的情况，以便分

析资源与人口、资源与消费的协调性，分析资源条件变化对环境的影响。

自然资源按属性和社会用途可分为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

源资源等。 按资源开发与更新的特性分，自然资源又可分为可再生资源、不可再生资源和恒定

资源。根据统计工作的实际和统计核符体系的要求．并考虑与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符体系的协调
一致，我们将自然资源按属性进行分类并选用十四个指标构造 一 个矩阵表。 表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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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然资源核算矩阵表

核算期初 资源 自然贷源及利用情况分类 期末
-－
~ 

核算期末 流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存量
资源，九七 al a2 ...... an

__＿丁
1 1．

—
可-－耕： J f只 － b1 C11 g1

2. 已耕地面积 b2 C22 g2
3. 林地面积

自 4. 有林地面积
然 5. 可利用草地面积 ．．． ... ... 

；贝欠
6. 已利用草地面积源

及 7. 可养硅淡水面积
利
用 8. 已养硅淡水面积 ．．． ．．． ．．．
情 9. 净水可养硅面积
况

10. 海水已养拉面积
大来 11. 可开发的水资源储量 I 

12. 已开发的水济源储量
I 

13. 林木蓄积量
14. 矿产储量 bn c nn g.

期初存量 t I t 2 ．．． ．．． t.

上表是一个反映资源存批、流蜇的统计核算表。表中的指标是按照可利用的资源和已利用
的资源来排列的。 如可耕地面积与巳耕地面积，林地面积与有林地面积，可养殖淡水面积与已
养殖淡水面积等。前者反映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后者反映人类巳经利用的自然资源。在
矩阵表中，将这两个指标并列，可以考察核算期内全社会新利用自然资源的情况。另外，表中的
“矿产储最 ”是一个总指标，具体核算时要按重要矿种分列。 这里：

向扯T=(t p tz, … 心）是期初自然资源的总存量。
向最G=(gl、g2,…，心 ＇ 是期末自然资源的总存量。
向阰A=(a1,a2,… ｀an)表示核算期内减少的自然资源，这类资源期初存在，而在核算期内

流失，它们包括在期初存批，而不包括在期末存蜇中。
向批B=(bp b2, …，bn ) ＇ 表示核算期内增加的自然资源，这部分资源核算期内流入，故包

括在期末存批、而不包括在期初存扯中，
方阵中的对角元素C=（cn,c22,c IIIl )表示核算期间自然资源的平均址，是 一个流肚指标。它

是期初、期末都在被研究总体的自然资源。队则表示自然资源的变动情况。如C21，就是核算期
间可耕地面积转化为己耕地面积的数批；C网，就是核符期间可养殖淡水面积转化为己养殖淡
水面积的数屈。

上面的矩阵表存在如下的平衡关系式：
流出的资源扯＋核算期资源流批＝期初资源存扯

即： A+C=T

流入的资源批＋核算期资源流址＝期末资源存址
L

3
 

L

3
 



即： B+C=G
可见，运用这一矩阵表就可以对被研究总体的期初、期末以及整个核符抑可自然资源的总

批、增减变叶和利用情况进行全面核莽，实行动态描述和静态描述的统

四、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

环埮污染与环境保护是当今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与环境保 究计是社会统计
的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中所排放的废弃物质超过环境的容蜇和自净能力，致使
环境质盘恶化、生态系统失调的一种活动。生产中的污染物质主要有废水、废气、废渣、放射性
物质和有害化学物等；生活中的污染物主要是生活污水和垃圾，还有特殊污染物—— 噪声。现
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将微波幅射也列为造成公害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环境保护，是指人类治理污染、改造生存环境、维持环境自净能力的活动。它包括生理” 芒
废 ＂、控制噪声、使用“三废“资源生产产品创造利润等一系列活动。

根据我国的统计实践，我们将“ 三废”及噪声列入核算的范围，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来进行
核算。表式如下：

表3 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表

综合利用及治理量 最终排放量
单位 废 废 废1噪 废 废 废 噪＇ 总计

水 石飞 渣 声 水 久飞 渣 声
废水 亿吨 au b11 C1 

环境
废气 亿米3 a22 b22 Cz 

废渣 亿吨 ．．． ... ... 
贷源

嗓，， 分贝 b. ann Cn 

固定资产折旧 d1 d2 ．．． dn �d 污染
管理费 亿元 �e el e2 ．．． en 

治理
排污费 f1 f 2 fn �f 

．．． 

贷用
治理总投入 �p P1 P2 ．．． Pn 

对工业生产 gl g2 ... gn �g 污染
对农业生产 h1 h2 hn I;h 

．．． 

损失
�k 对人体健康 亿元 KI k2 ．．． kn 

颖
损失总额 �u U1 u2 ... Un 

三废利用产品产值 亿元 ml m2 ... mn 2m 
-+ 

三废利用利润额 亿元 t1 t2 ．．． tn ， ＼仁、 t 

上面是一个实物量与价值世相结合的投入产出表，它可以对污染物的产生、治理和晟终排
放蜇以及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进行综合性描述。

第1象限是污染物的最终排放拭；第1象限是污染物的治理和利用最，两者之和是污染物
的总产生扯，即：

aIJ+bIJ= 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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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象限是环境保护的费用投入，有如下的平衡式：

固定资产折旧：

管理费：

排污费：

｀ d1+d产 … +dn = 2...凡

e冲e2+ … ＋en ＝ 斗

巨f2+ …+fn ＝ 汕

治理总投入： p产p叶··•+p. = �p. 
第 N 象限反映环境污染对工业生产、衣业生产和人体健康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平衡关

系式为：

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对农业生产的损失：

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失：

一、
g叶g产 ···+g. ＝ 江，

`h吕－h2+ … ＋h. = 2..Jh, 

k 1+k2+ … +kn = 2K,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总额： u1+uz+ … +u产 �u』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生产所造成的损失，实践中可依据情况分别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
法、工程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来进行测算。如市场价值法测算污染造成的损失额的计箕公式就
为：

｀ S = V 2..J6R; 
S-－环境污染的价值损失
V-－受污染物种的市场价格
6R-－某产品在受1类污染程度时的损失址，一般分为三类，分

别表示轻、重或严重污染。
实践中也常用机会成本法进行测算。所谓机会成本、是指单位投资所获得的净效益 9 机

会成本法测算污染损失的公式为：
S = DW 

S一一环境污染的价值损失
D——某资源的单位机会成本
w

— —某种资源的污染破坏址
污染损失的估算比较复杂，需要依据不同的对象、考虑多方面因素、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

估算。
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核算投入产出表，将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治理污染的投入与产出综

合在 一张表上，全面地反映了全社会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的活动过程，是宏观统计分析的有用
工具。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大学统计系；邮编： 43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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