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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大循环成本理论及运用课题组

可持续发展与旬般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

大循环成本理论具体运用的研究
＠

人类的劳动消耗需要补偿。 同理，自然资源的消耗也需要补偿。 自然资源的消耗得到了合
理的补偿，完成资源的良性循环过程，人类才能达到可持续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指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
又不构成对人类生存和满足人类需求能力的危害的继续发展，是人类同自然资源统一协调、保
持良好关系和最佳状态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领域包括人文社会，自然资源与环境等多方
面的内容。本文侧重千通过自然资源消耗的补偿实现自然资源和环境良性循环的研究，从而保
证可持续发展。本课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研究自然资源的补偿成本的概念、结构、计蜇方法
及补偿的措施，力求为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决策，提供有用的理论依据。

一、大循环成本的概念

成本是消耗补偿的价值尺度。成本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是人们对消耗补偿尺度认识不
断深入的表现形式。 原始的成本是指生产或取得某一商品或劳务所发生的支出。 进而人们又
认识到这一商品在使用中也要发生修理、动力耗费等支出，因而就产生了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的
概念。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认识和理解了更多的成本概念，例
如：质量成本、人才成本、责任成本、机会成本等，并将这些成本概念运用千经济管理，对促进生
产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但这远远不是人们对成本认识的顶峰，我们还有很多未知的成本领
域。 面对当前世界范畴内的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越来越严重
的现实，人们应当意识到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的解决，其重要原因之 一，是现有的成本理
论中缺少一种从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两方面认识和定义的成本理论，既大循环成本理论。

大循环成本是从整个物质世界的循环过程看待成本，它不仅要考虑人类劳动消耗的补偿，
而且要充分考虑自然界各种物质资源的消耗、破坏的补偿及更新或复置，使自然界保持其原有
的良好状态，从而达到人类社会可待续的发展，可见，大循环成本理论是从自然资源在人类活
动作用下整个循环过程研究耸、定义、成本的特性、范围和内容的一种成本理论。它研究人类赖以
生存的自然界、人类劳动的消耗补偿问题，而且更侧重千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问题。 它有
利于人们从更高、更广阔的角度，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考虑决定成本的因素和计批方法，从而合
理补偿自然资源的消耗，解决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等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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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循环成本理论看，成本的构成应当是自然资源成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的总和。
这里的资源成本是指自然资源的生成、更新、恢复、替代等所需要计量的价值。 因为，自然资源
客观上需要生成、更新、恢复而完成周而复始的循环，否则资源就会枯竭。成本补偿只有包含这
三方面的消耗或支出，最终才能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完成良性循环。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
形成资源补偿基金，是人们为完成自然资源的循环而准备的特定补偿基金。这项基金可以使人
们从资源匮乏，生态恶化而财政紧张的窘态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基金用于对自然资源的耗费
进行充分的补偿。

二、自然资源成本的结构和计量

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决定了资源成本构成的多元化。由千各种资源的特性不
同，其资源成本的构成和计批也不相同。资源成本一般应包括：生成成本、再生成本、恢复成本、
替代成本、服务成本。

（一）生成成本指自然资源本身的有用性表现的价值形式。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不
同国家或所有者资源财富即表现为生成成本。自然资源被开发和利用，生成成本将转化为其所
有者的资源基金收入。各种资源生成的条件不同，形成自然资源的不同特性及同种资源的含
最、质拱差别，其生成成本也有较大的差别。 生成成本的大小也受资源的供应拉和需求蜇的影
响，日益稀缺的资源其生成成本上升，以致千有限资源越来越珍贵。自然资源的生成成本可理
解为资源的开发者，对某项资源开发支付的购买价格。生成成本的计量可采用标准价格法，其
数学模型如下：

C生 ＝C标 X(l士凡士R2士......士R.)'<Q
式中 C生 表示某项资源的生成成本，C标表示某种资源的标准生成成本或价格，由国家特定机

构评价确定。 R,······凡表示特定资源的质量、开发难易程度、稀缺系数。 Q表示资源的数蜇。
（二）再生成本是指自然资源从它被消耗到再生到原来规模和水平应计址的成本或应补偿

的价值。森林、草地、水源，野生动植物等可再生资源，其再生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等条件，其
再生依据一 定时空条件计董的成本为再生成本。 再生成本同资源特性、所需条件、资源质扭不
同而不同。例如：红松和泡桐的生长周期不同，南方和北方的水资源再生条件不同，因而再生成
本不同。 再生成本一般包括：占用一定空间和时间的机会成本，培植、保护费用等。 再生成本应
在该项资源消费时得到补偿，其计黛方法可采用平均累计计拭方法，数学模型如下：

�stp(l士R 1士民……凡）
勺＝＇一 1

Q。

XQ1

式中勺表示某项资源的再生成本，S表示再生所占面积空间，T表示占用时间，P表示单
位时间空间应计量的机会成本或价格，R广..…凡表示再生所需要的种植、保护费用等系数，Q。

表示自然资源消耗的数董，QI表示补偿数量。 ．一
（三）恢复成本是指人们开发利用某项资源的同时污染、破坏或消耗了另 一项资源，用来恢

复被污染、破坏的自然资源本来面目的成本。矿产资源的开采造成地下空洞地面下陷，选矿的
废弃物、运输使用过程中的污染，生产使用有害化工产品对入类、森林、水源，空气、野生动植物
资源的危害。 将其恢复到原来的质最和水平需要大量的投资即为恢复成本。 恢复成本形成环
境保护的特定基金，应包括环保监测、治理、保护费用等．恢复成本可采用现在污染的实际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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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平均计量测定。 其数学模型如下：

乍 c恢 = 2妇／s（或v)XSi（或V,)
i一 1

式中心表示治理某项污染应支付的恢复成本。�mj表示对某种污染治理中各次投资之和，
i一 1

s（或v）表示治理的面积或体积，s) （或vi)表示使用某项资源实际造成污染的面积或体积。
（四）替代成本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在开发利用时，人们必须考虑当该种资源枯竭而由其他

资源代替该项资源，所�f支出新资源的寻找、研究、实验费用。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批的资金研
一 究利用核能、太阳能、地热、新的元素及矿物成份的利用，这种投资即为资源的替代成本。 替代

成本形成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它的计量应根据寻找、科研替代资源的难易和迫切程度确定。 也
可以根据以往开发 一项新资源的平均投入来计算。 其数学模型如下：

c菁 ＝C1+C2+……＋Cn

或C簪 ＝ �di/nXO士R 1 土……士Rn)
1一1

式中勺为某项资源开发利用的替代成本，C1……Cn 表示寻找、科研、试验等费用。:di/
1一1

n表示开发 一项新资源的平均投资，R1
……Rn表示难易、迫切程度系数。

（五）服务成本指某些资源的存在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提供着某种服务。而人们利用、开采这
项资源后这种服务就不存在了，这种由千资源开发而失去的服务、应由开采者支付失去这种服
务的费用。例如森林资源的存在提供净化空气、保护水土、调节气温、养育野生动植物，为人类
提供良好生存环境的服务。服务成本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由千资源服务所带来的收益增加，二

是失去服务造成自然灾害而发生的损失，它的计量可通过历史资料的平均计算确认，其一般数
学模型如下：

c屎
=�i;--1－ 〉 fl

1一I 1一1

式中C廪指资源的服务成本，2il指资源存在时的每年收益之和.�f』指失去该项资源

后每年灾害损失之和。
每种具体自然资源的成本构成因资源特性而不同。例如煤、石油、各种矿产等不可再生资

源的成本，应由生成成本、恢复成本、替代成本构成；森林、淡水、草场等可再生资源成本应包括
生成成本、再生成本、服务成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使用不造成污染的资源不需补偿，没有资
源成本，阳光、风、潮夕、地热等资源，因为无穷无尽而没有生成成本。其再生是自然力本身运动
的结果，不需要计量再生成本，它们的利用不造成污染和损害不需考虑恢复成本，用其用之不
尽也无需考虑替代成本，利用这些资源并不改变它们的服务特征，考虑服务成本也是多余的。
可是使用无成本的自然资源是最经济合算的，可促使人类瞄准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是人
类社会资源利用的最终的目的。

三、大循环成本理论的应用

大循环成本理论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指导人们站在更高的
角度，更加理智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具体运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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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资源短缺和匮乏的困境，其重
要原因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从大循环成本理论的高度认识和考虑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
以致千向自然界索取过多而遭到报复。若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资源消耗的成本补偿制度，一 方面
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要缴纳巨额的资源成本，迫使其充分考虑利用自然资源经济性，使稀缺的资

源得到更合理的配制、更充分的利用。同时也使自然资源的浪费、破坏、疯狂开采受到制约，为
资源保护立法提供依据。 另 一方面将使资源的保护、科研开发等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解决资
源的补偿间题，完成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

（今）强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建立恢复成本制度，征收污染治理基金，造成环境污染和破

坏的必须支付惊人的资金对环境进行恢复和补偿。 这能迫使人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包括选
择恢复成本低的自然资源做为开采的对象、研究开发没有污染的生产工艺和方法、为社会提供不损
害环境的产品，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科技导向。同时由千有了污染治理资金，使环境保护有足够的资
金投入，消除因开采和使用资源带来的直接和潜在后果，恢复自然界本来面目。

（三）调整投资方向，加快科技发展。 有偿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必然导致人们将有限的资

金集中到资源成本低和无成本的资源开发的科研上来，或者研究如何节约资源使用。这使高科

技的投资增加，使利用太阳能等无限资源的投资增加，使”三废“利用研究的投资增加，使资金
的流向更合理，科技投资比例不断增大，推动科教立国战略的实现。，

（四）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发挥价格的宏观调控作用。商品 产品的成本中加入资源成本，
会使商品价值得到客观的反映，这将意味着建立新的、更合理的价格体系，各种商品之间的比
价更恰当。 这是市场经济发育的必备条件，是价值规律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客观要求。 充分
发挥价格应有的资源配制和宏观调控作用。

（五）创立新的节约观念。如果自然资源的利用加入了很高的资源成本，人们将把注意力转
移到如何最大在限度的节约物质资源上来，而不是仅仅着力千研究活劳动的消耗。从而改变人
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能耗高的产品，人们将致力千最大限度的提高物质资源的利用率，使有限
的物质资源创造出最大的商品使用价值。这对于物质资源的浪费、损失、残次品的出现、废品率
的上所造成的资源损失产生巨大的制约力。因为活劳动可以再造，而许多物质资源不可再造或
是有限的。

（六）产生新的环境消费理论和观念。 大循环成本理论要求正确计量和确定自然资源消耗
的补偿尺度，给大自然以充分的补偿，不能掠夺自然、掠夺子孙后代．这要求建立新的环境消费

观念，适度的利用资源，以保护资源和环境为消费的基本目的。人类的消费不能以掠夺资源为

前提，只能限制在劳动创造的价值范围之内，要建立适度消费的理论和观念。
（七）建立绿色财政预算体系。将自然资源的耗费和补偿纳入财政预算，按资源的开采和使

用情况取得有关资源补偿基金的预算收入，形成专门用于恢复、再生研究、利用保护资源、资源
勘探发现方面的投资。从根本上改变日前的财政预算模式和内容，建立绿色资源环境发展预算

体系，并保证生态预算的贯彻执行，从财政的角度保证资源补偿。
（八）完善信息系统，确保正确决策。 在人们所得到的经济信息中，没有资源价值和需要补

偿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信息，因而在过去的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决策中，决策者做出了许多危
害自然资源环境的错误决策，从而造成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物质世界的破坏。大循环基本理论的

作用将使经济信息更加完善、更客观、能够使决策者对现实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决策，特别是宏
观决策、使人类的子孙万代都享受到大自然赐于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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