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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草丛中的朱鹮———朱鹮有着鸟中“东方宝石冶之称。 洁白的羽毛,艳红的头冠和黑色的长嘴,加上细长的双脚,朱鹮
历来被日本皇室视为圣鸟。 20 世纪前朱鹮在中国东部、日本、俄罗斯、朝鲜等地曾有较广泛地分布,由于环境恶化等
因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至 20 世纪 70 年代野外已认为无踪影。 1981 年 5 月,中国鸟类学家经多年考察,在陕
西省洋县重新发现朱鹮种群,一共只有 7 只,也是世界上仅存的种群。 此后对朱鹮的保护和科学研究做了大量工
作,并于 1989 年在世界首次人工孵化成功。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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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角度基尼系数的江西省资源环境公平性研究

黄和平
(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 南昌摇 330032)

摘要: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衡量和评价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在各个城市或地区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的有效途径。 对基于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人口、国土面积等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方法的优劣性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生态负荷系

数冶的概念,界定了“生态容量冶的概念与内容,并从 GDP、人口和生态容量的角度出发,以江西省 11 地市作为评价对象,选取

2009 年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 (chemical oxygen demand)排放及 SO2 排放等 4 个评价因子,构建了江西省资源环境基尼系

数、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与评价方法,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结果表明:(1) 不同角度计算的基尼系数不尽相同,从生

态负荷系数来看,在江西 11 个城市中,南昌、鹰潭、萍乡、景德镇、新余等经济发达城市是引起能源消耗、SO2 排放主要的不公平

因子,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更须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 从生态容量的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普

遍高于从 GDP 和人口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且都高于“警戒线冶;(3) 从理论上看,基于生态容量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

系数比基于 GDP 和人口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更为科学与合理。 文章最后讨论了不同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生态负

荷系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关键词: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生态负荷系数;公平性;生态容量

Study on the fairness of resource鄄environment system of Jiangxi Province based
on different methods of Gini coefficient
HUANG Heping
Institute of Poyang Lake Eco鄄Economic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Abstract: Evaluation of the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s released among cities and
region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world. The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 Gre ) is the effective route of
balancing and evaluating the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In this paper, the Gini coefficient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from total pollutants released, the rationality and fairness of resource consumed and wastes discharged.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some guides and information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reas. The superiorities and inferiorities of the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GDP,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land area were briefly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burden coefficient (EBC)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concepts and contents of ecosystem capability were def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GDP,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ecosystem
capability, the Gini coefficient and EBC used to evaluate the unfairness of resources consumption and waste discharges
among different cities and region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evaluation factors such as energy consumption, fresh water
consumption, COD discharges and SO2 emissions from 11 regions of Jiangxi Province of China in 2009 were chosen to test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Gini coefficien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fresh wate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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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 discharges and SO2 emissions from the GDP,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ecosystem capability we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EBC, the developed cities such as Nanchang, Yingtan, Pingxiang, Jingdezhen and Xinyu were the major factors

impacting fairness; (2) All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s based on the ecosystem capabilit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ich based on GDP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and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from both the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water resource and the coefficient from ecosystem capability; ( 3 )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based on the ecosystem capability was more scientifically reasonable than the methods
of Gre based on GDP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iscussion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about the scientificity and rationality of Gre

and EBC we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 Gre ); ecological burden coefficient ( EBC ); equality;
ecosystem capability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资源耗竭的趋势、资源短缺的矛盾及环境污

染的范围和程度都在加大和加重。 如此现实境况促使学术界针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且已逐

渐认识到,社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持续能力之上,发展的目标不仅要满足人类生存与发

展的各种需求,还要关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使其为人类提供的各种服

务功能或福利不致减少或丧失[1]。 基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的密切相关性,如何对

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公平性、合理性进行评价成了一个难题[2]。 虽然基尼系数用于收入与消费分配的

公平性研究已比较广泛,但其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区域间公平性方面的研究仍然是个短板[3]。 而运用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评价区域或城市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合理性、公平性,可以为区域或城市间资源合理利

用、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分配提供一定的依据。 本文以江西省 11 地市为研究对象,选取 2009 年能源消耗、水资

源消耗、COD 排放及 SO2 排放等 4 个评价因子,从 GDP、人口和生态容量的角度推算出不同的资源环境基尼

系数结果,探讨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在江西分布的空间差异性及它们之间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以期为资源

环境经济学领域及相关部门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摇 基尼系数方法概述

1. 1摇 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基尼系数是 1922 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Gini)根据洛伦兹曲线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

标,又称为洛伦兹系数[4]。 其值介于 0—1 之间,是反映社会分配不公平程度及一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

指标[5]。 它是依据洛伦兹曲线推算得出,其弯曲程度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6]。
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 0. 4 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冶。 基尼系数在 0. 2 以下,表示社会收入分

配“高度平均冶或“绝对平均冶;0. 2—0. 3 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冶;0. 3—0. 4 之间为“比较合理冶;0. 4—0. 5 为“差
距偏大冶;0. 5 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冶 [7]。 虽然基尼系数不是一个能够说明所有社会问题的概念,但在通过政

策和法律界定公平与效率相互关系时,其警示意义绝不容忽视[8]。
1. 2摇 计算方法

目前,经济学家已经掌握了多种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例如:几何法、基尼平均差法、协方差法和矩阵法。
每一种方法都有它们各自的优点和适用范围,而且它们是相互统一和相互一致的[9鄄10]。

如果收入的分布为离散型分布,那么洛伦兹曲线以下部分,即 B 区域的面积可以表示为:

B = 1
2 移

n-1

i = 0
X i +1 - X( )i Yi +1 + Y( )i (1)

式中,X i 是人口累积百分比,当收入 Y = Yi 的概率为 fi = 1 / n,则 X i = i / n;Yi 是收入累积百分比,i 为第 i 个样

本,且 i=1,2,…,n。 所以基尼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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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1 - 2B = 1 - 移
n-1

i = 0
X i +1 - X( )i Yi +1 + Y( )i (2)

如果收入分布是连续型的,则:

B = 乙1
0
f(x)dx (3)

G = 1 - 2乙1
0
f(x)dx (4)

2摇 基尼系数的应用及创新:资源环境基尼系数

2. 1摇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相关概念简述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基尼系数在资源环境领域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研究用其评价国家或区域间资源消耗

和污染物排放的公平性、合理性,尤其是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及分配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2, 4, 7鄄8, 10鄄13]。 但

基于什么角度或标准推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仍有争论,目前主要有基于 GDP、人口、国土面积和生态容量四

个角度或标准,并有学者以此推算绿色贡献系数或绿色负担系数[2, 8, 10],作为甑别外部公平性的依据。 依据

不同标准计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都是依据公式(2)或公式(4),同时参照国际上评价收入分配

贫富差距的惯例,把 0. 4 作为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差距的“警戒线冶,即:基尼系数在 0. 2 以下,表示区域间

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度平均冶或“绝对平均冶;0. 2—0. 3 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冶;0. 3—0. 4 之间为“比较

合理冶;0. 4—0. 5 为“差距偏大冶;0. 5 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冶 [10]。
为更准确地判别区域或城市在占一定比例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的情况下,其经济贡献率的大小是否占

相应的比例,王金南等提出了绿色贡献系数这一概念,作为评价外部单元间污染物排放(或资源消耗)公平性

的指标[8],其计算公式为绿色贡献系数(green contribution coefficient, GCC)= 经济贡献率 /污染排放量比率

(或资源消耗比率):

GCC = G i

G
/
E i

E
(5)

式中,G i、E i 分别为 i 地区 GDP 总量与污染物排放量或资源消耗量;G、E 分别为总的 GDP 与污染物排放量或

资源消耗量。
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若 GCC<1,则表明 GDP 总量的贡献率小于资源消耗或污

染排放的贡献率,公平性相对较差;若 GCC>1,则表明 GDP 总量的贡献率大于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的贡献

率,相对较公平,体现的是一种绿色发展的模式,并以此为依据,作为判断国家或区域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不公

平因子的判断依据[8]。
另一方面,为了准确表达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学者[10, 13]提出了绿色负担系数的

概念,其计算公式为:绿色负担系数(green burden coefficient, GBC)= 污染物排放量比率(资源消耗比率) /生
态容量占有率:

GBC = E i

E
/
C i

C
(6)

式中,C i、E i 分别为 i 地区生态容量与污染物排放量或资源消耗量;C、E 分别为总的生态容量与污染物排放量

或资源消耗量。
与绿色贡献系数不同的是,当以绿色负担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时,如 GBC>1,则表明污染物

排放或资源消耗的贡献率大于生态容量的贡献率,公平性相对较差;若 GBC<1,则表明污染物排放或资源消

耗的贡献率小于生态容量的贡献率,公平性相对较好,体现的是一种绿色发展的模式,并以此为依据,作为判

断国家或区域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不公平因子的判断依据[10]。
2. 2摇 基于多角度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方法学评价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提出,无疑扩展了基尼系数这一经济学概念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应用,它为资源消耗

3346摇 20 期 摇 摇 摇 黄和平:基于多角度基尼系数的江西省资源环境公平性研究 摇



http: / / www. ecologica. cn

或污染物排放在区域间的公平性或合理性分配打下了理论基础,也为区域间的生态环境补偿宏观调控政策的

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1)基于 GDP 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其主要优点是数据搜集方便,它强调的是一定比例的资源消耗或环

境污染对社会经济作出的贡献,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贡献越大,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越多,这从经济学的角度

讲似乎很合理;但它不科学或不完善的一面是颠倒了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容易

助长超出环境容量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行为,而且不同部门或行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不同,这里显然混淆

了不同部门或行业经济产出对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的所应承担的相应后果,是不符合生态学原理的;
(2)从人口角度来计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主要优点也是数据搜集方便,它强调的是一定比例的人口数

量所要承担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与基尼系数的构建原理也相符合,因此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也是

中国政府在国际气候与环境谈判中所持的主要立场,即:人口越多,所消耗的资源或排放的污染也应越多,而
前面所述的经济贡献原则显然是对中国的谈判不利的;但它所引起的问题可能是:是不是人口的增加就可以

成为多消耗资源或多排放污染物的理由? 这两者的同时增长会不会成为突破生态承载力的双重压力?
(3)基于国土面积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其主要优点同样是数据搜集方便,它强调的是相同的国土面积

所要承担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在国外的基尼系数应用研究中报道也较多[10]。 在一定程度上,国土面积的

大小和生态容量的大小是呈正相关的,特别是对于污染气体的净化及固体废弃物的消解,但是生态系统的容

量或生态承载力还远远不是国土面积能说明问题的,其生态容量或生态承载力的大小显然是与自然界生物群

落的规模、结构和分布是有关系的。 因此这里就引出了第 4 个推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标准———生态容量。
(4)从生态容量角度来计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其主要优点是依据充分,切入点准确,它强调的是相同的

生态容量所能承载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的压力,符合生态学原理,对于区域间资源分配或污染物总量分配

以及指导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随着今后对城市或区域的生态容量的量化的精确性的提高和

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基于生态容量的基尼系数将会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 因此,从生态容量角度来计

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和绿色负担系数,并以此来判别城市或区域间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应该是今后制定环境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
2. 3摇 本文的创新

2. 3. 1摇 基于多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对比分析

前面介绍了从 4 个角度或标准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推算方法,且对每一种方法都进行了必要的方法学

探讨,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 其中基于国土面积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与基于生态容量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重

叠较大,且前者的科学依据远不如后者充分,故本文选取了 GDP、人口和生态容量 3 个标准计算资源环境基

尼系数,并将其不同的结果予以对比分析,从中窥视引起资源环境区域间不公平的真正源头或驱动因子,为资

源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2. 3. 2摇 生态容量的界定与组成

生态容量是指某一环境或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不受难以恢复的干扰或损害(在生态阈值的范围之

内),所能承受的资源消耗或所能降解或还原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也可以解释为环境或生态系统恢复到

理想状态的能力(包括恢复速度和恢复状态)。 它体现的是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具有的调节和自净能力,如
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的生态自净能力,环境就会被污染,生态就会被破坏,也就是超出

了人类周边生态系统的生态阈值。
由于生态容量的准确计算和评估比较困难,而生态系统的自净作用(生态容量)主要是由生物量生产(第

一性和第二性生产)、特种效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大气、减少污染等)和生态系统的整体维持功能三

大部分组成。 所以,钟晓青等[9]采用了统计指标中常用的、容易操作的“森林和耕地冶指标来替代生态容量的

“比例变化冶。 显然,这只是一种近似的替代,同时它也忽略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一类生态系统———湿地,
特别是对于水污染物的消解具有重要作用,故其被称为“地球的肾冶。 为此,本文采用林地、湿地和耕地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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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之和来代替生态容量的大小(见公式(7)),虽说其仍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与前述定义比较,这个生态容

量的组成应该更为科学与准确。
EC = A林地 + A湿地 + A耕地 (7)

式中,EC 指生态容量,A林地、A湿地、A耕地分别指林地、湿地和耕地的面积。
2. 3. 3摇 生态负荷系数的提出与计算

前述王金南等[8]、张音波等[2]从 GDP 的角度构建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对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公平

性、合理性进行评价,并以绿色贡献系数来判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不公平因子,见公式(5)。
钟晓青等[10]、徐道炜等[13]则从生态容量的角度构建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对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公

平性、合理性进行评价,并提出了以绿色负担系数来判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不公平因子,见公式(6)。
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绿色贡献系数强调的是消耗一定比例的资源或排放一定比例的污染物所产生的服

务产品(经济价值)的大小,隐喻的是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为因、经济增长为果的一种似乎突破不了的经济发

展规律,这正是基于 GDP 角度推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所提出的一种判断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不公平性的一

种方法,是一种经济学视角;而绿色负担系数强调的则是在不突破生态阈值的情况下,一定比例的生态容量所

能承载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它反映的是一种绿色发展的模式,符合生态学原理,是一种生态学视角。
以上两种系数分别是基于 GDP 和生态容量的角度评判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在区域间的不公平性和不合

理性。 其实,不论是基于 GDP,还是生态容量,抑或是人口,这些指标的变化,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是

一种负荷,不当的经济发展会使生态系统承担负荷,人口的发展也会使生态系统承担负荷,而生态容量的改变

本身就是生态负荷的一种弹性变化。 因此,本文特提出生态负荷系数(ecological burden coefficient, EBC)的概

念来作为判断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的不公平因子的依据。 简单来说,生态负荷系数就是区域人类干扰(具体

表现为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对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影响,它强调的是在不突破生态阈值的情况

下,一定比例的人口、GDP、生态容量等所能负载的相应比例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 其具体推算公式可以

用公式(8)表示:

EBC = E i

E
/
C i

C
(8)

式中,EBC 表示 i 地区生态负荷系数,E i、C i 分别表示 i 地区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与复合生态系统的指标变

量(GDP、人口、生态容量等),E、C 分别表示总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与复合生态系统的指标变量(GDP、
人口、生态容量等)。

上述生态负荷系数可说是绿色负担系数的延伸或扩大。 并可以此为依据,作为判断国家或区域资源环境

基尼系数不公平因子的依据。 当 EBC>1,则表明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的比率大于 GDP、人口或生态容量的

比率,说明其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大,表明该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大,或是生态系

统所负载的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量较大,公平性相对较差;若 EBC<1,则表明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的比率

小于 GDP、人口或生态容量的比率,相对较公平,体现的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冶。
3摇 江西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计算与分析

本文从上述 3 个标准或角度,以江西省 11 地市作为评价对象,选取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 排放及

SO2 排放等 4 个评价因子,分别计算江西省 2009 年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生态负荷系数,并对计算结果予以对

比分析。 相关数据均源自《江西统计年鉴 2010》及有关部门资料。
依据公式(2)、公式(8),从 GDP、人口、生态容量等 3 个角度计算的江西省 2009 年能源消耗、水资源消

耗、COD 排放及 SO2 排放等 4 个评价因子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的结果见表 1。
3. 1摇 基于 GDP 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析

按照以上基于 GDP 的视角,2009 年江西省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 排放、SO2 排放的基尼系数(表 1)

及生态负荷系数的结果分析如下:(1) 能源消耗的基尼系数较大,为 0. 58,处于高度不平均状态,说明省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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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能源消耗很不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萍乡、新余、九江、宜春、景德镇等地的能源消耗的生态负荷系

数大于 1(图 1),说明这几个城市的能源消耗比率相对于 GDP 占有率较大,造成了江西省整体能源消耗分配

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 以上城市需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提倡节约能源资源的消耗;(2)
水资源消耗的基尼系数为 0. 41,刚超过“警戒线冶,表明其处于差距稍偏大的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的水资源

消耗稍不公平,引起不公平的主要因子是吉安、抚州、宜春、上饶、赣州等 5 个地市,其系数大于 1,因而需要进

一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倡节水型社会;(3) COD 排放的基尼系数为 0. 29,表明其处于相对平均的状

态,COD 排放在各地市间很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也只是吉安、赣州、抚州 3 个地市的生态负荷系数超

过 1,但均小于 2,说明这 3 个地市的水环境治理仍有一定的潜力可挖;(4) SO2 的基尼系数为 0. 50,表明其达

到高度不平均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 SO2 排放很不公平,主要表现在鹰潭、景德镇、萍乡、宜春、新余、吉安、九
江等 7 个地市的生态负荷系数大于 1,说明这几个城市的 SO2 排放比率相对于 GDP 的占有率较大,造成了江

西省整体 SO2 排放分配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需加大对大气污染排放治理的力度。

表 1摇 江西省 2009 年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推算结果

Table 1摇 The calculated results of resource鄄environment Gini coefficient in Jiangxi Province (2009)

能源消耗
Energy Consumption

水资源消耗
Water Consumption

COD 排放
Emission of COD

SO2 排放

Emission of SO2

GDP 角度 GDP criterion 0. 58 0. 41 0. 29 0. 50

人口角度 Population criterion 0. 55 0. 36 0. 29 0. 49

生态容量角度 Ecological capability criterion 0. 62 0. 50 0. 39 0. 44

图 1摇 基于 GDP 的江西省各地市生态负荷系数分布示意图

Fig. 1摇 The EBC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Jiangxi Province based on GDP

3. 2摇 基于人口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析

同样地,按照以上基于人口的视角,对 2009 年江西省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 排放、SO2 排放的基尼

系数(表 1)及生态负荷系数的结果分析如下:(1) 能源消耗的基尼系数较大,为 0. 55,处于高度不平均状态,
说明省内各地市能源消耗很不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新余、萍乡、九江、景德镇、宜春、鹰潭等地的能源

消耗的绿色负担系数大于 1(图 2),说明这几个城市的能源消耗比率相对于人口占有率较大,造成了江西省

整体能源消耗分配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特别是在新余市,其能源消耗的比率是其人口所占

比率的 6 倍以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2) 水资源消耗的基尼系数为 0. 36,未超过“警戒线冶,表明其处于差

距比较合理的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的水资源消耗比较公平,虽然吉安、南昌、抚州、宜春、鹰潭等 5 个地市的

系数大于 1,但均小于 2,因此,从人均水资源消耗的角度看,水资源利用效率还有提高的潜力;(3) COD 排放

的基尼系数为 0. 29,表明其处于相对平均的状态,COD 排放在各地市间很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也只

是吉安、赣州、抚州 3 个地市的绿色负担系数超过 1,但均小于 2,说明这 3 个地市的水环境治理仍有一定的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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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挖;(4) SO2 排放的基尼系数为 0. 49,表明其接近高度不平均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 SO2 排放还不公平,
主要表现在鹰潭、景德镇、萍乡、宜春、新余、吉安、九江等 7 个地市的绿色负担系数大于 1,这几个城市的 SO2

排放比率相对于人口的占有率大,造成了江西省整体 SO2 排放分配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需
加大对大气污染排放治理的力度。

图 2摇 基于人口的江西省各地市生态负荷系数分布示意图

Fig. 2摇 The EBC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Jiangxi province based on population

图 3摇 基于生态容量的江西省各地市生态负荷系数分布示意图

Fig. 3摇 The EBC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Jiangxi province based on ecological capability

3. 3摇 基于生态容量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分析

同理,按照以上基于生态容量的视角,2009 年江西省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 排放、SO2 排放的基尼

系数(表 1)及生态负荷系数的结果分析如下:(1) 能源消耗的基尼系数最大,为 0. 62,处于高度不平均状态,
说明省内各地市能源消耗很不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萍乡、新余、九江、景德镇、鹰潭、宜春等地的能源

消耗的生态负荷系数大于 1(图 3),尤其是萍乡和新余,其系数远远大于 1,说明这几个城市的能源消耗比率

相对于生态容量的占有率较大,造成了江西省整体能源消耗分配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特别

是萍乡和新余,其能源消耗的比率占到生态容量比率的 8 倍和 7 倍以上,造成了严重的能源消耗不公平;(2)
水资源消耗的基尼系数为 0. 50,表明其处于“高度不平均冶的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的水资源消耗不公平,引
起不公平的主要因子是南昌、萍乡、鹰潭、宜春、新余、吉安等 6 个地市,特别是以南昌为主要代表,需要提高水

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倡节水型社会;(3) COD 排放的基尼系数为 0. 39,表明其处于“比较合理冶的状态,COD
排放在各地市间比较公平。 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也只是南昌、萍乡、景德镇、新余、鹰潭等 5 个地市的绿色负

担系数超过 1,特别是南昌,说明这 3 个地市的环境治理仍有一定的潜力可挖;(4) SO2 排放的基尼系数为

0郾 44,表明其达到“差距偏大冶的状态,说明省内各地市 SO2 排放较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新余、萍乡、鹰潭、景德

镇、南昌、宜春、九江等 7 个地市的生态负荷系数大于 1,说明这几个城市的 SO2 排放比率相对于生态容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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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率大,造成了江西省整体 SO2 排放分配的不公平,是引起不公平性的主要因子,需加大对大气污染排放治

理的力度。
4摇 结论与讨论

4. 1摇 结论

通过对江西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其生态负荷系数的不同视角的计算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从能源消耗的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不论是基于 GDP,还是人口,抑或是生态

容量的角度,其基尼系数都远超“警戒线冶,表明能源消耗无论从何角度来看在各区域间都很不公平。 而且从

不同角度计算出来的生态负荷系数的结果来看,引起能源消耗区域间不公平的主要因子都集中在萍乡、新余、
九江、景德镇、宜春等城市,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2) 从水资源的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不同的结果:从 GDP 的角

度,基尼系数刚超过“警戒线冶,从生态容量的角度,其基尼系数远超“警戒线冶,从人口的角度,其基尼系数未

超过“警戒线冶。 而从不同角度计算的生态负荷系数来看,引起水资源消耗的区域间不公平的主要因子也不

相同。
(3) 从 COD 排放的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都未超过“警戒

线冶,COD 排放在各地市间比较公平。 但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引起 COD 排放区域间不公平的主要因子却不

尽相同,表明区域间基于 GDP、人口和生态容量所承担的 COD 排放量还是有区别的。
(4) 从二氧化硫排放的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结果来看,也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都超过了

“警戒线冶,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在各区域间也不是很公平。 而且从不同角度计算出来的生态负荷系数的结果

来看,引起二氧化硫排放区域间不公平的主要因子都是萍乡、新余、鹰潭、景德镇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
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5) 从生态容量的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普遍高于从 GDP 和人口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

数,且都高于“警戒线冶,这也为当地决策管理部门敲响了警钟,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不能再走这种“高消耗、高
排放;先污染、后治理冶的不可持续发展之路。
4. 2摇 讨论

尽管从 GDP、人口和生态容量计算出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都不尽相同,但有几点可以引

起思考,以供后续研究参考:
(1)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计算什么方面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都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指代不

清或对应不明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原因和结果的一一对应关系。
淤从能源消耗方面来看,存在着能源消耗结构问题,不同的能源消耗结构对应不同的经济产出、人口负荷

及生态负荷。 如从 GDP 的角度看,工业能源消耗所对应的是工业产值或工业增加值,因此讨论的应该是相同

的工业增加值所承担的工业能源消耗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其他部门也是如此;从人口的角度看,工业能

源消耗所对应的是工业从业人口,因此讨论的应该是相同的工业从业人口所承担的工业能源消耗的公平性与

合理性的问题,其他部门也是如此;而从生态容量的角度看,无论是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还是其它部门的能源

消耗,都依赖于生态容量的稳定性。
于 对于水资源消耗情况来讲,就目前多数人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是工业水资源消耗和居民生活水消

耗两部分。 就本研究区域看,由于工业活动规模相对较小,各区域间工业结构及技术水平相差不大,所以无论

从那种角度计算,基尼系数都相对较小,表现出水资源消耗区域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盂 再从 COD 排放方面来看,跟水资源消耗的情况相似,这主要是由于 COD 排放大部分是由水资源消耗

的结果。 但从科学性的角度来看,从基于生态容量计算基尼系数和生态负荷系数显然更为科学与合理。
榆 最后从 SO2 排放情况来讲,同样也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这个与能源消耗的情况相似。 就目前多数人

的研究情况来看,大部分是工业 SO2 排放和居民生活 SO2 排放两部分。 但在工业 SO2 排放中又跟工业结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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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尽管工业增加值相似,但由于其工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 SO2 排放情况的很不一致,所以

这里简单以工业增加值的角度推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又是不够合理或不够科学的,从人口的角度探讨基尼系

数主要与居民生活 SO2 排放联系紧密。 因此,只有从生态容量的角度计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并以此判别城

市或区域间 SO2 排放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才是比较科学的。
(2) 仅从一个时间段面上判断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在区域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显然也是不够充分的。

另外,本文仅从江西全省的范围,研究了其中 11 个地市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因而空间尺度的局限性和样本

数量的偏少也导致了区域间的社会经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差异性不明显,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很难支持从

哪个角度计算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就更为科学或合理。 尽管这样,当基尼系数用到资源环境领域时,区域间的

差异性本身就对资源环境公平性的精确界定提出了挑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区域的均质并不代表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和生态保护价值的取向。 而区域间生态系统的差异、产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差异,正是社会

-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重要方面。 本文引入生态容量这一概念正是为了尽可能

在分析资源环境区域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时有着更为精确与科学的依据,这对于在有关资源环境政策分析中

运用基尼系数方法非常必要和重要。
致谢:感谢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宫之君博士对本文写作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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