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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概述

王  平1 ,韩占涛1 ,张发旺2 ,孔祥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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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假说对于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寻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具有指

导意义。在分析 EKC 假说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阐述了 EKC 影响因素、理论发展及实证研究等各方面的研究进展,

探讨了该假说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借助国际贸易的大环境, 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清洁型技术、政

策改革、公众教育和法律体系, 力图降低环境拐点,压扁 EKC 曲线, 建立经济、环境的双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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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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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v ir onmental Kuznets Curve ( EKC) hypothesis has instr uctiv e significance to explo re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env i2

r onmental pr 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seek the coo rdinated development o f econom 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EKC hypot hesis, the r esear ch prog ress of the impact factor s, theo retical development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EKC w ere illustra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x isting problems o f t he hypothesis wer e also discussed. F i2

nally , it was noted that under the int ernational tr ade condit ions, the developing countr ies should study t he clean techno log y , poli2

cy reformation, public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law sy stem fr 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can help them decrease the

EKC turn po int, flatten EKC curve, and seek for w in2w in relationship bet 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 EKC) ; environment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l indicator

  随着环境保护观念的深入人心和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倡

导, 人们力图寻求经济与环境的平衡点,因此对环境与经济发

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趋重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nviron2

mental Kuznets Curve, EKC)假说是一种体现环境与经济关系

的假说,它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 U 形关

系, 即在经济发展初期, 环境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恶

化, 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环境会随经济发展而有所改

善。本文通过整理现有大量文献, 分析和归纳 EKC 假说的基

本概念、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及其局限性, 并结合我国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情况,针对环境质量改善提出相关建议。

1  EKC概念及起源

1955 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首次

提出/ 倒 U 假说0 , 即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 U 形

关系,这种倒 U 形关系曲线称为库兹涅茨曲线。1991 年,

Gro ssman 和 Krueger对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城市大气质量

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 SO 2 和烟尘随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倒 U

形关系,与库兹涅茨曲线相似[ 1]。随后他们首次将反映污染

水平和收入水平关系的倒 U 形曲线称为/ 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0 ( EKC) [ 2] , 即:随着经济增长, 污染水平逐渐增加, 当经济

增长超过一个转折点后污染水平开始随之下降(如图 1[ 3] )。

从经济发展总体趋势上看,这一过程也是从清洁的农业经济

到污染的工业经济,最终变为清洁的服务经济的过程[ 425]。

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因素

2. 1  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
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在价格和其他因素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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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Fig. 1  Environmen tal Kuznets Curve

的条件下,由消费者收入变化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发生

变化的程度。有学者认为这是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627]。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 人们对清洁环境的需求也随之增强。

较高收入者不但更愿意消费绿色产品, 也会促进环境保护活

动的开展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完善。

2. 2  经济的发展
影响环境质量的经济发展因素有: 经济发展规模、技术

水平和结构[1, 8210]。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 经济过程中

会消耗更多自然资源, 并排放更多废弃物, 导致环境水平下

降。但经济发展会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 从而将过时的污染

型技术更新为清洁型技术, 又可以改善环境质量。与此同

时,经济结构会随之从能源密集型工业发展为清洁型服务业

和技术密集型工业, 从而促使 EKC 转折点的到来[ 3, 11]。

EKC 假说表明, 在初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占上风,

但技术水平提高和结构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会逐渐抵消负

面影响,趋向于降低污染水平。

2. 3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对 EKC 的影响有几种形式: 污染转移、外国直

接投资、技术传播、国际援助和全球化等[ 10]。污染转移指的

是污染密集型工业有从环境法规较严格的国家向法规较不

完善国家转移,一般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2] ,这

是增加环境不平等和拖后 EKC 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技术传

播加强了清洁型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普及和应用, 可能允许发

展中国家/ 潜水通过0 EKC。国际援助则是为相关培训、政策

改革、信息收集或公众环境教育等活动筹措资金, 在降低和

压扁 EKC 中起到重要作用。全球化则一方面增加了投资和

职位的竞争,使污染转移的趋势加剧; 另一方面又为较落后

的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从而提高环境质量。同时国际

贸易发展必将激励清洁型新技术的发展和环境法规的完善,

这方面对环境改善有积极影响。

2. 4  市场机制
市场中买卖的自然资源内在的/ 自调节市场机制0可能

使环境质量避免随收入而继续恶化[ 13]。伴随经济发展和市

场机制完善,资源的稀缺性通过价格反映出来。这种价格机

制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等技术创新, 以提高自然资源利用

率、降低开采量和成本, 这会推动非资源集约型技术的发展。

同时市场主体(包括公民、企业、决策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

市场参与者)环保观念的增强和对企业施加的压力对维持或

改善环境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产

品、银行把环境指标作为企业贷款的主要依据等[3]。资本市

场在鼓励清洁型产品方面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10, 14215]。

2. 5  法规
一些研究者认为,环境法规的不完善会导致污染持续加

剧[ 16]。而强大的政策和法律体系能促使 EKC/ 变平0 [ 17]。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展中国家一改往日环境管理体

系匮乏、保护不力的局面, 正从管制政策向以市场为导向的

法律监管形式转变[18219]。

3  EKC假说的实证研究

目前已有 EKC 实证分析所采用的方法有自回归分布滞

后模型( ARDL )法[ 20221]、广义矩方法( GMM) [ 22223]、汇集平均

组评价方法( PMG ) [ 24]等。采用的环境指标主要分为 3 类:

空气质量、水质及其他环境质量指标。水和空气污染数据多

为以下途径获得:全球环境检测系统、联合国统计年鉴、联合

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生产年鉴、世界健康组织健康数据库、国

际能源署、国家实验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纲要等。经济

数据(人均 GDP、贸易等)多来自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表、

世界银行等[10]。

早期 EKC 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和主要发现见表 1 [25]。

表 1 环境和经济关系以往研究概括
T able 1  Summary of pr evious studies on the relat 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 omy

研究者 研究范围 研究时期 方法 关系型式

H olt z2Eakin和 Selden ( 1995) 130个国家 1951- 1986 EKC假说 单调上升曲线

Friedl和 Getzn er( 2003) 澳大利亚 1960- 1999 EKC假说 N 形曲线

Galeot t i和 Lanza(2005) 108个国家 1971- 1995 EKC假说 倒 U 形曲线

Richmond和 Kaufman( 2006) 36个国家 1973- 1997 EKC假说 不相关

Ang( 2007) 法国 1960- 2000 ARDL 界限试验, EKC, VECM 倒 U 形曲线

H alicioglu ( 2009) 土耳其 1960- 2005 ARDL 界限试验, VECM CO 2 与收入互为因果

Apergis和 Payne( 2009) 6个美洲国家 1971- 2004 EKC,组 VECM 倒 U 形曲线

Ang( 2009) 中国 1953- 2006 ARDL 界限试验 其他

Jal il和 Mahmud( 2009) 中国 1975- 2005 ARDL 界限试验, EKC, VECM 收入引起 CO2 变化倒 U 形曲线

L ean和 Smyth( 2010) 5个东盟国家 1980- 2006 EKC,组 VECM 倒 U 形曲线

注: EC为能源消耗, VA R为向量自回归模型, VECM 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ARDL 为自回归分布滞后过程。

3. 1  空气质量指示剂
城市或局部空气质量指示剂(二氧化硫、悬浮微粒、一氧

化碳、氧化氮等直接影响人类健康的物质)一般随收入显示

倒 U 形关系。

Jalil和 Mahmud 采用 1975 年- 2005 年间的数据检验了

中国 CO2 排放和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 其二次关系符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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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KC 假说[ 20]。但该结果是基于全国数据, 在中国的中、

东部和西部省份发展模式又有很大不同, 将来有必要对此项

工作进行详细研究。Acaravci和 Ozturk 针对欧洲 19 个国家

检验了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

系[ 21] , 结果丹麦和意大利符合 EKC 假说, 其他大多数国家

并不符合。该项研究认为, 诸如定量配给能源消耗和控制

CO 2 排放量等环境保护政策可能不会影响经济的发展。该

发现有助于相关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Jauanky 采用

36 个高收入国家在 1980 年- 2005 年间的数据, 利用 GMM

方法实施组随机测试,未能给出 EKC 证据, 但结果证明了在

发达国家 CO2 的排放是趋于稳定的
[22]。Iwat a和 Okada等

采用 28 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收入水平与 CO2 排放的关

系[ 24]。结果显示,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国家的收入和

CO 2 排放间存在倒 U 形关系。

空气质量指示剂的一些实证研究证实空气质量与经济

之间的关系符合 EKC 假说, 但多是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

国家未证实 EKC 假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尚在飞速发

展,第二产业份额仍在增长, 环境友好型技术尚未广泛采纳。

因此发达国家应更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以此

提高能源效率,改善全球环境。

3. 2  水质指示剂
水质指示剂的 EKC实证证据更加错杂。研究水质影响

时采用 3大主要指示剂: ( 1)水中病原体(排泄物和大肠杆菌

总数)的浓度; ( 2)重金属(铅、镉、汞、砷、镍)的量和人类活动

排放到水中的有毒化学物质; ( 3)水中溶解氧、生物和化学需

氧量。目前许多水质指示剂 EKC实证研究得到的曲线形状

和峰值相矛盾[26]。也有一些指示剂如河水中的排泄物大肠

杆菌群显示 N 形曲线[ 27]。

Lee选择了 1980 年- 2001 年 97 个国家的样本 , 采用

GMM 方法研究了水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 23] , 发现不同

地区水污染有不同的 EKC关系。在美洲和欧洲存在实际收

入和环境恶化的倒 U 形 EKC 关系[ 2, 28]。但生物需氧量

( BOD)排放的 EKC 假说在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并不存在。

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区域的收入水平有关。所选的 20 个非洲

国家中有 17 个属于低收入组, 说明非洲国家的实际收入水

平还未达到转折点,因此未发现 EKC 关系。至于亚洲和大

洋洲, 28 个所选国家中有 16 个属于低收入组, 12 个属于高

收入组,因此 EKC 效应可能被稀释。而美洲和欧洲大多数

所选国家属于高收入组, 其收入水平达到了转折点, 因此其

实际收入和 BOD排放之间存在 EKC 关系。综合分析 97 个

国家,实际收入的改变不会影响 BOD排放, 说明目前在全球

范围并不存在倒 U 形 EKC 关系。

3. 3  其他环境质量指标
其他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也用来检验 EKC 假说, 如市政

固体垃圾、城市环境卫生、安全饮用水入口、能源使用和交通

量等,其中大多数并不支持 EKC 假说。研究发现对人类健

康有直接影响的环境问题 (如城市环境卫生和净水入口)有

随经济发展而稳定好转的趋势。相反地, 当环境问题可以具

体化(比如市政固体垃圾) ,在高收入水平时曲线可能也不会

下降。

综上所述, EKC 假说可能对某些影响局部且较短期的

污染物(如空气质量指标)更实用, 而对那些更全球化、非直

接的和长期影响的污染物不一定适用[10]。只有本地空气污

染物与经济收入之间存在典型的 EKC 关系, 如城市空气中

SO 2、SPM、NOx 和 CO 的浓度。相反, 全球环境指标(非直接

影响)如 CO2、城市垃圾、能源消耗和交通量等, 则会随收入

单调上升,或者存在很大标准误差的高转折点[ 29]。倒 U 形

关系的转折点根据污染物和环境指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大多数污染指示剂的预计转折点在 3 000~ 10 000 美元收入

范围内。

4  对 EKC假说的质疑

对 EKC 假说的研究文献众多 ,也开展了大量实证研究,

但 EKC 假说也存在以下缺陷。( 1)环境指标的选取问题。

单一环境指标难以代表整体环境质量, 而使同一指标的污染

物总量、人均排放量、排放密度及污染物浓度也反映指标的

不同方面。指标形式不同会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 2)

数据来源问题。由于很多环境质量数据难以获得或者时间

序列短 ,其代表性值得商榷。 ( 3) EKC 假说忽视了生态系统

阀值[ 30]。图 2 中 ABCD 曲线即传统 EKC 曲线的前提是认

为生态系统可以自我净化,污染容量无限大。而实际当污染

超过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将无法自我恢复乃至崩溃, 此时

曲线为 ABE 轨迹。只有当环境拐点小于生态系统阀值时,

EKC 假说才适用。( 4) EKC 研究往往根据单一国家的单一

环境指标进行的,而不同国家的经济背景、经济结构、自然资

源等都有所不同, 不能一概而论。同时,由于本文前述的污

染迁移等因素,污染型工业往往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

移,导致不发达国家难以遵循发达国家的 EKC 曲线。迄今

为止,现有很多国家的环境 - 经济关系研究并没能给出

EKC 证据[ 21, 22, 24, 26227]。

图 2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30]

Fig. 2  E nvironmental Kuzn ets Curve[ 30]

5  结论与建议

首先, EKC 假说一般适用于空气质量等影响局部且较

短期的指标(即本地空气污染物如 SO 2、SPM、NO x 和 CO

等) ,且有一些实证证据;而对长期的、影响范围较广的全球

环境指标(如 CO2 , 城市垃圾, 能源消耗和交通量等 )则不一

定适用。另外, 与人类健康有直接关系的环境因素 (如城市

环境卫生和饮用水)有随经济发展而好转的趋势。

其次, EKC 假说本身具有其局限性, 它忽视了生态系统

阀值, 并且难以选取可以表征整体环境质量水平的代表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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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另外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背景、自然资源都有所

不同,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巨大, 不能一

概而论。甚至我国东西部地区, 由于发展模式不同, 经济和

环境关系也不同,对其研究还应更细致一些。

EKC 假说的基本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发展中国家应借助国际贸易的大环境, 积极学习

发达国家的清洁型技术、政策改革、公众教育和法律体系,力

图降低环境拐点, 压扁 EKC 曲线, 寻求经济、环境两不误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在 EKC 曲线研究过程中, 建议尝试

对各项环境指标进行耦合, 以反映整体环境水平的变化 ,收

集、记录长序列环境数据, 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

EKC 假说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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