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碳转换计划》以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和《节能

中长期专项规划》等，还是排放交易体系，如欧盟

排放交易体系( aW ) a7]) 、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

排行动( S11N) 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

要针对重点生产领域进行减排调控。如 aW ) a7]

主要调控电力、钢铁、水泥等行业，S11N 调控发电

功率大于 &,@5 的主要以化石燃料为能源的发电

设备 ［#］。中国政府在设计节能环保目标和标准

时，通常也以重点行业或企业为主要规制的对象。

对消费领域则采取软约束、软激励的方式，所采用

的措辞多为“社会共同参与”、“改变不合理的…消

费方式”、“鼓励…的消费政策”等①。以重点生产

领域为瞄准对象的政策安排在节能减排的初期确

实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随着减排进入综合

治理阶段，这些政策安排的边际效用将会递减。

这是由于忽略了消费者因素，一方面消费者所承

担的责任不对等，另一方面对消费者的激励也不

足，从而削弱节能减排的整体效果，甚至会产生反

弹效应( ;9G=6>< 9EE9A:C) ［’ ) ,］。即由于不合理的消

费，减排效率提升反而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增加。因此，有必要引入消费者因素，建立一个基

于市场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即消费排放权交易

机制。

基于外部性理论和产权理论，本文认为建立

消费排放权交易机制应考虑以下三个互为关联的

理论问题:

!M 消费外部性的概念界定。外部性的概念至

今仍然是一个理论难题 ［-］，但大多数经济学文献

认同萨缪尔森的定义，即外部性是指那些生产或

消费对其他团体强征的不可补偿的成本或给予了

无需补偿的收益的情形 ［+］。该概念的基本假设是

产生外部性的主体及其行为是明确的、也是可分

的，该主体也掌握其行为对其他团体和个人的伤

害信息。但在现实环境中，尤其是在温室气体减

排的治理中，这种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因此，消

费外部性的界定是一个理论难题。

&M 初始消费排放权的界定。环境的稀缺性要

求使用价格机制对减排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作为

废弃物容纳场所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可以建立

排他性的环境产权制度



要研究两个问题: 一是消费外部性的界定，即消费

者在温室气体排放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承担多

少责任



排污权交易已经成为各国所普遍关注的重要环境经

济政策之一。但关于消费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尚有待

完善，本部分将在前文初始消费排放权界定的基础

上，分析消费排放权交易对消费者选择及社会福利

的影响，以及消费排放权交易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以

此为基础构建消费排放权交易机制。

( 一) 未确定初始消费排放权的情形

为了更具一般性，假设社会上有两类人，即低

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①，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

入为 Yp，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为 Yr，Yr h Yp ;

有两类消费品: 低碳产品 1 和普通产品 Y，价格分

别为 Pg和 Pb，排放强度分别为 Cg 和 Cb，产品的排

放强度通过产品碳标签反映，且假设 Pg h Pb，Cg i

Cb。为了简单体现，本文采用线性的效用函数和

福利函数，并假设相同数量的两种产品的效用也

是相等的。

表 ! 未确定初始消费排放权的情形下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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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证，在未确定初始消费排放权的情况下，为

了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

体都会选择普通产品 Y。不同收入群体以及社会

的福利函数如表 !。此时，低收入群体消费对高收

入群体的外部危害为
CbYp

Pb
，高收入群体消费对低

收入群体的外部危害为
CbYr

Pb
。由于 Yr h Yp，显然高

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的外部危害大于低收入群

体对高收入群体的外部危害，即存在净外部危害，

并且这种危害未能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来，这一

问题可以通过消费排放权交易来解决。

( 二) 消费排放权交易与消费者选择

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 A3H ) 3>< ) :;3<9 ;6?9C)

是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分配

和买卖容许排放权，最终实现减少碳排放量。这

一运行机制得到高度评价 ［*］。本文以此为基础构

建消费排放权交易框架。如前文所述，以个人“互

不产生净伤害”为原则，要求每个人的初始消费排

放权相等。假设初始消费排放权按照高收入群体

和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排放赋予，即为
Cb ( Yp f Yr )

&Pb
。

为了简单起见，假设消费排放权的价格 Pc 是外生

且固定的。在确定初始消费排放权的基础上，高

收入群体为了



表 & 消费者选择、效用函数与排放权交易数量

P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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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函数① 排放权交易数量② 效用函数 排放权交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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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效果的影响。另外，以新能源汽车的选择为

例，说明排放权价格处于何种区间时，有利于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

( 一) 消费排放权交易示例

如前文所述，假设社会由低收入群体和高收

入群体组成。两类人群的收入，低碳产品 1 和普

通产品 Y 的价格及排放强度，以及消费排放权的

价格如表 #、表 ’。为了更接近现实，反映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和碳排放的损害性，本部分假设福利函

数的表达形式为:

w c !"?>xg f xb ) λC

其中，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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