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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通过改进可持续经济学框架，从综合的、严谨的和可操作的分析视角，评估了可持续发展现
状与前景。
尽管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和问题，本书依然抱有乐观的态度，并坚信通过尽快采取有效的响应措施和
对策，人类可以使得发展更可持续。
可持续经济学为我们展示了如何才能使得当今世界从一个颇具风险的现行发展模式转向一个安全且具
有可持续性的未来。
　　莫汉·芒纳星河（MohanMunasinghe）用清晰、凝练和易懂的专业术语阐释了可持续经济学的核
心原理和准则，并将数学推导以及相关细节用附件方式体现出来。
本书将实证和案例研究与方法论结合起来，使其具有实践操作和政策含义，并跨越时间、空间、国家
、部门、生态系统以及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等等的局限。
本书所附的丰富的参考文献和书目则有助于那些希望深入研究特定专题的人。
　　本书适用于不同层面的读者，包括学生、不同学科的学者、教师、政策分析专家、政府决策者、
企业管理者、开发与发展的践行者以及那些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的民众和利益相关者。
　　“莫汉·芒纳星河教授通过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政策导向研究
。
他有效地整合了多种科学理论、方法和决策支持工具，以便推进‘使发展更可持续’的目标的实现。
立足现实、秉承多学科交叉和整合的精神，基于经济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作者精心选择并
深入剖析了实证和案例研究。
这些覆盖了从全球到跨界到局地的不同层面的实例，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方法的可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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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长期从事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学术研究、决策支持和政策分析，本书是作者35年理论和实践经验的
集大成之作。
本书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困境、原因以及解决方
案，作者提出并创建了可持续经济学这个新的跨学科体系，旨在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指
导和方法。
本书跨越学科、空间、时间、利益相关者立场等各种局限，促进学科的整合与综合，并通过各类实证
案例，阐释各种创新方法和分析工具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应用。
本书具有极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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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汉·芒纳星河，就读于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麦吉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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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览与摘要　　1.1 本书结构与章节介绍　　本书的A部分包含了介绍和基础性的四个章
节。
第1章是对整本书的一个宽泛的概述。
本节将概述本书的各个章节，以便为读者提供一个阅读指南。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本书的原理和写作动机，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挑战（尤其是贫困），可持续
发展方面主要的国际协定、历史教训、未来情景以及对切合实际的前进道路的展望。
对可持续经济学的历史和基本要素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也评述了一些主要观点。
本章最后分析了可持续经济学发展现状。
　　第2章针对可持续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概念和方法进行更加细致的介绍。
这一章会详细描述一个建立在“使发展更可持续”（Making Develop-ment More Sustainable，MDMS）
基础上的实用方法，以期替代有关单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抽象定义和界定。
本章还将介绍包含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三角”，并对各个视角下所蕴涵的可
持续性的驱动力与定义进行解释。
这三个视角的整合由分别建立在最优化和持久性概念上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法来促成。
本章还讨论了贫困－平等－人口之间的关联，以及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的联系。
同时列出了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学框架所要用到的众多实用分析工具，包括：行为影响矩阵
（Aciton-Impact Matrix，AIM），可持续发展评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sessment，SDA），费用
一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CBA），多标准分析（Multi-criteria analysis，MCA），等等。
衡量和评价可持续发展，选择相关的、考虑特定时间地点的指标是相当重要的。
对于使发展与自然相和谐，和对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将进行说明；特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减缓贫困要求持续的收入与消费的增加。
　　第3章探讨经济一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联系）。
经济上的费用一效益分析（CBA）是可持续发展评价（SDA）和项目周期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一章给出了费用一效益分析的基本概念，包括决策标准、效率和社会影子价格以及成本和收益的衡
量。
对环境资产和服务进行经济评估的实用技术在把外部性纳入到传统费用一效益分析的过程中扮演了关
键的角色。
当这种评估难以进行时，则可以利用多标准分析（MCA）以便在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本章还概括了包括宏观的和部门的经济政策与环境（以及社会）问题之间的双向联系，也阐释了如何
将环境考量纳入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
　　第4章对社会和生态的相互联系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这一相互关系在决定自然资源的使用上
起了关键的作用。
该章总结了千年生态评估（MA）概念框架以及生态与社会经济领域的循环互动，包括维持人类福利
的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等。
包括产生一成长一衰败一死亡一重生等在内的生态循环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态系统的动态规律。
产权制度决定了社会经济力量如何与环境资源相互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对生态资源非常依赖的传统
社会和当地居民，以及处于恶劣生存环境中的无土地贫困人口。
作为经济评价（费用一效益分析）的重要补充，本章最后阐述了环境和社会评价工具，经济、环境和
社会评价三者都是可持续发展评价（SDA）的关键组成部分。
　　接下来，我们转向可持续经济学在不同尺度上的应用，包括全球和国际、国内和宏观经济，国内
部门以及工程和地方性的应用。
本书的（i）部分包含两个关于全球和国际层面、并提供了案例研究的章节（第5、6章）。
　　在第5章，可持续经济学框架被用来研究两个不同层面全球问题之间的循环联系——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发展，并分析了“适应”和“减排”策略所分别扮演的角色，并提供了一些实例。
首先，在最优性和持久性的标准下对备选的气候变化减排应对策略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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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考察了在附件国家和非附件国家之间进行联合履约（Joint Implementation，JI）以及排放交易
所产生的公平和效率影响。
最后一个通过分析斯里兰卡的温室气体减排案例，阐述了在国家层面上气候变化如何与可持续发展产
生互动。
　　第6章考察了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内特有的跨学科国际科学交流对话，看看研
究人员是如何分析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的。
行为影响矩阵（AIM）被用来探讨两个国际活动之问的双向联系——千年发展目标（MDG）和千年生
态评估（MA）。
最后，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大坝与发展项目（Dam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DDP
）来考察跨国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多层面的协商过程是如何实际运行的。
　　本书的（ii）部分包含了三章（第7、8、9章），涵盖了可持续经济学在国家和宏观层面上的案例
，这些案例涉及不同的国家、政策和模型。
　　第7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包括经济环境联系方面的已有文献进行了综述。
有一些文献给出了关于增长导向型宏观经济政策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事实依据。
无法预知的经济非完备性可能会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带来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损害。
环境一一宏观分析证实次优补救措施可以帮助限制这些损害。
环境考量可以被引入传统的静态IS-LM宏观模型中。
该章还会对绿色会计以及真实储蓄等概念的作用进行讨论。
行为影响矩阵（AIM）方法在环境宏观分析中具有关键作用。
“政策路径”模型说明了消除经济不完备性将如何使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并使对环境和社会
的影响得到一定的限制。
最后，通过巴西的案例研究，对以上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部门和宏观经济模型组合被用来分析巴西政府过去几十年所推行的增长导向型策略所带来的影响，这
些影响涉及各种可持续发展问题，比如贫困、就业、城市污染和亚马孙地区的森林破坏等。
最后也讨论了未来研究的构想。
　　第8章探讨在国家宏观经济层面深化可持续发展的两种不同理论方法。
对研究增长模型中的最优化和可持续性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
首先，基于可持续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可以用来判断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专注于最优经济增长的发展路
径也可以被调整得更加可持续。
使用典型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求解。
其次，用另一个理论模型来分析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次优调整，这种调整旨
在弥补已存在的会产生环境损害的经济扭曲。
三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博茨瓦纳、加纳、摩洛哥）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会如何与当地的不利因素结
合起来危害环境，并讨论了适宜的补救措施。
　　第9章着重讨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
首先我们运用ECO-GEM模型来对智利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政策的联系进行评估。
模型系统且整体地分析了对整个经济系统产生影响的各类政策及其对智利经济的影响。
模型把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以增强政策间的正面交叉效应或者抵消其中某一单一政策
可能带来的副作用。
它抓住了不同部门和经济行为人之问复杂的相互关系，识别了获益者和受损者，由于一些间接影响非
常重要，所以，其结果并不是那么的直截了当或者显而易见。
在第二个例子中，静态CGE模型运用于研究哥斯达黎加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森林破坏的影响。
该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更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类似结果，亦即产权的确立有利于减少毁林活动
，因为产权使得森林所有者可以获得因现在减少伐木毁林所能带来的未来收益。
关于贴现率变化影响的结果同样与局部均衡模型的结果相似，即更高的贴现率促发森林破坏，反之亦
然。
CGE模型还识别了部门问联系的问接影响，说明了在增长的情境下推行部门改革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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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的动态CGE模型，对森林保护的价值、资本积累和利润率都进行了内生化处理，也得到了
与静态CGE模型类似的结果。
　　本书的（iii）部分包括了五章（第10-14章），阐述了可持续经济学在一些国家的国内和中观层面
的应用案例，包括能源、交通、水、生态和农业系统以及资源定价政策。
　　在第10章，我们从概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联系开始，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部门的现状和问
题进行评估。
接着，运用可持续经济学方法为能源相关决策制定开发出了一个全面而整合的被称为“可持续能源发
展”（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SED）的概念框架。
这个框架通过综合考虑多角色、多标准和多层次的决策制定以及政策限制，识别出了现实的可持续能
源策略选择。
这一方法被用于说明如何把社会和环境外部性加入到斯里兰卡传统的最小成本电力系统规划中，其中
既用到了费用一效益分析（CBA），也用到了多标准分析（MCA）。
由于着重于评估系统层面规划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识别了斯里兰卡的可持续能源政策。
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包括了水力、石油、煤炭和可更新能源为基础的电力生产之间的技术选择
），因为很多研究只是把这种分析用于工程和项目层面。
另一个案例则把可持续能源发展（SED）应用于南非能源部门，用多标准分析来评估与电力供应和居
民能源使用相关的政策选择，特别是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权衡。
最后考察了英国电力的长期扩展路径选择，想要说明的是能源分权经营有可能比集权经营更加符合可
持续发展。
　　第11章首先综述了可持续交通一般性的优先考量因素，然后探讨了如何设计斯里兰卡交通政策使
其更加利于可持续发展，包括燃油定价政策、替代燃料选择以及一系列交通工程等。
讨论了两种经典的外部性，首先，用成果转移法估算了当地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健康损害，并对采用无
铅汽油的健康效益进行了评估。
其次，研究了科伦坡的城市交通拥堵带来的影响，包括对所浪费时间的成本进行了估算。
分析了一些为缓解拥堵进行的专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其他尝试，最后总结了斯里兰卡的可持续交通
政策。
　　第12章探讨如何使水资源管理更加可持续。
第一节描述了自然界的水循环以及人类干预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接着考察了水资源与发展的联系，概述了全球水资源现状、水资源短缺及所造成的日益上升的使用成
本、贫困问题以及可持续生计问题等。
提出了一个综合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政策（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olicy，SWAMP
）框架，它类似于第10章中的可持续能源发展（SED）方法。
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和政策方法被实际地运用于一个典型的水资源工程，即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个供给城
市用水的地下水工程。
案例研究分析了这些包括含水层枯竭、沿海带的海水入侵、地面下沉等环境负外部性带来的影响并识
别了补救的政策措施。
最后，在另一个孟加拉国的案例中，介绍了适用于村落的一种简单、低成本、社会接受度高、环境友
好的净化饮用水、减少水介传染病的方法，这个方法为这些村落的贫困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
会和环境收益。
　　第13章给出了关于自然和人工的生态系统——分别是森林和农业系统的案例研究。
首先，分析了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雨林自然生态系统的管理，以识别出能够使森林管理更加可持续
的一般性政策。
接着，利用马达加斯加的案例说明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政策对热带森林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并从
中总结了相关的政策含义。
本章利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对森林和湿地损害、木材和非木材森林产品、森林对当地居民和生物
多样性的影响以及生态旅游的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经济评估。
在第二个案例研究中，我们则考察气候变化对斯里兰卡的人工生态系统（农业）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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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模型被用来评估在过去由于温度和降水的自然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然后，加入了一些未来气候变化情景来估计未来农业产出。
由于温度升高所带来的有害影响总的来说超过了降雨增加所带来的有利影响。
最后提出了针对斯里兰卡的可持续农业政策建议。
　　第14章考察一国经济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定价问题，包括对可更新和不可更新资源的经济学问题。
解释了可持续定价政策（Sustainable pricing policy，SPP），并在可持续能源发展框架（第10章）的基础
上将其运用到了能源领域。
首先，可以利用经济原理确定出能达到经济上最优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有效能源价格。
其次，环境影响可以通过对相关影响进行经济评估后纳入定价政策中（第3章）。
最后，有效价格可以通过以下调整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比如针对经济扭曲进行次优调整，或考虑
进社会因素比如制定能使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可承受（或补贴）价格，以及其他的政策目
标比如区域或政治的考虑因素，等等。
本章最后一节讨论可持续定价政策框架如何用于其他自然资源比如水的定价上，同时考察了一些特殊
的水资源相关问题。
　　本书（iv）部分则由两章（第15、16章）组成，主要是关于可持续经济学在工程和地方层面上的
案例应用。
涵盖的范围包括水电、太阳能、水供给、可持续的灾害管理以及城市化等。
　　第15章首先应用多标准分析以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指标，对斯里兰卡的小水电工程进行了可持
续发展评价。
第二个案例研究以太阳能光伏发电带动农业水泵为例，分析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和可更新
能源工程与国家能源政策。
它强调利用不同政策工具（包括相互关联的影子价格和市场价格）来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确保更加
可持续的发展。
接着，分析了斯里兰卡的农村电气化工程，着重于新能源和可更新能源技术，并提出了农村能源发展
的优先顺序。
　　第16章解释了自然灾害如何因为脆弱性的增加而转变为大灾难，这种脆弱性的增加往往都是之前
由于一些非可持续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损害引起的。
本章提出了一个实用框架以便将可持续减灾与灾害管理（Sustainablehazard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SHARM）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中，包括了救济、恢复、减灾（规划、预案和防范）等各个阶段，并
分析了灾害与可持续发展的双向联系。
这些观点通过一个案例得到了说明，这个案例对2004年发生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斯里兰
卡和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海啸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把海啸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与卡特里娜飓风对新奥尔良的影响进行对比，凸显出社会资本在应对灾难方
面应扮演何种角色这一重要问题。
接下来的一节阐述了亚洲城市长期扩张和增长，特别是迅速扩张的超大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
。
最后一节则探讨了城市面对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的脆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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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芒纳星河教授责无旁贷、担当重任写作这样一本综合、简明且清晰的著作，向世人展示通过利用
可持续经济学，人类应该且可以采取哪些适时且有效的措施使得目前的发展更可持续。
他用深入且通达的分析方法揭去了可持续发展的神秘面纱。
因其简洁易懂且又严谨的概念框架、以及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使得本书成为一本独一无二的著作。
　　作为一个备受尊敬的学者和多个重要奖项的获得者，芒纳星河在本书整合并利用了各类不同的分
析工具，展示了他的严谨和学识。
作为一个在发展领域有着35年之久经验的资深决策者和管理者，他的建议也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作为一个富有经验、著作等身的大学教授，他在书中用明确且可信的语言阐释了他的观点。
　　最后，我想说，这本由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权威写就的著作，无论对于学生、研究人员、发展
领域的实践者、政策分析家、政府决策者、企业管理者还是对此问题关注的公民而言，都是一个无价
的知识宝库。
　　——詹姆斯·古斯塔夫·思博斯教授　　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主任、联合国开发署前任署长
　　莫汉-芒纳星河教授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政策导向研究。
他有效地整合了多种科学理论、方法和决策支持工具，以便“使发展更可持续”。
立足现实、秉承多学科交叉和整合的精神，基于经济学、生态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作者精心选择并
深入剖析了各种案例。
这些覆盖了从全球到跨界到局地的不同层面的实例，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方法的可应用性。
　　——汉斯·奥普查教授　　荷兰社会科学院院长，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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