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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作为中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尚未能为环境影响评价提供较好的参考

作用。该文通过介绍中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重要意义和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中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总纲和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对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相关规定，发现其目前主要存在基本概念不清晰、货币化核算欠缺

和分析体系混乱等问题，进而提出构建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的必要性。该文按照划定分析范围、识别主要影

响、判断影响属性、量化和货币化影响指标、计算费用和效益现值以及比较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等6个步骤进行体系构建，旨在为有

效发挥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作用和进一步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体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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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economic profit and lo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which cannot provide enough reference for EIA at present.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economic profit and loss analysis in China, and summarized its
development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EIA-general programme and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industrial EIA. Several significant problems still existed in the economic profit and loss analysis in
China at present, such as unclear basic concepts, lack of monetization consciousness and confusion of the analysis system.
Advantages of economic benefit and loss analysis system based on cost-benefit approach were proposed as well.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economic profit and loss analysis based on cost-benefit approach by the
following six steps, including delimiting the scope of analysis, identifying the main impacts, judging the attributes of impacts,
quantifying and monetizing the impact indicators, calculating the present value of costs and benefits and comparing environ⁃
mental impact of projects with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This paper could improv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impact analysis of the EIA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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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实质就是对

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经济评价[1]。环境影响经济损

益分析能够反映建设项目所引起的环境影响对社会

福利的改变程度，是建设项目能否对环境产生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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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重要衡量手段，对其准确把握和正确应用有利于

将环境保护原则贯彻于经济发展的决策中[2]。梅芳

琴[3]以交通建设工程为例，说明了进行环境影响经济

损益分析意义重大。徐礼萍等[4]指出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中逐步加强经济分析内容，从注重环境

污染评价转向综合评价，有利于协调“发展经济和保

护环境”的矛盾。陈佳璇等[1]提出，目前我国尚未颁布

针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技术规范且

缺乏可操作的指标体系，直接影响了环评报告书的质

量并最终影响到项目的环境审批决策。因此，完善我

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十分重要和必要，而构建科

学合理且可行的体系是其中的关键。

20世纪 80年代初，于光远就提出了“环境计量”

的概念[5]。之后我国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包括由刘

鸿亮[6]主编的《环境费用效益分析方法及实例》、夏光[7]

主编的《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於

方[8]编著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和赵学涛[9]

编著的《战略环评和费用效益分析在环境规划中的应

用》等，都根据国内一些研究实例提出了进行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思路与框架。而在环境

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内容方面，目前主要存在4种不

同的观点：（1）姚枫[10]认为在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经

济损益分析中，“损”即为项目总投入，包括资源占用

和资源损失；“益”指项目总产出，包括产品和劳务 2
部分。（2）高晓蔚等[11]认为“环境净效益＝环境收

益－环境损失－环境费用”，其中“环境收益”指经济

活动所引起的有利环境变化，“环境损失”指经济活

动所引起的不利环境变化，“环境费用”指经济活动

中为消除不良环境影响所必需的消耗，通常包括环

保工程投资、环保工程运行费用及其它环保费用。

（3）李国斌等[12]认为，“环境费用效益分析”中的“费

用”是指环保设施的投资及运转费，而“效益”也主要

是由环保措施带来的。（4）毛显强等[13]认为无论环保

措施费用效益分析，还是项目费用效益分析，都不能

直接反映项目的环境影响；由于项目内部效益一般

很大，项目总体经济损益分析（同时考虑了项目的内

部效益与成本以及外部效益与成本）会掩盖项目的

实际环境成本。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缺少

统一的体系规范，致使其无论在分析内容还是分析方

法方面都较为混乱，从而大大降低了环境影响经济损

益分析的参考作用。本文尝试将费用-效益法应用于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构建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

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期望能为环评工作者提供

编写参考，从而增加环评报告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帮助完善我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1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及存

在的问题

1.1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随着我国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法律体系的不

断完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相关法律法规、行

业标准中也不断发展[14]。现主要从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和行业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3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

1.1.1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法律法规中的发展

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
行)》正式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但是未对环境影

响经济损益分析作出要求。1986年颁布的《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办法》((86)国环字003号)第一次正式规

定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内容，并规定“环境影响

经济损益简要分析”应作为编制内容，但仍未提出具

体要求。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从国家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包括“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

损益分析”。2017年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也明确指出“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是环境影

响报告书应包括的内容之一。

1.1.2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总纲》中的发展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自 1993年颁布

至今，共进行了2次修订，其中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一直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第一次颁布《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HJ/T 2.1~2.3-93)时，仅要求将“环

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纳入建设项目的费用效益分析

中，作为判断建设项目环境可行性的依据之一，但未

规定具体的分析内容及方法要求[15]。2011年《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1)对环境影响经济

损益分析进行了最为详细的规定：分析内容需要“从

环境要素、资源类别、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筛选出

“需要或者可能进行经济评价的环境影响因子”，之后

将“量化的环境影响进行货币化”，并将分析结果纳入

建设项目的经济分析中，同时在附录中要给出“补偿

措施与建议”[16]。2016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将该部分内容简化为“以

建设项目实施后的环境影响预测与环境质量现状进

行比较，从环境影响的正负两方面，以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式，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后果（包括直接

和间接影响、不利和有利影响）进行货币化经济损益

核算，估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价值”，即规定分

析内容包括环境影响的正负两方面，考虑直接和间接

影响、不利和有利影响，计算方法为定性与定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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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都需进行货币化核算[17]。

1.1.3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在行业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中的发展

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是各行业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技术规范，能够结合项目特点对《总纲》进

行补充及具体化。我国目前正式颁布的11项行业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18-28]，有10项对环境影响经济

损益分析做出了具体要求，而这10项在专题设置、具

体内容、与《总纲》契合度和分析方法等方面仍存在差

异。在专题设置要求上，有2项要求必须将环境影响

经济损益分析列为报告书的编制内容，有8项提出应

该对此设置相应章节。在具体内容上，有3项未做任

何规定。在与总纲契合度上，已做出具体内容规定的

7项并没有能与《总纲》完全契合的，其中有 2项将环

境影响的内、外部损失和效益全部考虑在内，另5项将

整个项目的经济损失和效益归为环境影响经济损益

分析。在分析方法上，仅有2项进行了要求，其中《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水利水电工程》(HJ/T 88 2003)
规定“宜采用货币量化的方法进行，不易量化的可采

取定性分析方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煤炭采选

工程》(HJ 619-2011)规定“采用费用效益法进行环境

经济损益分析”。

1.2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存在的问题

由前文可见，我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已经根

据现实国情和项目特点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正，但是依

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结合我国环评报告书编写现

状，存在问题主要有3方面。

（1）基本概念不清晰。我国除了《总纲》对环境

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内容做出了说明外，其它文件

对此并未给出明确概念；此外，由于2016年《总纲》对

该部分内容进行了简化和概括，例如：（1）删去了

2011年《总纲》中对内容分析部分提出的切入点——

“从环境要素、资源类别、社会文化等方面展开”；

（2）删去了 2011年《总纲》中提及的具体分析步骤，

即先“筛选环境影响因子”、再“对量化的环境影响

进行货币化”、最后“将货币化的环境影响价值纳入

建设项目的经济分析”；（3）缺少具体的“量化”和“货

币化”方法；（4）缺少对“环境影响后果”的详细说明，

尤其对于“直接”和“间接”影响等较为模糊的概念缺

少明确的定义，这些都导致环评工作者在编写环评

报告书时愈加难以把握其范围和内容，增加了编写

的难度。

（2）货币化核算欠缺。货币化是进行环境影响经

济损益分析的核心步骤。然而我国现有的环评报告

书严重欠缺货币化核算这一关键环节，大部分只进行

到量化环境影响因子这一步骤，而对于一些难以计量

的环境影响因子，仅作定性描述甚至直接忽略。这与

我国缺乏强调“货币化”的关键性密切相关。例如：

《总纲》中虽然规定了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落脚

点是“货币化”，但其前文提及的“以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方式”，弱化了“货币化”的必要性；而大部分行业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也未对分析方法进行规定，严

重忽略了“货币化”的重要性。

（3）分析体系混乱。自 1986年《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86)国环字 003号)颁布以来，我国环境

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要求就一直存在，却至今尚未构

建统一的体系。尽管部分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细化了《总纲》的要求，但依然与《总纲》要求契合度

不高；而在未颁布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行业

中，缺少经验和经济学基础的环评工作人员可能无法

仅靠《总纲》中的规定完成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完

整内容的编写。这些问题在环评报告书上体现为：编

写逻辑混乱，容易出现将项目的内部损益纳入分析中

或是遗漏了一些间接的损益等问题。

2 我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完善方法

2.1 费用-效益法简介

费用-效益法是一种鉴别和度量项目总体效益的

系统方法[2]。它通过计算并对比建设项目所需的成

本（费用）和产生的效益，为决策提供依据（决策的底

线是效益至少大于费用）。“费用-效益法”最早来源

于 1844年 Jules Dupuit在论文《论公共工程效益的衡

量》中提出的“消费者剩余”的概念[29]，1936年首次被

美国水利部门应用于公共项目[30]。目前，费用-效益

法在西方各国已经得到广泛使用，主要用于探究公共

投资或项目的实施对整个社会福利水平可能产生的

影响[31-35]。

费用-效益法以福利经济学、支付意愿和消费者

剩余、帕累托效率、环境外部性等经济学理论为基

础[36]，其“费用”一般是指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

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总流出；“效益”可

以理解为效果和收益，包括项目本身得到的直接效

益，以及由项目引起的间接效益或者项目对国民经济

所作的贡献[37]。一般财务分析只根据项目直接发生

的财务收支来计算项目的经济支出和收入[38]，而费

用-效益法可以从社会的角度（包括环境）全面分析项

目的费用和效益，即不仅要识别和估算项目发生的直

接经济费用和效益（即财务分析部分），还要考虑项目

引起的外部效果（即产生的间接费用和效益）[39]。财

务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的区别见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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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费用-效益法对于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适

用性

鉴于当前我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存在的问

题，为了进一步提高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有效

性，需要将有关的经济学理论融入到传统的环境影

响评价之中，使环境影响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有机

结合起来。而费用-效益法作为一种成熟的经济学

方法，应用于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中具有以下

优势[36，40]。

（1）内涵吻合性：筛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费用

和效益指标相当于将抽象问题具体化的过程，有助于

理解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2）评价综合性：费用-效益法能够从社会整体的

角度出发，在经济损益分析中纳入社会损益和环境损

益因素，从而对建设项目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

价，可以应用于各类建设项目，具有普适性。

（3）过程一致性：费用-效益法与环境影响经济损

益分析的应用过程都是从“正”、“负”两方面展开的，

在分析思路上容易达成一致。

（4）易于货币化：费用-效益法强调量化和货币化

的思想，可以与剂量-反应法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进行

货币化核算，解决我国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中货币

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5）可操作性强：费用-效益法具有明确的分析体

系流程，能够充分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其它内容相结

合，从中筛选出所需信息，在减少工作量的同时也使

分析结果实用性更强，增加参考价值。

可见，费用-效益法可作为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

析的基本方法。构建以费用-效益法为基础的环境影

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符合完善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实际需求。

3 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

的构建

在应用费用-效益法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经济

损益分析时，应遵循体系的科学性、指标的完备性和

代表性、方法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可比性等原则[40，41]。

结合《总纲》对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规定，本文按

照以下6个步骤对体系进行构建，即：（1）划定分析范

围；（2）识别主要影响；（3）判断影响属性；（4）量化和

货币化影响指标；（5）计算费用和效益现值；（6）比较

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同时，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

一部分，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能够与环境影响评价

其它部分的内容充分结合。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境

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评价准备阶段，包括：（1）划定分析范围和（2）识

别主要影响2部分。该阶段要求在人力、物力和财力

允许的情况下确定足够大的分析范围，并识别范围中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42]。由于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会涉

及不同的环境影响，一般需要参照环境影响评价中的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因子筛选”等章节的内容进行。

实施评估阶段，包括：（3）判断影响属性和（4）量

化和货币化影响指标2部分。该阶段是在判断影响属

性的基础上，选定合适的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并进行

量化和货币化核算。在指标选定过程中，尽量选择有

代表性的影响指标，保证指标的完备性且注意避免重

复。再根据选定的各类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货币化方法进行定量核算[43]。

结论分析阶段，包括：（5）计算费用和效益现值和

（6）比较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2部分。该阶段主要

是对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的核算结果贴现，并根据具

体的评价指标，综合分析费用和效益现值，以此判断

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可行性。若有需要，提出相应的

改进建议[29]。

3.1 划定分析范围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中划定的分析范围原则

上应与整个项目环境影响的评价范围一致，一般见于

环评报告书第一章节“总则”中的规定，具体划定情况

见表2。
表2 分析范围划定

Table 2 Delimitation of analysis scope

划定项目

时间

空间

分析范围

一般只考虑建设期和运营期，以生态影响为主的建
设项目可能会包括服务期满后的阶段。

参照各环境要素的评价技术导则，并结合项目特点，
在对环境要素的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的基础上划
定分析范围。

3.2 识别主要影响

主要环境影响的识别需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表1 财务分析和费用效益分析的区别
Table 1 Differences between financial analysi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评价类别

评价角度

评价目的

评价效果

评价指标

财务分析

从企业或项目自身的角度

项目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

只考虑直接费用和效益

财务净现值或财务内部收益率

费用效益分析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

社会净效益

考虑直接和间接的费用和效益

经济效益净现值、效益费用比和经济内部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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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2.1-2016)中“环境影响预测

与评价内容”部分内容。影响识别的原则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对建设项目是否为直接影响、是否为长

期影响、是否为可逆影响以及是否为复杂累计影响。

其中直接、长期、不可逆和复杂累计的影响应作为主

要影响，而间接、短期、可逆和简单的影响可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根据建设项目的特点、规模、环

境敏感程度和影响特征等，影响分为对自然环境的影

响和对社会环境的影响[43]，其中自然环境影响包括对

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声环境、土壤环境以及

生态环境等的影响；社会环境影响包括对当地资源、

能源、生产力、人力资源配置和公众健康等的影响。

3.3 判断影响属性

在识别出主要影响后，需判定影响的属性。根据

影响的效果划分，可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正面

影响是指项目未采取环保措施或采取一定环保措施

以后引起环境质量上升的效果，是建设项目实施为社

会带来的环境效益；反之，引起环境质量下降、为社会

带来环境代价的即为负面影响。根据影响的承受主

体划分，可分为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内部影响主要

指与环境有关并计入财务分析的经济价值，这部分内

容不计入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中；外部影响则主要

指没有记入财务分析的其它环境影响。

3.4 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的确定、量化及货币化

3.4.1 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的确定

根据影响属性判断的结果，从生产力、人体健康、

生态资源、人类福利和其它间接损失或收益等5方面，

筛选出合适的、有代表性的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这

部分费用指标或效益指标一般不直接表现为货币，但

能够通过剂量-反应关系来量化和货币化。目前各指

标的经济值主要由社会来承担，但随着社会管理的不

断完善，必定会逐渐实现建设项目的内部化，成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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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经济核算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3.4.2 费用指标和效益指标的量化及货币化

指标的量化值可以从“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中的

内容提取，必要时可借助其它相关文献、调研资料或进

行实地测量。指标的货币化是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的关键步骤，需要选取合适的方法进行核算。常用的

货币化方法包括直接市场评价法、揭示偏好法和陈述

偏好法，各方法的具体分类、特点和适用范围见表3[36]。

方法

直接市场评价法

揭示偏好法

陈述偏好法

人力资本法

市场价值法

机会成本法

恢复费用法

影子工程法

调查评价法

特点

是对人体健康损失的一种简单估算。

将环境看成生产要素，环境质量变化会导致生产率和
生产成本的变化，从而引起产量和利润的变化。

将环境污染造成的机会成本作为损失费用。

对环境影响造成的费用可以等同于为了消除或减少有
害环境影响所需要的经济费用。

用人工建造另一个环境来替代原环境的作用，将所需
费用视为其经济损失。

是一种主观定性评估的方法，通过向专家或环境资源
的使用者进行调查来拟定环境资源的价格。

适用范围

适用于由环境变化引起人体健康的损失，主要包括
造成过早死亡、疾病或误工等情况。

适用于土地、农田、林业、渔业等可由环境变化计算
产值利润变化的环境要素。

适用于水、土地等环境要素。

适用于计算大多数环境要素。

是恢复费用法的一种特殊形式。

适用于景观、生态环境等环境要素。

结合指标的货币化方法，现以费用指标为例，对

指标的影响要素、货币化方法和细化指标等方面进行

说明，具体内容见表 4。由于环境效益实际是环境负

成本的体现，即负的费用就是效益。因此，效益指标

和费用指标的影响要素、货币化方法和细化指标等方

面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表3 常见的货币化方法
Table 3 Common monetization methods

表4 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费用指标
Table 4 Index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economic profit and loss analysis based on cost-benefit approach

项目

环境
费用

指标

生产力损失

人体健康损失

生态资源损失

社会福利损失

其它外部费用

影响要素

水、大气、
固废、土壤、
生态环境等

水、大气、
声、固废、
土壤、

生态环境等

水、大气、
固废、土壤、
生态环境等

水、大气、
固废、声、

生态环境等

货币化
方法

市场
价值法

人力
资本法

恢复
费用法

调查
评价法

细化指标

农业损失

林业损失

渔业损失

其它生产力损失

人体健康状况下降
产生的医药费、误
工费和过早死亡等
带来的经济损失

其它人体健康损失

水资源污染损失

水土流失增加损失

植被固碳释氧损失

其它生态资源损失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给人们造成的享受
方面的损失

清扫卫生的损失

其它社会福利损失

公式

f（农业）=f（D,a,A,P,F）

f（林业）=f（D,a,A,P,F）

f（渔业）=f（Y,P,F）

f（人体健康）=f（α,β,N,t,P,c）

f（水资源）=f（Q,P）

f（水土流失）=f（S,f养分,f水分,f泥沙）

f（植被固碳释氧）=f（S,P,K）

f（清扫）=f（P,t,M,F）

备注

D为正常年份农产品单位产量；a为受污染事故
影响的农产品减产的百分数；A为农产品受害面
积或数量；P为农产品价格；F为农产品后期投资。

Y为渔业生物损失量；P为当地水产品的平均价格；
F为养殖生物的后期投资。

α为高于对照区的发病率；β为高于对照区的死
亡率；N为污染区覆盖人口；t为疾病导致的人均
失去劳动的时间；P为污染区的人均国民收入；
c为该疾病的人均医疗费用。

Q为造成的污染水量；P为水的市场价格。

S为预测发生水土流失的面积；f养分、f水分、f泥沙分别
为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产生的3方面影响。

S为植被损失面积；P为固定纯碳量；K为碳税标准。

P为污染区人均日工资；t为污染区每户比对照区多
用于清洗的时间；M为总户数；F为清洁用品消耗费。

3.4.3 指标的确定、量化及货币化实例研究

在进行费用和效益指标的确定、量化和货币化过

程中，生态型建设项目所涉及到的指标更多、更复杂。

本研究将以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为例，对其进行费用

指标的选取、量化和货币化说明。

本研究所选项目位于广东省潮汕平原生态农业-

城市经济生态功能区内，全长40.115 km，评价范围内

共有声环境敏感点 51个，其中包括 42处村庄、7所学

校、1处幼儿园和 1处医院，不涉及生态敏感区。项

目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程永久和

临时占地对沿线的耕地、林地等影响。其中受工程

影响区域的植被几乎全是次生性质，且灌草丛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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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植被比例很大，构成植被的植物成分较为贫乏，

植被结构简单，无特殊植物群落类型存在。该项目

主要环境要素、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因子如表

5所示。

环境要素

声环境

地表水环境

环境空气

生态环境

社会环境

评价等级

一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

评价范围

公路中心线两侧200 m以内范围；辅助设施厂界外200 m范围。

公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以内区域的水域。

公路中心线两侧200 m以内范围。

路线中心线两侧各 300 m以内，公路沿线动土范围（包括涉及弃土（渣）
场、临时用地等）。

公路中心线两侧各200 m以内范围，可适当扩大至拟建公路直接影响区。

评价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LAeq

pH、高锰酸盐指数、COD、SS、氨氮、石油类

NO2、TSP、PM10

植被、耕地(基本农田)、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

/

根据前文内容确定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的费

用指标，并给出进行货币化核算的计算公式，具体

见表 6。项目的效益主要指由于采取了环境保护措

施而使得项目减少的外部环境费用，因此在指标选

取和计算方法上与费用指标具有一致性，在此不再

赘述。

表5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境要素及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因子
Table 5 Environmental elements and assessment grades, scope and factors of the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费用指标

生产力
损失

人体健康
损失

生态资源
损失

社会福利
损失

细化指标

农业损失

林业损失

灌草地损失

医药费损失

误工费损失

过早死亡损失

植物固碳释氧损失

植物净化空气损失

水土流失
损失

居民生活质量降低损失

房屋清扫损失

土地贬值损失

养分流失损失

水分流失损失

泥沙流失损失

具体计算公式

C农业 = A耕地×D农产品×P农产品

C林业 = A林地×D树木×P树木

C灌草地 = A草地×D草×P草

C医药费 = c×ΔD = c×α×N×K1×(p2-p1)

C误工费 = α×N×t×K1×(p2-p1)

C过早死亡 = β×N×∑
j = x

X

j-pj

C固碳释氧 = P1×S绿地×P2×K

C净化空气 = Q×S绿地×V

C养分流失 =∑
j = 1

3

Gj×Wj×P化肥×S

C水分流失 = S×P水×w

C泥沙流失 = S × P拦截

C生活质量 = λ噪声×Y×H×η
Y = a+b×X

C房屋清扫 = n×M×I×t1×P+n×M×F×t2

C土地贬值 = P'土×q×S

备注

ΔD为所有人口总的患病天数增加量；K1为对应的污染物常
数；p1为污染物原始浓度；p2为建设期/运营期污染物浓度。

x为该地区人口平均年龄；πj为年龄为x的人活到 j年的概率；
Pj为年龄为 j时的预期收入；X为退休年龄。

P1为生长量标准；P2为固定纯碳量；S为破坏绿地面积。

Q为单位植物面积粉尘吸收量；V为削减单位重量粉尘的成本；
S绿地为绿地面积。

主要计算氮、磷、钾3种元素；Gj为单位质量水土流失元素的平均
含量；Wj为各元素折合成化肥的折合系数；P化肥为化肥的市场价格。

w为土壤含水率。

P拦截为拦蓄1 m3泥沙小水库工程投资费用；ρ为土壤容重。

X为住户家庭的人均经济收入；H为影响区域内居民户数；
a、b、η为通过问卷调查计算得到的影子系数；λ噪声为噪声的调
整系数；Y为住户为避免公路噪声的支付意愿（元）。

n为计算年限；I为劳动人口率（%）；t1为污染区每户比对照区
多用于清洗的时间；t2为人均户外滞留时间。

P'土为土地的影子价格；q为土地价格下降率；S为受噪声影响
的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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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费用分析
Table 6 Cos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project

3.5 计算损益现值

项目的建设期和运营期一般都需要跨越较长的时

间，致使其支出的费用和获得的效益不能在同一时间内

表达，因此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即用社会贴现率将未来

的费用和效益折算成现值，使整个时期、甚至不同项目

之间的费用和效益具有可比性[39]。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PVC =∑
t = 1

t Ct

( 1 + r ) t （1）

PVB =∑
t = 1

t Bt

( 1 + r ) t （2）

式（1）、（2）中：PVC为总费用的现值；PVB为总效

益的现值；Ct为第 t年的费用；Bt为第 t年的效益；r为社

会贴现率；t为时间（通常以年为单位）。

3.6 比较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经济可行性可以根据经济

效益净现值来判断，该值能够反映建设项目带来的环

境影响对社会经济做出净贡献的绝对指标，具体计算

见公式（3）[39]。

ENPV = PVC - PVB （3）
式（3）中：ENPV为经济效益净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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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基于费用-效益法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体系而言，只有当经济效益净现值>0时，建设项目对

环境影响带来的经济值才为正。但由于环境影响经

济值只占整个建设项目总费用和总效益的一小部分，

还需将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结果纳入项目的经济

分析中，以此判断建设项目的可行性。

4 结语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是我国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全面总结了其在我国

法律法规、《总纲》以及行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

的发展后，结合我国环评报告书编写现状，发现目前

仍存在基本概念不清晰、货币化核算欠缺和分析体系

混乱等问题，这也严重削弱了环评报告书中该章节内

容的参考性和可比性。如何构建更为完善的环境影

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充分发挥其参考作用，非常重

要和迫切。

费用-效益法作为一种成熟的经济学方法，能够

从社会的角度（包括环境）全面分析项目的费用和效

益，经分析发现在构建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

方面具有内涵吻合性、评价综合性、过程一致性、易于

货币化和可操作性强等多方面的适用性和优势性。

基于此，本文按照体系的科学性、指标的完备性和代

表性、方法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可比性等原则，并结合

《总纲》对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规定，构建了基于

费用-效益法的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体系。该体系

框架主要包括划定分析范围、识别主要影响、判断影

响属性、量化和货币化影响指标、计算费用和效益现

值以及比较项目环境影响经济损益等6个步骤，期望

能为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的编写提供参考，增强其

科学性和可行性，并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完善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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