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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模 拟 气 候 变 化 对 水 资 源 的 影 响 存 在 较 大 的

不 确定性， 前人 关于 温室气 体减 排对 水资源 短缺 的影

响 评估呈 现出 互相矛 盾的 结果， 同时 这些研 究使 用的

模 型 空 间 和 时 间 分 辨 率 都 相 对 较 低。 基 于 此，H e j a z i
（ 2 0 1 5 ）通过高分辨率的地区地球系统模式模拟了气

候 变 化 对 美 国 未 来 水 资 源 的 影 响（ 空 间 分 辨 率 为1 / 8
度，即 1 2 平方公里），同时结合地区综合评估模型模

拟 了未来 美国 的水资 源需 求，在 此基 础上对 比了 基准

情 景 及 减 排 情 景 中 美 国2 0 0 5 — 2 0 9 5 年 逐 日 的 水 资 源

短 缺 状 况。 结 果 显 示， 减 排 情 景 中， 美 国 水 资 源 短 缺

出 现的频 次和 范围相 比于 基准 情景 都变多， 即温 室气

体 减排会 加剧 美国的 水资 源短 缺，主 要原因 是在 减排

情 景中生 物质 燃料种 植引 起的 需水 量大幅 增加。 同时

研究发现，随着空间（ 1 / 8 度变为 1 / 2 度）和时间（日

均 变 为 月 均 或 年 均） 分 辨 率 变 低， 两 个 情 景 中 水 资 源

短 缺的差 距逐 渐缩小，分辨 率确 实是 影响温 室气 体减

排对水资源短缺影响评估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

环境恶化往往被认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副产物。

反之，经济萧条就意味着环境的改善吗？不一定。大量

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监管和公众压力是促使企业进行污染

减排的两大重要途径。而在经济萧条期，复苏经济和保

障就业成为最受公众和政府关注的问题。理论上，在经

济萧条期人们对环境的关注会相应降低，进而放松对企

业 环 境 行 为 的 监 督 和 要 求， 其 结 果 表 现 为 企 业 环 境 绩

效 的 下 降。 为 了 验 证 该 观 点 是 否 成 立， 韩 国 延 世 大 学

Hyunhoe  Bae 发表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上的文章以

纽约北部化工厂为例，研究美国经济大萧条对化工企业

环境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削减有毒化学品的释放。

运 用2006—2010 年5 年 共351 家 企 业 平 衡 面 板 数 据，

分别用失业率和企业关闭率作为经济萧条的表征，回归

结果显示两者均对企业减排具有显著负影响。该结果表

明经济萧条确实会降低公众对污染企业的环境要求，从

而为企业污染控制提供了偷懒的机会。

大 气 污 染 控 制 的 边 际 收 益 是 递 增 还 是 递 减 呢？

A m a n d a  J .  P a p p i n 等 人 采 用 伴 随 敏 感 性 分 析 方 法 结

合 C M A Q 空气质量模型，以美国人口由于短期暴露于

O 3 而 导 致 的 急 性 过 早 死 亡 为 基 础， 估 测 了 美 国 移 动

源和点源 N O X 减排的边际收益。研究发现，全国范围

的 N O X 减排显著增加了所有排放源 N O X 的边际收益；

从 移 动 源 来 看， 在 减 少 人 为 排 放 4 0 % 和 8 0 % 的 情 境

下， N O X 排放的边际收益平均增加了 1 . 5 倍和 2 . 5 倍；

同时控制两种排放源所产生的收益高于对每种源单独

控制的加和；与传统的基准污染物的减排边际收益曲

线不同， N O X 边际减排收益曲线表现为随着减排量的

增 加， 边 际 收 益 呈 上 升 趋 势。 暗 示 出 渐 进 的 减 少 N O X

的排放量能够产生复合收益，从而对美国继续进行长

期的 N O X 减排提供了支持。另外，污染物损害函数表

现为严格的凹函数，结合上升倾斜的边际收益曲线显

示更高水平的减排目标具有更大的经济刺激。

北京市的交通限行政策对污染减排与经济损耗造

成 了 怎 样 的 影 响？ 为 回 答 此 问 题，V. B r i a n  Vi a r d 等

人 通 过 对 北 京 市 2 0 0 7 — 2 0 0 9 年 的 空 气 质 量 情 况 与 人

们 的 工 作 闲 忙 情 况 之 间 的 相 关 性 进 行 了 研 究。 在 表 征

方 面， 作 者 使 用 P M 1 0、 N O 2 与 S O 2 三 个 指 标 作 为 表

征 污 染 程 度 的 因 子； 同 时 以 电 视 的 收 视 率 作 为 表 征 公

众 闲 忙 程 度 的 因 子。 在 模 型 方 面， 作 者 主 要 采 取 断 点

回 归 模 型 进 行 分 析。 在 分 析 中 作 者 主 要 考 虑 了 可 能 存

在 的 干 扰 因 素， 如 2 0 0 8 年 奥 运 会。 因 此 采 用 了 在 常

用 断 点 估 计 方 法 上 以 时 间 为 多 项 式 参 数， 将 重 要 的 时

间 点 如 申 奥 成 功 后 等 确 定， 而 允 许 其 有 不 同 发 展 趋 势

以 排 除 其 他 政 策 可 能 带 来 的 影 响 。 作 者 最 终 得 出 结

论 ， 北 京 的 限 行 政 策 对 空 气 质 量 有 着 显 著 改 善 ， 但

会 增 长 自 由 职 业 者 的 休 闲 时 间 从 而 使 经 济 效 率 降 低。

对 于“ 每 周 一 天 限 行” 政 策 而 言， 其 收 益 显 著 高 于 其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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