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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国农耐琉境夭系失衡的博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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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工学院，河南郑州450007 )

    摘 要:环境关系是环境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环境侵权的发生是环境关系失衡的主要表现，中国农村环

境污染态势加剧主要根源于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环境污染的过程就是环境主体间的博弈过程，中国农

村环境主体间的博弈具有很多特点，分析中国农村环境侵权发生的微观机理，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中国农

村环境关系失衡的本质。要改善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状况，就必须改善中国农村居民在博弈过程中的微弱地

位，形成良性的环境关系制衡机制，从而使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从失衡走向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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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Game Theory to analyze rural environment
relation imbalance of China

                                                    ZHOU Ji-chang

                        (Zhong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nan Zhengzhou 450007，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are benefit relation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main bodies, the occurr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right infringement is main manifestation of the unbalanced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The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a game process between environmental main bodies. There are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me between environmental main

bodies in China’s countryside, as a result, the analysis of micro-mechanism of China’s rural environmental infringement can

accurately master the essence of China' s rural environmental imbalanc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ditions in China' s countryside, the weak status of China' s rural inhabitants in the gaming process must be changed to

form a benign restriction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so that China’s rural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can develop from

imbalance to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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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自然基础和主要目标之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取

决于人与人之间在环境资源利用上所形成的环境

关系的和谐。环境关系是指建立在人与自然物质

变换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和实

质是在环境资源利用中形成的人与人以及由人组

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川;环境关系是以社
会作为背景运行的，由于人与人在社会中的经济、

政治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在环境资源利用能力上的

差别，因此环境关系的决定因素是个人及其由个人

组成的组织、集团在社会关系链条中所处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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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是环境主体之间进

行环境利用的动力〔’1，是分析环境关系的细胞，因
为有了利益才会有各个环境主体之间的对抗与合

作。环境主体可以分为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环境

关系中的主体是环境社会主体，主要包括环境资源

的使用者、受害者和管理者。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

体主要有污染企业、地方政府、农村居民和民间环

境保护组织。环境关系运行主要是环境社会主体

以利益为动力、以环境权利为内容所进行的博弈过

程，一般以环境关系失衡和和谐为表现形式。

    环境关系失衡会引起环境侵权的发生，而环境

关系失衡实际上是环境关系中有一方主体环境维

权得不到实现，因此环境侵权是环境污染主体、受

害者和政府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三

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根据公民环境权理

论〔’〕，环境侵权可以分为污染预防阶段和污染侵害
阶段，如果在污染预防阶段公民就能顺利维权，污

染侵害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而在现实中，中国农村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就要考查中国农村环境侵权

的发生机理有什么特点、在侵权过程中地方政府、

污染企业和农村居民的行为受哪些因素制约、这些

主体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以及这些主体经常会选

择哪些路径等问题，本文主要围绕这些问题逐步进

行分析。

    二、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一般分析

    环境侵权发生的两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即污

染预防阶段，进人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居民、企

业和地方政府，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

的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通过听证等形式对企

业的建设规划合理与否进行博弈;第二个阶段即污

染侵害阶段，进人博弈局势的主体主要是污染企业

和居民，这个阶段居民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

与企业进行博弈川。
    (一)污染预防阶段的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之

间的博弈

    博弈的假设前提:所引进的项目都有一定的污

染发生;地方政府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非常

清楚;居民对项目潜在的污染危害信息也非常清

楚;潜在的受害者能够参与到项目引进中来;地方

政府是项目审批和引进的管理者;政府对潜在受害

者的意见给予认可。
    1.地方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在项目引进的初期，居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预

防污染的发生。本文把诉讼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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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择模式简化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

    假设居民的诉讼成本为C，居民的潜在受害损

失为d，环境质量改善或维持给政府带来的收益为

‘1，项目引进后地方政府的潜在经济收益为‘:，地

方政府作为的潜在成本为z，则政府与居民博弈的

支付矩阵如下:

政 府

作 为 不作为

诉讼

不诉讼

一C, c,一z

一d, c,一z

一C, c2一Cl

一d, G,一Ct
居

民

图1 地方政府与潜在受害居民的静态博弈

    第一，当居民的诉讼成本小于潜在的受害成本

时，居民会选择诉讼。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它会比较

‘1一z和‘:一‘，的大小，当环境质量改善或维持给
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大于发展经济带来的收益时，

‘，一2>G:一‘，，地方政府会选择作为;当环境质量

改善或维持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小于发展经济

带来的收益时，‘，一2<‘:一‘;，地方政府会选择不
作为。

    第二，当居民的诉讼成本大于受害或者潜在的

受害成本时，居民会选择不诉讼，地方政府有选择

不作为的可能，但是它也许会由于自律而进行作为。

    2.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企业创建阶段，居民可以通过参与环境影响

评价或者参加企业创建听证会的方式影响企业是

否创建。假设企业创建的潜在利润是二。，居民可以

从企业获得潜在的利润是二r，企业创建的前期论证

成本为C:，居民因为否决企业创建而避免环境污染

的环境质量收益为二。，居民因为企业创建带来的潜

在损失为Cn，当企业准备创建时，居民就参与到听
证或者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中来，那么这场博弈就

开始了。利用后退归纳法:当企业准备创建并开始

实际听证时，居民会比较二;一Cp与二。的大小，当
lTr一CP大于二。，居民会同意企业建设;企业会比较
7Tr和0，一般情况下，企业的预期收益一般都大于

0，所以企业会选择建设;博弈的结果是企业建设，居

民同意。当二r一吼小于7T。时，居民不同意企业创
建，这时企业会在一C，和0之间选择，则企业会选
择不建设;博弈的结果是居民不同意，企业不建设。

    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环境质量的收益和居民

因为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需要讨论一下，因为这

里有几个重要假设:对一般人来说环境质量是正常

物品，因此收人增加时，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增加;

万方数据



周纪昌: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衡的博弈分析

不同的收人的人们的效用函数是近似的;环境质量

的价格是固定的仁’〕。有了这几个假设，关于环境质
量的收益和污染带来的环境损失的比较才会在同

一个效用水平上〔“〕。
    (二)环境污染侵害阶段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

民之间的博弈
    环境侵害阶段主体间博弈的假设前提:环境资

源属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没有

明确的产权归属，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

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对环境进行管理;企业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与企业在环境污染

监督上的信息不对称;受害居民的行为受诉讼成本

和诉讼收益所得决定;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监督通过

同级环保部门进行贯彻，并且同级环保部门能够完

全按照政府的要求完成污染监督的职能。

    1.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博弈
    假设企业利润为二，治污(责令整改)成本为C,

居民受污染影响的损失为d;居民诉讼所得补偿C,，

政府对排污企业的处罚为C2，居民诉讼成本为C30

利用后退归纳法，首先考察居民的选择，即C，一C3

-d与一d的比较，如果受害居民所得补偿高于诉

讼成本，则居民选择诉讼;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居

民不选择诉讼，如果居民不诉讼，则(7r，一司是其选

择。企业选择时，比较7和二一c，则企业自然选择

排放。如果居民诉讼，则(二一c，一CZ一C, C,一C3-
d)是其选择，企业比较?r一c，一CZ一c与不排污时
的收益1T一c，企业会选择不排污。

    2.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假设与上面基本相同，企业利润为ir，治污(责

令整改)成本为c，居民受污染影响的利益损失为

d;居民诉讼所得补偿c,，政府对排污企业的处罚为

Cz，居民诉讼成本为C3;增加了政府的监督成本h，
企业生产为政府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排污造成的社

会损失1，且政府对排污企业的处罚c:大于政府的

监督成本h，则政府与企业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的概率为1 -p;设政府监督的概率为4，则不监督的

概率为1一4。企业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p(o,>>o,z) =pIq(二一c，一CZ一C)+(1一。)
二}+(1-p)3q(二一c)+(1一q)(二一C)}

、卜*、二。_丛 -r--f r、。二。
,̂j」一J-V刁、，了，寸 ;。_ 一u 一Y\-l，"2 ，U，

                        UP

，。 、。一，， C
学} 77'$'1} : 4二下一丁下不下一丁丁“，、，“ ’“’” C十C,+CZ

政府期望盈利函数为:

ug(o,l+o-z)=4jp(v+Cz一h一l)+
            (1一P) (。一h)}+(1一q) x

            IP(。一l)+(1一P)V I

对上式求导得:au 9aq二，。一“
令其为零得:，=_hCZ

h
一q

 
 
--

-一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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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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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C

C+C,+CZ

排污

不排污

Ir一C,

          政 府

    监 督

一q一C,v+C:一h一l

  7r一C，‘一h

不监督

仃,v-l

介一C,v

企

业

图2 污染俊害阶段政府与企业的静态博弈

    通过对支付矩阵进行分析可知，该博弈过程不

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现从定义出发求得混合策

略的纳什均衡。设企业排污的概率为P，则不排污

    分析上式可知，企业排污的概率与政府的监督

成本h成正比，即政府越不易采取监督(监督成本

大)时，企业越倾向于排污;与政府对排污企业的处

罚C:成反比，即政府对排污企业处罚越严重，企业

越倾向于少排污。

    政府监督概率与治污成本C成正比，即污染后

治理污染的费用越高，政府越倾向于事前的监督;

与居民诉讼所得补偿C，成反比，即企业污染后对居

民补偿越大，企业越不敢排污，政府的监督成本就

会降低;与政府对排污企业的处罚C:成反比，即企

业污染后受处罚越大，企业越不敢排污，政府的监

督成本就会降低。

    (三)影响环境主体行为的因素

    通过一般博弈分析可以看出:(1)在污染预防

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政府作为与居民诉讼的

成本有关，诉讼成本高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

择不诉讼，地方政府的作为只能靠自律;诉讼成本

低于潜在损失时，居民一般选择诉讼，如果地方政

府特别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作为，如果地方政

府不注意环境质量，它会选择不作为;居民与企业
的博弈主要取决于居民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建设项

目带来污染损失与经济收人的对比。(2)在污染侵

害阶段，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居民是否选择诉讼取

决于诉讼成本高低、诉讼成功后的收益和诉讼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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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胜诉;企业对污染的治理取决于政府监督的成

本和居民诉讼的成功与否及诉讼所需赔偿的金额;

政府监督取决于政府监督成本、污染治理的成本、

居民得到补偿的多少和对企业罚款的多少。

    三、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的博弈

    (一)中国农村环境关系主体间博弈的特点

    第一，博弈主体的地位不对等。由于地方政府

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资源，

而中国农村居民由于历史、制度的原因经济收人微

薄，政治表达路径和能力有限[’〕，因此博弈主体之
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博弈，这种博弈不利于处于弱势

地位的博弈主体。

    第二，博弈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污染企业

在信息方面具有优势;政府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次

之，所以政府在监督上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农村

居民对污染信息的拥有最为少。因此这种博弈是

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下进行的。

    第三，博弈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很容易形成合

作。由于目前中国的政治管理体制还存在一些弊

端，使地方政府做到中立很难〔’3，并且地方政府和
企业会产生合作，并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样强大的

两个集团的合作使农村居民很可能无法进人博弈

局势而被排除在外。

    (二)污染预防阶段居民和地方政府、企业之间

的博弈

    在前面分析污染预防阶段的潜在受害居民与

政府之间的博弈几个假设中，第三个假设和第四个

假设前提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中基本上不存在。在

博弈论中，信息的拥有情况决定了双方的行为选择

战略空间。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当一方参与人拥

有更多信息时，这会影响到对方的行为〔’〕。同时由
于信息的缺乏，一方很可能会选择不利于甚至是有

害于自己的战略空间〔’“〕。在中国农村环境污染预
防阶段，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农村居民根本不

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不能及时地维护自己的环境

权利。因此在污染预防阶段由于环境信息的不公

开，导致农村居民被排除在污染预防之外，只能被

动地进人到下一个阶段。

    而在企业与居民的关于企业创建的博弈的分析

中，首先是信息的不对称，居民根本不知道企业的环

境影响;再者是居民的意见对政府审批企业的决策影

响较小;第三，在对污染损害不知情的情路况的下，农
村居民强烈的摆脱贫困的愿望会使他们首先想到的

是摆脱贫困，增加收入。因此这一阶段农村居民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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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他们只能被动地进人污染侵害阶段。

    (三)污染侵害阶段地方政府、受害居民和企业

之间的博弈

    1.政府中立时的博弈局势

    第一，发达地区政府与企业的博弈。由于发达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的环境质量需求逐步

提高，政府也把环境质量的提高作为本地政府的一

个主要目标〔川，因此这时的博弈主要是政府和企业
之间的关于监督与排污的博弈〔12]。由于居民的环
境质量需求提高，本地环境标准的提高，使得污染

后的治理成本c很高，造成企业如果在本地生产就

会选择偷排，因此政府倾向于事前监督，约束污染

企业的行为，使得污染企业在本地没有生存空间。

可供政府的选择策略(监督，不监督)，收益分别为

v+C:一h一l和。一l，这时对污染企业的罚款c:会高
于其监督成本时，就有Cz一h >O，使得。+q一h一l>
U-l，因此政府倾向于事前监督。可供企业选择的策

略收益是a一C，一c:一C和二一C，由于二一C>7r-

C, -CZ -C，所以企业自然就选择不排放。

    第二，当政府中立时，企业偷排污染时，企业与居

民之间的博弈。假如这时存在企业偷排行为，由于居

民的诉讼会得到政府的支持，首先考察居民的选择，

即C，一几一d与一d的比较，如果补偿高于诉讼成

本，则居民选择诉讼。如果居民诉讼，则(二一C,-

CZ一C, C:一C, -d)被选择，企业比较二一C，一CZ一C
与不排污时的收益7F一C，企业会选择不排污。

    2.当政府不中立时，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博弈

    第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由博弈变成了合

作「”〕，在很多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考
核，不惜以污染当地的环境为代价引进污染项目，

这时地方政府与企业已经不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

系，二者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取所需。当
农村居民进行环境维权时，他们会联合在一起对农

村居民进行百般阻挠，使农村居民环境维权没有任

何希望。这时就不存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的博

弈问题，就直接进人到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与农村

居民的博弈局势。

    第二，区域内的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博弈。当

政府不中立时，这时政府会以各种方式来袒护污染

企业，并且污染企业的利润与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

考核关系紧密。由于政府不支持居民的诉讼，会给

居民诉讼带来很多的障碍，因此，这时C，得到的概
率很小，政府对企业也没有罚款，居民自然选择不

诉讼。首先考察居民的选择，即C，一c，一d与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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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则居民不选择诉讼;如

果居民不诉讼，则(二，一d)被选择，到企业选择时，

比较二和二一C，则企业自然选择排放。

    第三，区域间的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博弈。

因为C,为零、C,会增加，所以居民自然就选择不诉

讼，而企业则是在二和7T - C选择，当然企业依然是

选择排放。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博弈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环境关系失

衡的本质是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失衡，其主要表现是

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失利，使中国农村居民在污染

预防阶段维权缺位、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微弱，

因此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状况直接决定着整个中

国生态环境的转变，所以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生态

环境的转变，就必须协调农村环境关系。协调农村

环境关系的关键就是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势，

就是使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建设项

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阶段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

形成作用于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运用

综合手段形成企业实现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双赢

的内部动力机制〔147;以规则制度形成规范企业污染
行为的外部约束机制;培育农村社会中的民间环境

保护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形成监督企业和地方政

府的社会制约机制;从而以综合机制的运行形成良

I胜的农村环境关系制衡机制。这样才能够实现中

国农村环境关系的和谐，以此来实现中国生态环境

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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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举校长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中心协作联谊会暨2007年区域经济合作与互动研讨会”

    2007年12月22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协作联
谊会暨2007年区域经济合作与互动研讨会”在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研究中心”顺利

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教育部社科司规划处领导、江西省教育工委和教育厅领导、江西省

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南昌大学校领导、特邀专家、部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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