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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中国环境经济研究进程中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发展趋势，通过对近十年收录在

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数量分析、引证分析、词频分析等方

法，对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的数量变化、影响力、刊登期刊类型等特征，以及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进

行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在数量上基本稳定，在研究内容上更加重视定量分析

和技术支撑，理工类期刊的研究成果较强，社科类期刊的成果明显增加，标志着环境经济学学科的

发展不断扩展和深入。

关键词：环境经济；学术期刊；研究内容；词频分析；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Ｘ１９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６７０７

　　环境经济学是伴随着人类活动引起的日益严

重的环境问题而产生和快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

学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环境经济学被介绍到中

国。１９７８年中国制定了《环境经济和环境保护技

术经济八年发展规划》。１９８０年，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

展”的讨论会，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１９８１年《环境状况报告》中的第一项主题。

同年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成立，由此推

动了中国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这表明作为环境科

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瞩目的独

立学科。环境经济学虽然仅有几十年的发展历

史，但其学科体系在不断的发展与完善。通过持

续的研究和实践，环境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十多年来，环境经济研究在中国发展快速，

不但表现在环境经济理论和框架体系不断充实完

善，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环境经济领域研究

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学者们翻译、撰写了环境

经济方面的教材和专著，还发表许多研究环境经

济的论文，开展了环境经济各领域多方面的科学

研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成立了相关的研究

机构，培养了一批环境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１］。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

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实践指导都需要在现有

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提高和完善。基于此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收录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以下简称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中篇名包含有

“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期

从这个角度研究近十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动态

和发展路径。



一、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

数据样本统计

　　（一）“环境经济”期刊论文篇数

统计

从中国知网中检索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篇名中有

“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剔除重复及不符合主

题的论文，共有４６２篇，其中核心期刊①论文２００篇，

其他期刊论文２６２篇。具体统计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期刊论文篇数统计

年份 核心期刊／篇 其他期刊／篇 合计／篇

２００５ １８ ２０ ３８

２００６ １６ ２２ ３８

２００７ ２１ ３６ ５７

２００８ ２４ ３５ ５９

２００９ ２３ ２５ ４８

２０１０ ２１ ２５ ４６

２０１１ １７ ２３ ４０

２０１２ ２１ ２２ ４３

２０１３ １９ ２１ ４０

２０１４ ２０ ３３ ５３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是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篇

名中有“环境经济”的中国知网全部期刊论文这一

角度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但环境经济研

究成果的体现形式是多样的。比如中国知网检索数

据库收录文献中除了期刊论文，还有优秀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论文，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这些论文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

共计３３８篇。

此外，统计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这十年的文献，

是为了了解在新阶段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进

路。而在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的２７年间，中国环境经济

学学科经历了起步、探索和发展等重要阶段。在这

２７年间收录在中国知网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文

献，包括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和

其他形式论文共４５６篇，其中期刊论文有４０６篇。

（二）基于期刊的数据样本和研究

方法

为了能较好地表征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研究的

客观水平，本研究的检索统计工作不仅关注期刊论

文数量的变化，更关注期刊论文的质量变化。核心

期刊论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

较高水平，故本研究的重点在核心期刊论文。据上

文可知，本研究全部实际有效样本为４６２篇，其中核

心期刊论文的实际有效样本为２００篇。

在相关论文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引证分析、数据

分析和词频分析等方法对中国近十年来篇名中有

“环境经济”的全部期刊论文数量的变化规律进行

总结，重点对论文期刊类型、主要议题、作者人数等

方面进行数量分析。同时分析文献的被引次数，以

衡量期刊论文的影响力。

（三）数据样本局限性分析

本研究只是从篇名中有“环境经济”的期刊论

文这个角度来分析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数据样

本必然存在局限性。由于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的广

泛性，涉及环境经济的具体研究对象很多，仅就期刊

论文来说，属于环境经济范畴的论文众多。篇名属

于环境经济领域范畴的其他关键词的论文有至少十

多种，如“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

“绿色 ＧＤＰ”、“ＥＫＣ”、“环境绩效”、“环境损失（损

害）”、“环境成本”、“环境外部性”、“排污权”和“环

境税”等，见表２所示。据《中国环境经济学学科发

展报告》统计显示：１９８０～２００８年这２９年间有关环

境经济研究领域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共有１０６１８

篇。本研究检索统计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环境经济研

究领域核心期刊论文，属于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

心期刊论文共有１０５０６篇。由此可见，近十年有关

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比过去

有大幅增加。

由此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的核心期刊论文大约占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范畴的

核心期刊论文的１／５０～１／６０，也就是说大多数有关

环境经济的研究论文在其篇名中并没有直接使用

“环境经济”。故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并未包含环

境经济研究的所有领域，但本研究的贡献也正是对

以“环境经济”为篇名的论文的深度分析，以见微知

著，窥一斑而略见环境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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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核心期刊指中国知网上所检索的中文核心期刊及ＣＳＳＣＩ来源期
刊。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核心期刊中有关环境经济领域论文 篇

篇名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环境经济 １８ １６ ２１ ２４ ２３ ２１ １７ ２１ １９ ２０

绿色经济 ８ ８ ７ ７ １４ ４０ ４６ ４４ ３５ ２７

低碳经济 ０ ０ ２ １２ ９４ ７３９ ７４１ ３４４ ２４９ １５６

循环经济 ５８８ ７９３ ６３７ ５４５ ５０１ ４８２ ３６０ ２１５ １７０ １３１

生态经济 ９７ ９０ ９４ １１７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３ ８４ ５８ ８４

绿色ＧＤＰ ６４ ６２ ２３ １９ １９ １４ １５ １０ ９ １０

ＥＫＣ １１ １１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２９ ３４ ２９ ２７

环境绩效 ４ １４ １５ ７ ２５ ３０ ４２ ２３ ３３ ３２

生态效率 ４ ４ ９ １４ １５ ２２ ２５ ２０ １８ ２６

环境（生态）价值 １３ ２３ ２０ ２８ １９ ２９ ３０ ２７ ２８ ２６

环境损失（损害） ８ ４ ５ ７ ９ １０ １１ １３ ４ ９

环境成本 ２７ ４５ ４７ ４７ ５３ ５６ ３９ ３１ ２７ ３６

环境外部性 ０ １ ３ ２ ３ ２ ０ ４ ２ １

环境产权 １ ０ ４ ３ ２ １ ２ ２ ３ １

排污权 ２５ ３２ ２４ ３５ ６２ １ ５９ ５２ ４４ ５９

环境税 １３ ２１ ２３ ２３ ３４ ５１ ４３ ３４ ２０ ２１

合计 ８８１ １１２４ ９４９ ９１０ ９９８ １６３８ １５６５ ９５８ ７４８ ６６６

二、数据样本论文分析

　　（一）研究阶段分析

通过对全部４６２篇数据样本期刊论文进行分析

发现，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数据样本期刊论文发表数量逐

年递增，到２００８年达到峰值，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数据样

本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略有下降，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数据

样本期刊论文稳定在４０篇左右。中国环境经济学

学科近十年期刊论文方面的研究从数量上看为稳定

发展的阶段，从质量上看为深入扩展研究的阶段。

（二）作者人数及期刊类型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全部数据样本期刊论文即４６２篇

论文（其中包括核心期刊论文２００篇）的各篇论文

作者人数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一位作者和两位

作者完成的论文篇数较多，具体数据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期刊论文作者人数统计

作者人数 １人 ２人 ３人 ４人及以上

全部期刊 １７７ １１３ １００ ７２

核心期刊 ５５ ６０ ４４ ４１

　　对刊登这些论文的期刊进行类型分析，发现刊

登于环境类期刊的论文最多，占论文总数的２６％左

右，其次是经济管理类期刊及综合社科类期刊。

（三）核心期刊的引证分析

论文的被引次数是反映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本研究统计出被引次数较多、研究对象和内容

具有代表性的２０篇核心期刊论文，如表４所示。这
些期刊论文涉及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微观领域和宏观

领域，涉及环境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方法、经

济手段和其他问题研究等４个方面的内容。从这些
期刊的类型可以看出，虽然近十年数据样本中的论

文在《求是》《浙江社会科学》等人文社科类期刊中

不断增多，但在理工类期刊中刊登的文献的影响力

相对更大。

　　（四）期刊论文篇名的词频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全部数据样本期刊论文的篇名词

汇并结合具体论文内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研究者在

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视野，尽管不

同研究者的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等存在差异，但在选

题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不同研究者在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所关心的研

究对象（范围）、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的差异。

从研究对象来看，在论文篇名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词汇为“我国（中国）”，达到１６８次，其次是“社
会”与“城市”，分别达到１０４次和３０次；从研究主题

来看，在论文篇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为“生态”，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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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核心期刊论文被引次数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被引次数 发表刊物 发表年份

１ 城市环境经济能值综合和可持续性分析 李金平等 ９１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年

２ 含大型风电场的环境经济调度模型与解法 邱威等 ８１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０１１年

３ 黄河三角洲地区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可持续性的能值分析 段晓峰等 ６１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６年

４ 贸易与环境经济分析的实证研究述评 陆菁 ５６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年

５ 人工湿地环境经济价值评价及实例研究 沈万斌等 ５６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０５年

６
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评价———以民勤地
区为例

李佳等 ５０ 中国沙漠 ２００７年

７ 土壤污染治理与开发的环境经济调控对策研究 赵沁娜等 ４９ 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５年

８ 广东省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分析 张音波等 ４７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

９ 陇中黄土丘陵地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环境经济成本分析 李国柱等 ４７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８年

１０ 谈谈环境经济政策 潘岳 ４０ 求是 ２００７年

１１ 流域水质目标管理技术研究：Ⅴ．水污染防治的环境经济政策 孟伟等 ３９ 环境科学研究 ２００８年

１２ １９９２～２００４年西安市环境经济发展协调度分析 寇晓东等 ３８ 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００７年

１３ 贵阳市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策略分析 郭长雷等 ３７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６年

１４ 中国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需求量研究 李刚等 ２９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０５年

１５ 意愿调查法在环境经济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刘向华等 ２５ 生态经济 ２００５年

１６ 环境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路径比较分析 崔宇明等 ２４ 开发研究 ２００７年

１７ 南方农村沼气发展新模式的环境经济分析 吴坚等 ２４ 生态经济 ２００８年

１８ 关于环境经济投入产出核算理论与方法的改进 孙静娟 ２３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５年

１９ 区域环境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董小林等 ２２ 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

２０ 我国生活垃圾处置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选择 谭灵芝等 １７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８年

　注：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２月。

达到３５次，其次是“协调”与“水”，分别达到２０次

和１８次；从研究目的来看，在论文篇名中出现频率

最高的词汇为“政策”，达到１２８次，其次是“系统”

与“评价”，分别达到５２次和３３次，具体数据如表

５～７所示。

三、环境经济研究视角与

主要议题

　　根据上文统计结果，结合对环境经济学学科领

域其他角度和方面的研究，笔者对近十年来环境经

济学学科领域的研究视角和议题进一步分析论证

如下。

（一）环境经济研究对象和任务

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以分析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以客观存在的环境

经济系统为主。如何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仍

然是学术界在当今和以后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

是环境经济研究的中心课题。

环境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研究任务是如何正确控

制和调节环境经济系统，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之间寻求相对平衡，如何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协调发展进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和工作指导。

寻求使经济活动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以最小的环

境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寻求使环境保护工作

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佳

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探索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

相协调的科学发展途径。

表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期刊论文篇名研究对象分析

词汇 频次

我国（中国） １６８

社会 １０４

城市 ３０

农村 １４

省 ９

县 ８

世界／全球 ６

小区 ２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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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期刊论文篇名研究主题分析

词汇 频次

生态 ３５

协调 ２０

水 １８

能源 １７

理论 １２

电 １１

公路 ８

风 ８

农业 ７

工业 ５

土壤 ２

建筑 ２

大气 ２

表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篇名中有“环境经济”

期刊论文篇名研究目的分析

词汇 频次

政策 １２８

系统 ５２

评价 ３３

模型 ３１

效益 ３０

手段 １８

对策 １０

建议 ５

治理 ５

　　（二）环境经济研究领域分析

１．环境经济微观领域

环境经济的微观领域研究集中表现在分析指导

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项目、一项工程以及一个

区域局部的生产、生活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如邱威

等构建了含风电场环境经济调度的随机优化模型为

电力企业提供技技术指导［２］；李国柱等研究估算了

陇中黄土丘陵地区不同用能结构情景下的环境经济

成本，并提出农村能源建设的建议［３］。

２．环境经济宏观领域

环境经济的宏观领域研究集中表现在分析探索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加强宏观领域的环境保护，是防止和解决环境问题

的根本。如李刚等对中国经济系统的资源消耗特征

和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４］；张音波等探讨了广东省

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关系［５］；郭长雷等阐述了贵

阳市环境经济系统的特征并提出了贵阳市协调发展

策略分析的研究框架［６］。

近十年环境经济研究就是沿着微观领域和宏观

领域这两个方向同时及交替地向前推进，目前微观

环境经济研究方向不断深入，宏观环境研究内容不

断拓展。

（三）环境经济研究内容分析

虽然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环境经济

学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而且还在进一步充实和完

善之中。中国近十年环境经济学学科领域主要涉及

的研究议题可分为基本理论、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的

经济手段和其他问题研究４个方面。

１．环境经济学基本理论

环境经济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包括外部性理论、

环境经济政策理论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理论等。如崔宇明等分析了环境外部性理论与环境

问题相关的外部性，主要是生产和消费的外部不经

济性［７］；潘岳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

体系框架［８］；段晓峰等对黄河三角洲地区环境经济

系统进行了分析评估同时为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出建议［９］。

２．环境经济分析方法

环境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环境效益费用分析和环

境经济评价方法等。如陈耀龙等采用费用效益分析

方法对住宅小区各子工程因生态设计而增加的额外

投资与运行费用及其产生的额外效益进行了定量计

算［１０］；刘向华等探讨了中国发展和完善意愿调查方

法的途径［１１］。

３．环境保护经济手段

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包括收费制度、排污权交

易、补贴、罚款和税收等。如傅京燕提出了实行基于

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环境收费（税收）制度和改革绿

色税收制度等建议［１２］；谭灵芝等分析了中国垃圾处

置市场的经济特征和垃圾处置的外部性，认为选择

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完善垃圾收费制度和补贴制

度是解决中国垃圾处置市场问题的关键［１３］；蔡秀云

对环境税制、生态补偿和排污权交易这３种手段进

行了优势比较，认为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

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中国环境问题［１４］。

４．其他环境经济问题研究

其他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包括清洁生产、循环经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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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国际贸易与环境等。如刘彩利等探讨了环境经

济手段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驱动机制，提出环境

经济手段的市场刺激和利益诱导作用能有效促使企

业主动实施清洁生产［１５］；李小縀等建立了环境经济

系统及循环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分析模型，并讨论了

满足环境经济系统界面可持续约束条件下经济系统

内部物质流动必须遵循的若干基本规律［１６］；陆菁对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贸易与环境经济分析的实证研究

进行了文献综述与评论［１７］。

进入２１世纪，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

大，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

时间，环境经济学研究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理论体

系、环境价值核算体系、环境经济分析方法体系、环

境经济评价体系、环境保护经济手段体系、环境经济

政策体系、环境投融资体系、循环经济体系、国际贸

易与环境保护体系等［１８１９］。

四、结语

　　根据本文数据样本进行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

近年来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些特点。第一，从数

量上看，年核心期刊发表篇数变化不大，但论文的深

度有所扩展，涉及的领域更广，所使用的分析手段也

更多，近十年环境经济领域的相关研究论文比以前

的有大幅增加。第二，在影响力方面，发表于理工类

核心期刊上的环境经济类论文的影响力更大；另外，

采用数量分析、科学实验以及工程实践的论文影响

力也较大。这说明中国环境经济研究的一种趋势是

朝着定量分析、技术支撑的方向发展。第三，在研究

内容上，依据词频分析结果，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有所

扩展，研究深度有所加强，但较多的研究还是探索性

的，结论是建议性的，其实践意义、应用意义和指导

意义还不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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