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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产权结构的绩效是与现实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因

此，考察、研究、分析和找寻决定环境资源特定产权结构的那些极端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判断在这些约束

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决定产权结构的选

择，不仅有成本约束，更重要的是有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导致经济损失。由于产权的初始界

定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从而导致了目前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但产权交易是产权逐渐

明晰、产权结构渐进优化的最好方式。因此，解决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市

场机制的运行使环境资源市场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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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环境资源（环境容量、环境承载力、生态系统的产出和服务功能）被认为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公共物品，但这只适用于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没有超越其可持续能力的情形。随着人口

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环境资源变得高度稀缺，从而产生了对优化配置环境资源的强烈需求。目前，

对怎样优化配置环境资源，环境经济学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国家干预，一种主张市

场交易。其实，无论是国家干预还是市场交易，都必须首先解决对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即在特定

的约束条件下，何种产权结构才能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探寻到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环

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我们才能决定在这样一种特定的约束条件下，是国家干预还

是市场交易更能达到优化配置环境资源的绩效。因此，笔者认为，考察、研究、分析和找寻那些决定

个人决策和行为以及环境资源特定产权结构的极端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判断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环

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一、约束条件决定产权结构的绩效

所谓产权结构，是指在特定考察范围内，产权的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和产权主体的构成状

况。任何特定资源的产权都是一种权力，由不同权项组成，因此，都有一个内部权力结构。

产权结构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由哪些权项组成，相互间是什么关系；二是不同权项的分离组合

情况［<］（(+=B）。也就是说，特定资源的产权从理论上是可以划分为很多项目的，而且在不同条件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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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需要，可以作不同划分。如，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这只是一般性划分。

现实中的产权劈分程度和权项多少，是随着社会分工和发展而变动的。社会分工越发达，产权行使

的分工就越细，产权的劈分越细，权项就越多，其结构也就越复杂。

产权结构又分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产权的静态结构是指一定时点上或特定时期内的产权的

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稳定性是产权制度的一种内在属性，而产权的静态结构是对某一时点或时

期内产权关系的定格。对产权静态结构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一个时点或时期的产权结构，就是一个

资源配置、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但是，如果只注重静态产权结构的分析，就会把产权关系固定化、

封闭化，忽视其发展和变动性。产权的动态结构是指产权结构所具有的动态性和由一种结构向另

一种结构的转变过程，包括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动，因为一种因素的变动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原有的结构。产权的动态结构显示，各种产权的分离组合关系都在改变，单个产权主体也总是在不

断调整其内部权利结构。

不同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一种产权结构就有一种功能状态。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

运行往往有许多目标，可以很大程度上依据产权的功能及其变动规律，使功能按照人们的期望而达

到所要实现目标。优化产权功能，其实质就是优化产权结构，改变产权的微观和宏观结构。

由此可见，现实世界的产权结构是种类繁多的，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将其划分为私有产权和公有

产权，具体评判某种产权结构的绩效，必须与其生存的现实世界的种种约束条件相联系。在现实世

界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不同的资源条件下，人们对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对产

权结构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笔者认为，认清产权结构的多样性，以及具体产权结构的绩效与现实

世界约束条件的密切相关性，是对产权理论理解和运用的基础。

张五常在《佃农理论》里强调了两点：第一，传统分析忽略了产权合约是结构性的，是可以包含

万有的；第二，传统分析的另一重要缺失是没有从根本上分析针对个人决策和行为的某些极端重要

的约束条件。张五常认为，产权合约是选择的结果，而产权结构的绩效是与现实约束条件密切相关

的。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写道：“经济理论中，只有局限条件是现实世界的事。解释行为或世事

的重点，是考虑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决定与哪种有关，与哪种无关。”［!］（"#$%!）

笔者认为，在决定产权结构的所有现实的约束条件中，最为重要的是资源的稀缺程度，它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产权结构的一些基本特征。但是，稀缺性是动态的，某种资源是否稀缺，稀缺程度

如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其状况是不同的。有些东西过去不稀缺，随着人口增加和需求量增加，

会变得稀缺起来。有些东西在 & 地不稀缺，在 ’ 地却很稀缺。因此，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由于资源

状况的不同，同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正是这种稀缺程度的变化，导致了产权外延的变

化，从而使产权结构产生了很大差异。

当然，导致产权结构多种多样的现实约束条件还有很多，正是由于现实世界种种约束条件的不

同，才形成了世界上现有的多种多样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形式。

二、选择合适产权结构是优化配置环境资源的关键

在现实中，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其权利和义务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是资源过度利用

和环境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选择合适的产权结构对环境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是实

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及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

环境资源丰裕状况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环境资源公共产品的属性。长期以来，人

们一直无偿地使用环境资源，但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许多环境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

竞争性特征也就越来越明显。如果资源稀缺并且无偿使用，就会产生对该资源的竞争性消费，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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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使该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稀缺就要有价。当环境已成为相当稀缺

的资源，就必须为环境资源确定稀缺价格，以解决对环境资源的竞争使用问题，实现环境资源的优

化配置。在传统经济学中，在假定产权明晰及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下，对环境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将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均衡价格，在价格的调节下将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但现实是，环境资

源的产权目前并不明晰，无法实现排他性消费。正是由于目前环境资源的非排他性特征，导致环境

资源的价格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反映出来。因此，明晰环境资源的产权，是为日益稀缺的环境

资源估价和定价的前提和关键，是优化配置环境资源的必要手段。

目前，环境经济学界对环境资源应如何优化配置的讨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国家干预；一种

是市场交易［!］（"#$%&）。其实，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首先都必须明确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何种产权结构

是较优的。从理论上说，明确产权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调节机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手

段，但明晰产权是有成本的，因此，最合适的产权结构应该是在明晰产权的边际成本 ’( 等于边际

收益 ’) 的这一点上，产权明晰的最佳程度由 ’) * ’( 确定。

而产权明晰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是由现实约束条件决定的，包括现行制度环境、资源状况等

一系列因素。这种现实的约束条件不仅包括成本约束，还包括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会

导致怎样的经济损失，这就成为明晰产权的收益约束。强调国家干预的学者只注意到了明晰产权

的成本约束，即只注意到了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在目前的高交易费用，却没有认识到明晰产

权的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给经济发展造成怎样的损失。产权明晰的最佳边界，是由明

晰产权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两方面决定的，随着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提高，环境资源产权明晰的

收益也在不断增加。但只要产权明晰的收益高于产权明晰的成本，即使产权明晰的成本很大，也必

须明晰，因为不明晰导致的经济损失将会更大。

但产权明晰确实也要受到成本约束，因此，在现实世界里，完全明晰的产权是极其罕见的。环

境资源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并不区别于其他资源，环境资源的特殊性只在于它的稀缺性刚刚开始显

现，并在逐步提升。因此，环境资源的产权明晰也将遵循其他资源产权明晰的路径：有一个由公共

产权向排他性公共产权再向私有产权逐渐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实世界的种种约束条件

所导致的产权明晰成本与收益，决定着环境资源产权明晰的程度，决定着不同的产权结构的内容。

完全正确的市场价格形成的前提是产权明晰，但产权明晰的成本约束决定了产权结构只能处于明

晰产权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因此，最合适的产权结构往往并不能完全消除外部性，而

是尽可能地消除外部性。此时，国家适当的干预是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有效手段。但国家干预必

须有度，这个度同样由明晰产权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决定。所以，笔者认为，主张完全的国家干

预与主张完全的市场交易，都不能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两者结合，才能达到目的。

但关键的问题与难点是：怎样的产权结构才是最合适的？国家适当干预的度应该怎样把握？

这一切，都取决于明晰产权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取决于现实约束条件的不同。因此，找寻决定

环境资源产权结构的重要约束条件，确定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产权明晰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判断

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环境资源最合适的产权结构，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与关键。

三、环境资源产权结构的优化必须在产权交易中进行

人们对产权界定的认识往往是：产权界定清晰是交易的前提，产权界定清楚了，就让市场去运

作［%］（"#+!+）。但事实上，“完全界定产权”的状态在现实中基本不可能。产权理论的重要性在于通过

产权界定得如何、怎样界定、怎样划分利益边界等，作为解释经济行为的基点。也就是说，我们要选

择的最佳产权，往往并不是“完全界定状态”，而是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在这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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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同的产权权项组合构成了不同的产权结构。

即使认识到这种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要判断怎样的产权权项组合及怎样的产权结构才是符

合现实约束条件所需求的，依然需要摸索和研究。巴泽尔的产权理论指出，产权结构的优化常常是

在产权交易过程之中完成的，而不是等到已经选定了合适的产权结构再进行产权交易。产权交易

过程正是进一步优化产权结构的方式［!］（"#$%）。

产权结构在产权交易中不断演进并优化的观点，是诺斯以一种经济史观的形式提出的，巴泽尔

则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再次观察到产权结构的渐变过程。巴泽尔强调产权价值的新发现，特别是对

于产权界定成本的新价值的发现，是产权结构演进和优化的诱因。巴泽尔与科斯一样，十分重视产

权的初始界定即产权的初始结构，如果没有产权的初始界定，产权交易就无从谈起。但巴泽尔认

为，初始界定的产权常常是不完善的，它仅仅是为产权交易即产权制度的运作提供一个起点，而产

权结构的优化则是通过产权体系的运作过程自身，即交易过程来实现的。巴泽尔通过排队配给汽

油的案例，说明了产权交易过程是进一步界定产权、优化产权结构的方式，产权结构的优化常常是

在产权交易过程之中完成的，而不是在此之前完成的，产权的界定具有渐进性，产权结构的优化是

一个演进的过程。

目前在环境经济学界，很多学者观测到，由于环境主体的有限理性，由于环境资源市场信息的

高度不对称，导致了环境资源在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面对市场机制在配置环境资源中

出现的“市场失灵”，许多学者认为只能采取政府干预的方法，用政府干预来替代市场，但由此又导

致政策失效，因此，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似乎现在已经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这些学者没有认识到，国家干预并不是纠正“市场失灵”的惟一办法；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就是

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因此，“市场失灵”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来纠正，而不能因市场失灵就否

定市场，期望用国家干预来替代。环境资源在市场机制的运行中之所以出现市场失灵，其主要的原

因就在于环境资源保护和利用中存在很强的外部效应，而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主要是产权结构选

择的不合理造成的。正如我国著名产权经济学家黄少安所指出的，外部性问题可归结为对以外部

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新的产权设置或界定问题，而一旦这种新的权利得到了界定，谁是其拥有者就变

得明确了，也就是对外部性设置了产权，外部性就被内在化了。总之，产权结构的优化，就是使外在

成本内部化，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而产权结构优化的最好方式，正如巴泽尔所指出的，应该是在产权交易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在

对待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上，面对市场失灵，我们不应该期望先进行完全的产权明晰，使所有外

部性内在化，然后再进行产权交易。怎样的产权结构才是符合现实世界约束条件所需求的，这本身就

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推导的问题，而必须放在市场中去检验与修正。市场失灵所显现的就是环境资源

现有产权结构的不完善，是市场选择的信号反馈。因此，面对市场失灵，我们不应该选择放弃市场，而

应该反思环境资源现有的产权结构，通过产权交易所反馈的信息不断优化产权结构。产权结构的优

化，实际上就是对不同产权结构的不断选择，而这种选择的最佳方式就是产权市场的交易。

产权经济学理论的一项很重要的创新，就是将产权制度本身纳入了稀缺物品的范围之内，产权

制度一方面是优化配置稀缺资源的手段，同时，有效的产权结构的供给本身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同

样需要优化配置。只有在市场上进行产权交易，我们才能发现稀缺产权结构的需求，从而提高供给

该稀缺产权结构的动力。有效的产权结构不是人们在产权交易之前设计出来的，而必须通过市场

交易来体现它的稀缺性，体现它的需求，从而通过市场机制在多种产权结构中进行选择，推动产权

结构的不断优化。

因此，环境资源的产权结构必须置于产权交易市场中进行选择和完善；环境资源在市场配置中

出现的市场失灵问题，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来纠正。我们必须认识到，环境资源目前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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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配置中出现的市场失灵，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产权的界定具有渐进性，产权结构优化是一

个演进的过程，初始界定的产权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有效的产权结构必须并且也只能在市场

选择中产生，因此，产权结构将在市场选择中逐渐优化，逐渐明晰。

四、国家的介入是环境资源产权结构优化的必要条件

诺思在阐述产权关系时指出，由于国家具有暴力潜能，在产权的供给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国

家介入有利于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因为产权的界定涉及到一系列费用，如质量费用、

信息费用等，因此，国家是产权制度的最大供给者。目前，环境资源排他性产权建立的主要障碍，就

在于环境资源的难以分割，从而使环境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的考核成本很高。由于投入与产出的考

核成本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产权结构，因而产权结构的优化依赖于考核技术

的水平，而国家介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当我们强调市场在环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的作

用时，我们同样强调国家行为对环境资源产权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力。

但国家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往往取决于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

笔者认为，产权安排应该是私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国家权力的介入主要应该在于承认这种合约安排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保护依据这种合约进行的正当的产权交易。因此，国家在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变

迁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是为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和产权变革提供“游戏规则”，而不是直接干预产权

的界定、转让和交换的过程。应该说，只有经过市场选择的产权结构才是有效的，而由国家权力强

制作出的产权安排由于存在主观性特征，所以常常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

总之，离开国家的介入，环境资源的有效产权制度根本无法建立起来。但是，如果国家过多地

干预和管制环境资源的产权交易，又会导致市场机制无法有效地选择合适的产权结构，从而降低了

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国家干预必须要把握好度，必须是作为市场选择的补充，必须是朝着扶

持和发展现代产权制度的方向努力。

［参 考 文 献］

［ ! ］黄少安 "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 & ］张五常 "佃农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 ］王玉庆 "环境经济学［#］"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 ］科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
［ *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徐丽静］

!"#$%&’$&() *+(,&$&+(#，-%+."%$/ !&)0$ 1$%2’$2%" 3(,
455&’&"($ 677+’3$&+( +5 4(8&%+(9"($37 !"#+2%’"#

#+ ,-./0!，1+2 3./0& "
（! ! "#$%&’(#)’ *+ ,)-.&*)(#)’%/ ,0*)*(.01 %)2 3%)%4#(#)’，5#)(.) 6).-#&1.’7 *+ 08.)%，9#.:.)4 !’’4%&，;8.)%
& ! <8# =*1’ "*0’*&%/ /%>*&%’*&7 *+ <8#*&.#1 ,0*)*(.01，5#)(.) 6).-#&1.’7，*+ ;8.)%，9#.:.)4 !’’4%&，;8.)%）

6:#$%3’$：5.6 7./0 89:;，:</= >;.>7; -<?; @;;:;@ ;/?96./:;/8<7 6;A.B6C;A <A 9/;D-<BA89E7; >BE79C >6.>;68=，

*%第 F 期 马中，蓝虹：约束条件、产权结构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万方数据



!"# #$% &’(&%)# *+ ,))-*&,!-% ’(-. /$%( #$% "#*-*0,#*’( ’1 #$%2 3’%+ (’# %4&%%3 #$%*5 5%(%/*(6 &,),&*#. 7 8*#$
#$% 65’/#$ ’1 )’)"-,#*’( ,(3 %&’(’2*& 3%9%-’)2%(#，%(9*5’(2%(#,- 5%+’"5&%+ $,9% !%&’2% 2’5% +&,5&%，
-%,3*(6 #’ ,( "56%(# (%%3 1’5 #$%*5 %11*&*%(# ,--’&,#*’( 7 :"# $’/ #’ ,&$*%9% %11*&*%(# ,--’&,#*’( ’1 %(9*5’(2%(#,-
5%+’"5&%，#$%5% $,9% !%%( #/’ 3*11%5%(# +#,(3)’*(#+ 7 ;(% &,--+ 1’5 +#,#% *(#%59%(#*’(；#$% ’#$%5 2,5<%# #5,(+1%5 7
=’/%9%5，!% *# +#,#% *(#%59%(#*’( ’5 2,5<%# #5,(+1%5，#$% )5*2,5. *++"% #’ !% +%##-%3 *+ $’/ #’ 3%1*(% #$%
)5’)%5#. 5*6$#+ ’1 %(9*5’(2%(#,- 5%+’"5&%+ 7 >*11%5%(# )5’)%5#. 5*6$# +#5"&#"5%+ $,9% 3*11%5%(# 1"(&#*’(+，,(3 #$%
5%+"-# ’1 #$% )5’)%5#. 5*6$# +#5"&#"5% *+ &-’+%-. 5%-,#%3 #’ #$%*5 ,&#",- 5%+#5*&#*(6 &’(3*#*’(+ 7 ?$% )5’)%5#. 5*6$#+
&’(+#5"&#*’( ’1 #$% 5%,-*+#*& /’5-3 *+ ("2%5’"+，,(3 &,(’# !% *( +*2)-. &,#%6’5*0%3 ,+ )5*9,#%-. ’/(%3 ,(3
)"!-*& ’/(%37 ?$% &’55%&# 3%-*(%,#*’( ’1 +#5"&#"5% ’1 , &%5#,*( )5’)%5#. 5*6$# 2"+# !% &-’+%-. -*(<%3 #’ #$%
9,5*’"+ 5%+#5*&#*(6 &’(3*#*’(+ ’( /$*&$ *# !,+%+ *#+ +"59*9,- 7 @(3%5 #$% &"55%(# 3*9%5+*1*%3 +’&*,- +.+#%2
%(9*5’(2%(# ,(3 5%+’"5&%+ ’/(%5+$*)，)%’)-% $,9% 3*11%5%(# 6’,-+ 1’5 %&’(’2*& 5%-,#*’(+$*) ,(3 ’)%5,#*’(+，
$%(&% 3*11%5%(# 3%2,(3+ 1’5 )5’)%5#. 5*6$#+ +#5"&#"5% 7 ?$%5%1’5%，#$% <%. *++"% ’1 %11*&*%(# ,--’&,#*’( ’1
%(9*5’(2%(#,- 5%+’"5&%+ -*%+ *( #$% *(9%+#*6,#*’(，5%+%,5&$ ,(3 ,(,-.+*+，,(3 +%,5&$ 1’5 #$’+% %4#5%2% *2)’5#,(#
+#*)"-,#*’( #%52+ #$,# 3%&*3% #$% ),5#*&"-,5 )5’)%5#. 5*6$# +#5"&#"5% ’1 %(9*5’(2%(# 5%+’"5&%，,(3 3%#%52*(,#*’(
’1 #$% +")%5*’5 )5’)%5#. 5*6$# +#5"&#"5% ’1 #$% %(9*5’(2%(# 5%+’"5&%+ ,(3 *#+ #5%(3 1’5 3%9%-’)2%(# "(3%5 #$’+%
5%+#5*&#*’(+7 >%#%52*(,#*’( ’1 )5’)%5#. 5*6$# +#5"&#"5% 3’%+ (’# ’(-. -*% *( &’+# +#*)"-,#*’(， !"# 2’5%
*2)’5#,(#-.，!%(%1*# +#*)"-,#*’(，(,2%-.，/$,# %&’(’2*& -’++%+ /’"-3 "(&-%,5 )5’)%5#. 5*6$#+ 5%+"-# *( 7 ?$%
+&$’-,5+ /$’ A2)$,+*0% +#,#% *(#%59%(#*’( ’(-. ),. ,##%(#*’( #’ #$% $*6$ %4)%(+%+ ’1 3*11%5%(#*,#*(6 #$%
%(9*5’(2%(#,- 5%+’"5&%’+ )5’)%5#. 5*6$#+ ,(3 +’-"#*’( ’1 &"55%(# $*6$ &’+# #$5’"6$ 2,5<%# 2%&$,(*+2，!"# 1,*-
#’ 5%,-*0% #$% !%(%1*#+ 15’2 +"&$ 3*11%5%(#*,#*’(，(,2%-. /$,# %&’(’2*& -’++%+ /’"-3 "(&-%,5 )5’)%5#. 5*6$#+
!5*(6 ,!’"# 7 B-’(6 /*#$ #$% /’5+%(*(6 +&,5&*#. ’1 %(9*5’(2%(#,- 5%+’"5&%+，#$% !%(%1*#+ ’1 , &-%,5 3%#%52*(,#*’(
’1 #$% %(9*5’(2%(#,- 5%+’"5&%’+ )5’)%5#. 5*6$# /*-- &’(#*("’"+-. *(&5%,+% 7 B+ -’(6 ,+ #$% !%(%1*#+ ’1
3*11%5%(#*,#*(6 %(9*5’(2%(#,- 5%+’"5&%’+ )5’)%5#. 5*6$# ’"#/%*6$ *#+ &’+#，%9%( #$% &’+# *+ +"!+#,(#*,-，/% +#*--
(%%3 #’ 3*11%5%(#*,#% 7 :%&,"+% "(&-%,5 )5’)%5#. 5*6$# /*-- *(%9*#,!-. -%,3 #’ 2’5% %&’(’2*& -’++ 7
!"# $%&’(：C’(#5’- &’(3*#*’(；D5’)%5#. 5*6$# +#5"&#"5%；A(9*5’(2%(# 5%+’"5&%+ %11*&*%(# ,--’&,#*’(

本刊讯：“浙江省 EFFG 年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周”省级科普讲座，于 EFFG 年 H 月 IH 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邵科馆开讲。人文学院廖可斌教授主讲的《人文学的功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标志着：“浙江省 EFFG 年哲学社

会科学普及周”人文论坛的正式开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叶航教授主讲的《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及其对浙江

的影响》、经济学院沈满洪教授主讲的《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人文学院计翔翔教授主讲的《英法两国是怎样

走向发达的》等讲座，给听众带来了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食粮。今年的省级科普讲座共有 JF 讲，其中一

半由浙江大学专家主讲；而人文论坛的 IF 个讲座全部由人文学院的教授主讲。这充分显示了浙江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专家的实力以及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中的重要作用。

本刊讯：浙江大学在 EFFG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中，立项总数达到 EK 项。其中，黄祖辉教授主持的《解

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研究》和田雪原教授主持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两个项目，被列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而获准立项的其他 EJ 个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则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历史学、文学、哲学、政治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等多个一级学科。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 GJ 岁，最年轻的只有

JI 岁，年龄在 JF 岁至 GH 岁之间的有 IL 位，占总数的 LJ7HM。这些数据表明，具有高学历的中青年教师正在成

为浙江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的主力军。自学校制定并实施以“强所、精品、名师”为核心的人文社科发展建设计划

以来，浙江大学的人文社科研究经费从 IHHN 年的 LFO 万元上升到 EFFJ 年的 G LGL 万元，翻了近三番。浙江大学

教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大项目、浙江省的重大招标项目逐年增加，发表的 CPPCQ 论文总数已经稳

居全国高校前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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