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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脚注 3 的证明过程

根据零需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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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拉格朗日乘子。根据上式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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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9 的证明过程

先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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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3 的证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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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 带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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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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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4 的计算过程

对于开放情形消费者福利的计算，污染带来的负效用的计算方式与脚注 13 的计算方式

相同。对于消费者消费产品所带来的效用，以消费外国产品带来的效用为例说明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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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求出的均衡条件，最优质量、最优价格、成功进入企业数以及临界生产率等代

入，即可求得消费外国产品带来的效用。最后，将消费和污染对消费者的影响加总，即可得

到开放情形下消费者的总效用。

脚注 18 企业废气排放的图

从企业废气排放的角度，也即当α = 3.5时，分析环境规制与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关系，

同样考虑贸易成本的作用，下面分别通过数值模拟画出当� = 1.5和� = 1.3时，环境规制和

消费者福利的关系，如附图 1 所示。

� = 1.5 � = 1.3

附图 1 当贸易成本取值不同时环境规制与消费者福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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