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规制是政府或其代理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
规袁 以保证必要的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等公共利益
为目标袁 通过对企业及其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进
行调节袁 尽可能地把环境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降到
最适水平遥
环境规制的主要实施对象是高污染产业袁 根本

目的是促使被规制产业加强环境管理尧 降低环境污
染遥但在实施过程中袁环境规制还会对被规制产业产
生除根本目的之外的附加效应袁 给被规制产业经济
发展带来影响袁本文称之为溢出遥所谓环境规制溢出
是指被规制产业在应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袁所
引发的产业绩效在质和量上的变化遥
针对环境规制溢出袁 国内外学者基于产业绩效

视角袁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遥但对于溢出效
应的存在性和方向性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遥为了进一
步分析该问题袁 本文在对已有环境规制溢出效应研
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概括袁 并对环境规制溢出路径进
行分析的此基础上袁 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
究进行拓展院渊1冤从产业生产率尧产业技术创新尧产业
技术效率三个层面对环境规制溢出效应进行探讨袁
这是对已有研究的凝炼和提升曰渊2冤 构建了环境规
制要资源配置要产业绩效尧 环境规制要产业结构要
产业绩效的二元环境规制溢出路径袁 有助于深刻理
解环境规制溢出机制遥
一尧基于产业绩效的环境规制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溢出效应是指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
影响结果遥 产业绩效可以用产业生产率衡量遥 进而袁
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可以通过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

生产率的影响加以判断遥 早期实证研究主要是从这
方面入手的遥随着对技术进步测度理论研究的深入袁
人们发现袁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与技术进步有关袁而且
与使用技术的效率水平高低有关遥 技术进步的关键
推动力是技术创新袁 技术效率则体现生产者利用现
有技术的水平高低遥因此袁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产
业绩效的内部驱动层面袁 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
技术创新和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遥 本文对这三个层
面的研究进行述评遥

渊一冤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
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袁 学者们并

未得出一致的实证结论袁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
点遥

渊1冤负效应袁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生产率的提
高遥 Dension渊1981冤[1]发现 1972~1975年美国 16%的
生产率下降可归于环境规制曰Barbera & McConnell
渊1990冤[2]认为美国 1960~1980年化工尧钢铁尧有色金
属尧 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造纸等产业 10%~30%的
生产率下降可归于污染治理投资曰Gray & Shadbegian
渊2005冤[3]对美国 1979~1990年造纸尧钢铁和石油三个
产业的研究发现袁 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生产率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曰此外袁Dufour袁Lanoie & Party渊1998冤[4]

基于加拿大制造业尧Murty袁Kumar & Paul渊2006冤 [5]基
于印度制糖业尧Lee渊2008冤[6]基于韩国制造业的研究
均发现袁环境规制导致生产率增长下降遥

渊2冤正效应袁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生产率的提高遥
Berman & Bui 渊2001冤 [7] 针对美国石油冶炼业 尧
Domazlicky & Weber渊2004冤[8]针对美国化学及相关产
品产业的研究认为袁 环境规制对产业生产率有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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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曰王兵袁吴延瑞和颜鹏飞渊2008冤[9]研究指出袁在平
均意义上袁考虑环境管制后袁APEC的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水平提高遥

渊3冤不确定遥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生产率的关系
受到环境受损害程度尧吸收成本增加的能力尧环境
规制政策的质量尧创新补偿作用的大小尧技术在产
业间扩散的能力等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袁 并不是确
定的遥 Conrad & Wastl渊1995冤[10]对德国重污染行业的
研究表明袁 污染治理成本导致一些产业全要素生产
率降低袁 但对另外一些产业影响很小曰Majumdar &
Marcus渊2001冤 [11]指出袁设计较好尧灵活的规制工具对
生产率有正的影响袁 设计不好的规制工具对生产率
有负的影响曰Alpay袁Buccola & Kerkvliet 渊2002冤 [12]发
现袁 环境规制对美国和墨西哥食品业生产率的影响
不同的曰解垩渊2008冤[13]基于中国 31个省区数据的研
究表明袁 增加治污投资和减少工业 SO2排放对工业
生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遥

渊二冤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波特等人渊1991袁1995冤[14-15]认为袁从动态角度看袁

由于企业并不总是能够作出最优的决策袁 所以合理
设置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触发技术创新袁 促使企业
在降低投入尧削减浪费尧减少污染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和生产工艺改进袁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袁弥补甚至超过
环境规制成本袁 从而使产业达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
效同时改进的野双赢冶状态袁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野先
动优势冶袁使产业国际竞争力得到提升遥 这一观点被
称为野波特假说冶遥

在实证分析方面袁支持野波特假说冶的研究主要
有院Lanjouw & Mody渊1996冤[16]尧Brunnermeier & Cohen
渊2003冤[17]均发现袁随着污染治理支出的增加袁环境专
利数量也相应增加曰Vries渊2005冤[18]实证表明袁环境规
制对技术创新有较大的激励作用曰Jaffe & Palmer
渊1997冤 [19]基于美国制造业尧Hamamoto渊2006冤 [20]基于
日本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袁R&D支出与污染治理支
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曰赵红渊2008冤 [21]实证分析
了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袁结果显示袁
环境规制对滞后的 R&D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有显
著的正效应袁 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长期对技术创新有
一定的激励作用遥
但是袁赵细康渊2006冤[22]研究认为袁由于环境政策

的强度不大袁对企业创新动力的激发作用不太显著遥
渊三冤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
由于对技术效率的定量测算方法目前尚有待完

善袁 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研究还
较少遥

Vlist袁Withagen袁Folmer渊2007冤 [23]基于荷兰园艺

业 1991~1999年数据的研究表明袁 严格的环境规制
政策能够降低技术无效率曰Chintrakarn渊2008冤[24]采用
美国 48个州 1982~1994年的数据发现袁环境规制对
技术无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影响遥
季永杰和徐晋涛渊2006冤[25]分析了 126家造纸企

业 1999~2003年的技术效率以及效率的影响因素袁
研究表明袁 在国家加大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的背
景下袁造纸企业的技术效率是不断提高的袁但是环境
政策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存在不同袁 对小企业是
负效应的影响遥
综上可以看出袁 关于环境规制溢出效应的实证

结论袁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遥 其中袁环境规制对产
业生产率的影响袁研究结论差别较大袁正效应尧负效
应和不确定三种观点均在一定条件下得到验证遥 而
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袁 正效应占据主流
地位遥相对而言袁虽然环境规制对产业技术效率影响
的研究较少袁但总体上支持正效应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
实证结论只是表明了环境规制溢出的野果冶袁而对环
境规制溢出的野因冶袁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环境规制溢
出的路径遥
二尧基于产业绩效的环境规制溢出路径

环境规制溢出路径是指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
影响机制遥 环境规制大体可以分为经济性环境规制
和社会性环境规制遥但是无论何种规制手段袁其根本
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袁 但它却可以通过改变资源配
置尧 影响产业结构两种路径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于
产业绩效遥

渊一冤环境规制要资源配置要产业绩效
1.环境规制影响生产资源配置
渊1冤环境规制要求企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或缴

纳排污税费等袁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遥为了补偿部
分成本袁企业被迫提高产品价格加以应对袁这反过来
又降低了需求袁造成产出降低尧利润下滑遥

渊2冤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采取更先进的制造工
艺和生产设备袁 使得生产管理更复杂袁 管理难度加
大袁这种变化可能会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遥

渊3冤环保投资可能会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性尧盈
利性投资袁降低了资本的比较收益袁从而对产业的绩
效产生不利影响遥

2.环境规制影响技术创新资源配置
环境规制通过对标准的制定和执行袁 创造了对

技术创新的需求袁 规定了企业只能向某一个或者几
个特定的技术创新方向前进袁 从而影响了企业创新
的资源配置袁特别是技术创新资源的分配遥环境规制
标准在企业原有的技术水平之上附加了新的目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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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袁使企业必须通过管理创新尧生产重构和技术创新
达到规制标准袁从而影响技术创新的速度尧方向和规
模渊李旭颖袁2008冤[1]遥

在环境规制约束下袁 某一区域的企业选择环境
友好型发展模式袁不仅是发展战略上的创新袁也是内
源性经营管理的要求遥 为了达到环境规制对污染物
和排放量等方面的要求袁企业需要改变资源配置袁通
过技术创新对生产工艺尧废料管理尧技术使用等环节
进行优化与完善袁因而袁环境规制推动产业技术创新
成为一种必然遥

3.环境规制影响对现有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
技术效率用来衡量技术在稳定使用渊没有技术进

步或创新冤过程中袁生产者获得的最大产出的能力袁表
示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接近前沿生产水平 渊最大产出冤
的程度袁衡量生产者对现有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遥

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经济效益之外
的新的要求袁迫使企业必须挖掘现有资本尧技术尧人
力尧管理等方面的潜力遥 在既定技术条件下袁一方面
加大资金投入对人力资源进行培训袁 提高员工的技
术熟练度曰另一方面从管理入手袁通过全新和适用管
理思想的引入袁优化现有技术资源在不同环节尧不同
岗位的配置袁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水平遥

4.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家才能资源配置
企业家需要将更多的才能用于满足环境规制的

要求遥遵从环境规制将占用企业家一定的时间袁分散
企业家的精力袁 不利于企业家对企业竞争战略和长
远发展的关注遥 这会制约产业绩效的提升遥

渊二冤环境规制要产业结构要产业绩效
环境规制还通过产业结构作用于产业绩效遥 根

据 SCP分析范式袁环境规制通过设置绿色进入壁垒袁
调整市场主体构成袁导致产业结构发生改变袁而产业
结构会作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袁 进而对产业绩
效产生影响遥需要说明的是袁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
发生的溢出效应在短期和长期的作用是不同的遥
短期内看袁环境押金尧技术标准等环境规制政策

是在对试图进入市场的市场主体实力进行筛选遥 与
环境规制缺失的市场相比袁 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使
得市场的进入壁垒提高袁 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主体将
减少袁 而高市场集中度会降低企业对竞争力提升的
需求袁缺乏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遥环境规制溢
出的短期效应为负遥
但从长期看袁 通过环境规制政策筛选掉那些只

关注经济利益尧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袁有目的的
引导市场主体重视环境利益遥同时袁依然存续在市场
中的企业实力较强袁可用于创新的资金保障充足袁有
利于实现创新与绩效的良性互动袁 进而促进整个产

业的发展遥
三尧展望

环境与经济在现实世界中常表现为矛盾的统一
体遥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袁应充分考虑被规制产业
的自身状况袁灵活运用不同环境规制手段袁这样才有
可能发挥正溢出效应袁 尽可能降低对被规制产业绩
效的不利影响遥 对于环境规制溢出问题的进一步研
究袁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院

渊1冤拓展环境规制溢出效应的研究对象袁进一步
检验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方向性遥 环境规制对产业
绩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袁从上文可以看出袁已有研究
更多的是从产业生产率尧 技术创新等方面阐释这一
问题袁而对产业技术效率关注度不够袁研究成果明显
偏少遥从增长源泉角度讲袁产出的增长是要素生产率
提高与要素投入量增长的结果袁 而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又归结于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的作用遥因此袁
技术效率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引
入产业技术效率袁 有助于更加全面的探究这一研究
问题遥此外袁还可从产业综合绩效的角度检验环境规
制溢出效应袁如财务绩效与非财务绩效袁长期绩效与
短期绩效等遥

渊2冤从中间渠道入手袁深入研究环境规制溢出机
制遥环境规制溢出问题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降低环
境规制的负溢出袁因此实证检验不能仅仅停留环境规
制与产业绩效相关性的探讨上袁应该进一步分析产生
正效应或负效应的原因袁可能包括行业尧区域尧时间尧
环境规制手段类型等袁研究其溢出路径的异同袁这样
才能野追根溯源冶袁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遥

渊3冤结合中国实际袁提高环境规制溢出问题研究
的针对性遥首先野波特假说冶诞生至今袁就一直是在争
议中度过的袁Jaffe 等人渊1995冤 [27]指出袁野正如我们只
发现较少的证据支持耶波特假说爷一样袁同样也只有
很少袁 或没有证据支持反对有关环境规制会刺激创
新提高竞争力的假说袁 更多的是介于两种极端的观
点之间遥 冶那么袁野波特假说冶是否适用我国特殊的国
情袁 还需进一步检验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在我国是否
得到满足袁 不应该直接作为真理指导我国的环境规
制实践遥 其次袁 能源产业是我国环境规制的重点产
业袁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环境规制政策袁如要求预提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尧收取排污费等遥这些环境
规制政策在能源产业的溢出效应如何袁 目前这方面
的案例研究还没有遥因此袁只有结合先进环境规制理
论袁并考虑我国具体实践袁才有可能设计出环境保护
和产业绩效提升野双赢冶尧科学性与可行性并重的环
境规制政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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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tecedents of trust, trust and attitudinal loyalty. The hypotheses are tested
by factor analysis and SEM using data gathered through th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perceived value
and simplicity of usag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s on customer trust; customer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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