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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卧龙自然保护区核桃坪震后———汶川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的强

度、烈度都超过了 1976 年的唐山大地震。 在这次地震中,震区的野外大熊猫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卧龙自然保护区

繁育中心的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居住的屋舍上方巨石垮塌,房舍全部毁坏,只因两只熊猫在屋外玩耍逃过一劫。

不过,圆圆一度因惊恐逃走,失踪 5 天后才被找回来。 由于繁育基地两面山体滑坡,竹子短缺等原因,繁育基地只能

将大熊猫全部转移下山。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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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假说冶
———生态创新与环境管制的关系研究述评

董摇 颖1,石摇 磊2,*

(1.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摇 310023;

2. 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国家环境保护生态工业重点实验室,北京摇 100084)

摘要:环境管制通常被视为生态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著名的波特假说,即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

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 从波特假说的起源和内涵阐释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梳

理与评述,指出大部分实证研究证实了弱的波特假说,即环境管制会刺激生态创新的发生;对于强的波特假说,现有研究结论不

尽统一,其矛盾的核心在于生态创新能否带来环境绩效与竞争绩效的统一。 总之,环境政策对于生态创新的确具有正向或负向

的作用,影响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环境政策的类型、生态创新的类型、生态创新的不同阶段以及管制对象本身的一些特性

等。 提出了环境管制与生态创新的研究展望,包括:进一步的理论深化研究,研究尺度的拓展,加强环境政策累积效应和叠加效

应的研究和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与应用等。
关键词:环境管制;生态创新;波特假说

The Porter Hypothesi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鄄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DONG Ying1, SHI Le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2 SEPA Key Laboratory on Eco鄄industry, School of Environ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eco鄄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鄄innovation is addressed by the famous Porter Hypothesi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timulate firms to carry out eco鄄innovation and then buil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Porter Hypothesis, and did a literature survey on related studies
from both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t indicated that: most empirical studies validated the Weak Porter
Hypothesis, i. 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stimulate eco鄄innovation; consensus has not been reached on the Strong
Porter Hypothesis, with the controversy rooting in whether eco鄄innovation can bring a harmony betwe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 short,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does have a positive or negative role on eco鄄
innovation. The direction and strength of the impact depends on the typ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type of eco鄄
innovation, the stages of eco鄄innovation, as well a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lated object itself.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ing work, this paper indentified th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co鄄
innovation, including deepen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extend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strengthening studi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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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ve effect and superimposed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empir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鄄innovation; Porter Hypothesis

环境管制能否引致生态创新并进而增强企业或国家的竞争力一直是生态创新领域的焦点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哈佛大学的波特及其合作者认为,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开发和采纳生态创新,从而为

本国企业建立起绿色市场上的竞争优势[1],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 其后 20 年,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试图从理

论或实证两方面来证实或证伪波特假说是否成立,甚至专门组织研讨会进行讨论[2]。
时至今日,波特假说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对于当下的中国尤其如此。 我国一方面提出坚持科学发

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管制日渐加强;另一方面又提出建设创新

型国家,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 因此,以创新尤其是以生态为导向的创新来支撑我国的生

态化发展以及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成为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3鄄4]。 在这种态势下,厘清环境管制、生态创

新和竞争优势的关系,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都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本文从波特假说的内涵解析入

手,评述波特假说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研究展望。
1摇 波特假说的起源与内涵

环境问题引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化实践,在此过程中创新的作用逐渐得到凸显,由此涌现了一系列的

概念,例如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创新、绿色创新、可持续创新和生态创新等。 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并不大,都是

指向在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市场方法、组织结构或制度安排等方面所采取的新的或显著改善的行为,这
些行为与其它替代方案比较能够带来环境方面的改善[5]。

鉴于欧盟[6]和经合组织(OECD) [7]等国际组织以生态创新的名义开展了最为系统的系列研究,文献也越

来越趋向于以生态创新为名义来发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在此采用了生态创新来指代能够带来环境

改善的创新行为。
大多数文献认为,生态创新与一般创新在过程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即同样都包含研究、开发、试制、生产、

传播等环节及其之间的互动,也同样是由技术、组织和制度变革共同构成的组合系统,所不同的是生态创新能

够带来环境绩效的改善。 环境维度的加入给生态创新带来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创新的显著特性,例如双重外部

性[8]、技术推动与市场拉动效应的特殊性[9] 以及环境管制的推 /拉效应[10鄄11]。 环境问题公认的外部性,使得

不同的环境管制手段对于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甚至对不同的生态创新阶段所产生的作用不同,有些能够起到

推动作用,有些则可能起到阻碍作用。 这些作用的不同导致了环境管制与生态创新关系的复杂性。 一般而

言,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零和观点,即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不能两全,环境管制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

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另一种是双赢观点,认为环境管制虽然会带给企业额外的成本,但它可以激发生态创

新以此进行补偿并最终能够实现两者的双赢。
双赢观点就是波特假说。 波特等认为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生态创新,从而为本国企业建立起市

场竞争优势,理由包括:
1)环境管制会使企业认识到资源利用缺乏效率并指明了可能的技术改进方向;
2)环境管制可以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3)环境管制可以降低投资的不确定性;
4)环境管制可以给企业带来压力促使其创新和发展;
5)环境管制会改变传统的竞争环境[10]。 也就是说,环境管理可“强制冶企业意识到生态创新的经济

效益[12]。
自波特假说提出以来,大量文献围绕四个方面开展了研究:

018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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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特假说的理论模型构建及阐释;
2)基于已有观察数据的计量分析;
3)精心设计的抽样调查分析;
4)案例分析。

2摇 波特假说的理论研究进展

波特假说存在的理论基础是对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的偏离,偏离的原因在于“组织失灵冶或“市场失

灵冶 [2]。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但现实世界中由于企业管理者的有限理性、避害偏

好或其他原因而导致不去进行生态创新,由此产生所谓的“组织失灵冶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或市

场的不完全竞争或者公共品等特征,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冶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波特假说,Andre 等提出了

垂直分化的双寡头模型[13],后 Lambertinia 和 Tampieria 改进了这一模型并刻画出波特假说得以成立的区域,
认为波特假说适用于囚徒困境形式的均衡[14]。 只要绿色技术与棕色技术之间成本参数的不对称性不要太

高,在没有环境监管的情况下,企业也可以自发地进行生态创新。
无论是组织失灵还是市场失灵,都源于外部性或溢出效应的存在,即单个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或主体

的外部影响。 事实上,生态创新中的“生态冶和“创新冶两个要素都可以引致外部性。 就“生态冶而言,环境问

题因其“公共品冶属性而具有负的外部性,但更多的企业采用生态创新可以有效改善环境绩效,从而使得生态

创新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就“创新冶而言,创新因为存在巨大的风险在研发阶段具有明显的外部性,而在传播

阶段具有明显的正的溢出效应。 因此,生态创新同时具有生态环境和创新两个方面的外部性,依据是否是创

新主体以及所处的创新阶段具有正的或负的溢出效应。 Rennings 将生态创新的这种属性界定为“双重外部

性冶 [8]。 双重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了环境管制对生态创新的推 /拉效应。
在实践中,企业生态创新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企业是否进行生态

创新、何种类型的生态创新以及生态创新的强度和绩效。 欧盟“测量生态创新(MEI)冶项目系统总结了企业

生态创新的影响因素,包括: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研发支出、环境政策框架、环境管理要素、预期市场需求、盈
利状况、市场竞争状况、创新合作状况、利益相关者等[6]。 这些因素大致可归为 3 大类,即生态创新本身技术

特征、创新者特性和创新环境条件。 其中,创新环境条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市场因素、环境政策等外部因素。
波特假说意在探讨生态创新与环境管制的关系,其隐含的一个条件就是环境管制需要对生态创新产生作

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 大多数研究已经验证了这一点,即环境管制是生态创新的决定因素之一。 相对于一

般创新,环境管制将会大大影响或支持生态创新的需求 /拉动效应,例如规制或税收会刺激消费者的内外部动

机,需求拉动工具主要是作用于生态创新的应用或传播[15]。 文献[16] 认为生态创新与一般创新的影响因素不

尽然相同,如环境规制及其执行甚至对企业生态创新起决定性作用。

图 1摇 波特假说图解

Fig. 1摇 The Porter Hypothesis

因此,随着对生态创新类型、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相

互关系的探讨,人们逐渐认识到波特假说在逻辑上实际

包含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环境管制与生态创新的关

系,恰当的环境管制会刺激企业进行生态创新;第二个

环节是生态创新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17]。 按照生态创

新定义,生态创新必然能够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但未

必能够提升竞争优势。 根据涵盖环节的不同,可以区分

出“弱冶与“强冶的波特假说。 “弱冶的波特假说只是针

对第一个环节,即环境管制可以刺激生态创新;“强冶的波特假说则涵盖两个环节,即环境管制可以刺激生态

创新并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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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进展

3. 1摇 弱波特假说

摇 摇 大部分实证研究都证实了弱的波特假说,也就是说环境管制会刺激生态创新的发生,如表 1 所示。 争议

主要存在于以下方面:
(1)不同类型的环境管制会刺激不同类型的生态创新。 例如,欧盟 IMPRESS(The Impact of Clean Production

on Employment in Europe鄄An analysis using Surveys and Case Studies)项目研究认为:随着政策的变化,生态创新类

别会发生变化。 当政策强调对污染排放的控制时,生态创新侧重于最终处理过程技术;当政策转为强调污染的

防范时,生态创新重心也随之转为清洁技术[17]。
(2)导致生态创新的环境管制关键要素和作用机理可能不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实证研究认为环境

管制调控的效果取决于环境管制手段及其执行方式。 例如,IMPRESS 项目研究表明,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

提升企业公众形象是企业实施各类生态创新的最关键动机。 Oltra 认为,管制的设计是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反应

的一个关键因素,尤其是当考虑到其严谨性、灵活性和限制的不确定性[18]。 Frondel 等基于 OECD 实证研究,认
为重点是政策严格性和执法情况会决定企业生态创新决策[19]。 Ashford 等认为,虽然政策严格性是企业创新反

应的最重要因素,但灵活的遵守手段和遵守时限也有助于刺激替代技术[20]。 因此政策调控的影响取决于政策类

型和执行方式。
(3)环境管制对企业生态创新的研发和采用是否起到了关键的主导作用。 企业生态创新是一件复杂的事

情,不仅受到环境管制的影响,也受到行业技术因素、市场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 对于生态创新,环境

法规政策和创新扶持可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些规制并不是独立于技术之外的,政策 /政治和经济技术之

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基于对技术经济的评估以及对污染控制的社会需求。
事实上,那些不支持波特假说的研究,都试图证明环境管制并非企业生态创新的主导因素。 例如,一些学者

从需求或供应方等角度来分析[21],有些认为不同的生态创新类型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认为节约成本和提高生

产力是生态创新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对生态工艺创新和清洁技术[22鄄23]。 Frondel 等认为清洁技术创新往往是被

成本节约和规制所驱动[19]。
3. 2摇 强波特假说

对于强波特假说,现有研究结论不尽统一,如表 2 所示。 其矛盾的核心其实主要在于环境绩效与竞争绩效

能否统一。 多数学者认为,生态创新所带来的环境绩效可以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创造有利条件,比如通过污染

防治提高资源利用率取得成本领先优势,或者通过生产绿色产品取得差异化优势从而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等。
Klassen 和 Mclaughlin 进一步认为,企业环境绩效(例如,企业受到的环境奖励或惩罚)会影响投资人对企业未来

经济绩效的预期,于是,在有效市场中,股票价格将反映环境绩效的经济收益,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环境

绩效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4]。 Orlitzky 等[25] 以及 Margolis 和 Walsh[26] 采用元分析方法对过去 30a
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呈现略微的正相关性并具有统计显著性,然而不同

研究的结论差异性很大,有的显著负相关,有的则显著正相关。 尽管如此,大多数实证研究和综述认为企业并不

会因为其改善环境绩效而遭受经济惩罚[27]。
另一方面,对这种正相关的观点也存在相当多的质疑。 Walley 和 Whitehead 认为,有经济效益的环境改进项

目和活动应该早已在市场中自动实现[28]。 换言之,企业是在政府管制下才被动地改善其环境绩效的。 在政府强

制条件下提高环境绩效可能迫使企业增加成本,从而损害其竞争优势,所以两者有可能是负相关关系或者相关

性不显著。 Stanwick P. A. 和 Stanwick S. D. 通过对多个行业共 120 多家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经济绩效与排污总

量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们据此认为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是负相关关系[29]。
事实上,企业竞争力受制于很多因素的影响,如需求因素、要素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竞争对手和创新环境

(教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等等) [30]。 因此,生态创新的分析应更多地侧重于各种影响因素复杂的相互

作用以及企业竞争力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 Russo 和 Fouts 从企业的资源基础理论的角度来探讨企业环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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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通过对 243 家企业的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而行业增长速度等因素对两者关系

有影响[31]。 Sharma 和 Vredenburg 认为主动的环境战略有助于企业通过持续创新和学习等途径加强组织资源和

能力[32]。 Christmann 通过对美国 88 家化工企业的实证分析发现组织内部的互补性资产显著影响企业环境管理

的最佳实践与企业成本优势(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33]。 因此,近来的研究重点转向之一

是在何种条件下环境管制会促进生态创新并最终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4摇 主要政策启示与研究不足

综合上述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波特假说的确如所争议的一样,环境政策对于生态创新的确具有

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影响的作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环境政策的类型、生态创新的类型、生态创新的不同阶段以

及管制对象本身的一些特性等。 其政策启示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 4 个方面:
(1)生态创新具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受环境管制的作用及效果有所不同,因此对波特假说的验证与否需

要区分生态创新类型。 事实上,现有文献对生态创新类型区分不足,文献[34]认为生态创新需要分为末端治理、工
艺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创新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生态创新对环境管制的响应并不相同,对不同类型的生态创

新如果不加以区分,则往往导致研究结论过于笼统,缺乏针对性;
(2)在生态创新研究中,管制者与管制对象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维度的,生态创新可能受到多个政策的多重影

响,这就意味着“刺激-响应冶的研究模型可能过于简单[35]。 现有文献对环境管制的作用机理研究不足,没有深

入探讨环境管制对生态创新不同阶段的作用,对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和竞争绩效的内在机理缺乏系统研究;
(3)环境政策工具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可能更依赖于政策设计的特性而不仅仅是政策类型的选择,这些特性

包括管制严厉程度、政策的可预期性、行业以及企业规模的差异、时效性、政策与未来标准匹配的可信性、监管有

效性、执法力度和政策相互之间的匹配性等[35]。 现有文献对于环境管制的累积效应和叠加效应研究不足,现实

中环境管制往往是多种手段共同施加、相互作用,由此带来的叠加效应和累积效应值得关注;
(4)对于生态创新总体而言,可能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环境政策,生态学上的因地制宜原则同样适用于生

态创新领域。
5摇 研究展望

生态创新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实践中表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因产业的不同及国家 /地区的不同而

不同。 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实证研究薄弱。 尤其我国的生态创新研究,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研究都

才刚起步,这与出台与实践大量、密集的环境政策的现实要求很不匹配。 本文认为,在环境管制与生态创新的关

系研究上,急需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尤其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生态创新体系(绿色学习曲线),考察环境政策、路

径依赖性、变化累积性等对生态创新的结构、模式特征和演进路径的影响。 生态创新不仅仅是追求立竿见影的

环境目标,更强调长期政策来促进国家创新系统中的生态创新。 而相反地,创新则是一个分布式过程———在知

识和资源方面的投入是在众多参与者及贡献者之间分配的,存在相互关联的网络关系。 此外,它还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包括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学习及变革;
(2)研究尺度的拓展,从企业尺度拓展到行业、区域和国家尺度,应深入研究国家层面上不同的管制体制和

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影响生态创新的模式、路径及其绩效;
(3)加强对环境政策累积效应和叠加效应的研究。 政策往往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多个政策同时对生

态创新产生作用。 这种作用可能是协同且相互加强的,也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因此,政策的累积效应和叠加效

应对于生态创新值得研究;
(4)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和应用。 一方面,以生态创新类型的界定与划分为起点,构建中国企业生态创新

“特征—能力—绩效冶的机制模型,研究不同生态创新类型及环境政策对企业生态创新绩效的作用差异;另一方

面,加强应用实践,为中国企业和政府进行生态创新的实施与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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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的

研
发

支
出

美
国

专
利

申
请

数
行

业
增

加
值

,政
府

资
助

的
研

发
费

用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滞

后
的

环
保

支
出

对
于

企
业

研
发

支
出

有
正

相
关

性
;没

有
发

现
行

业
研

发
产

出
与

环
保

支
出

的
相

关
作

用
支

持

19
97

[4
2]

理
论

分
析

探
讨

了
三

个
组

织
因

素
和

一
个

个
体

因
素

,
对

企
业

生
态

创
新

强
度

的
影

响
只

提
供

了
假

设
,没

有
进

行
计

量
实

证
分

析

环
境

管
制

与
生

态
创

新
的

关
系

三
个

组
织

变
量

:企
业

对
环

境
要

素
的

集
中

管
理

程
度

,企
业

规
模

企
业

研
发

强
度

及
一

体
化

程
度

;一
个

个
体

变
量

:环
境

管
制

是
否

被
当

作
机

会
来

处
理

假
设

性
的

结
论

,正
向

的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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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19
98

[4
3]

美
国

th
e
Di

sc
lo
su
re

da
ta
ba

se
(1

99
3)

数
据

库
中

的
95

48
家

企
业

,其
中

有
26

8
家

加
入

了
绿

色
照

明
计

划

是
否

加
入

美
国

EP
A

的
绿

色
照

明
计

划

员
工

数
量

,盈
利

额
,每

股
收

益
,盈

利
额

增
长

率
,预

期
盈

利
增

长
价

格
/盈

利
比

率
,内

部
控

制
举

措
,行

业
类

别
,E

PA
管

控
区

域

企
业

性
质

的
确

会
影

响
是

否
加

入
计

划
的

决
定

;对
因

变
量

产
生

作
用

的
自

变
量

包
括

:员
工

数
量
、每

股
收

益
、盈

利
额

增
长

率
、

预
期

盈
利

增
长
、价

格
/盈

利
比

率
、内

部
人

控
制

举
措
、行

业
类

别
和

EP
A

管
控

区
域

支
持

19
98

[4
4]

墨
西

哥
95

家
传

统
制

砖
窑

对
丙

烷
采

用
的

问
卷

是
否

采
用

丙
烷

人
力

资
本

,健
康

,成
本

意
识

,企
业

地
点

,社
区

压
力

,企
业

资
本

,企
业

规
模

,政
府

管
制

主
要

变
量

是
人

力
资

本
、健

康
成

本
意

识
、企

业
地

点
和

公
众

压
力

未
支

持

19
98

[4
5]

美
国

工
业

行
业

面
板

数
据

(1
97

3—
19
93

)
环

境
相

关
专

利
数

量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行

业
特

性
(市

场
规

模
、研

发
强

度
、行

业
集

中
度
、专

利
效

率
)

结
果

表
明

,环
境

管
制

与
生

态
创

新
有

显
著

正
相

关
性

支
持

19
98

[4
6]

美
国

11
6

家
造

纸
企

业
(1

97
2—

19
90

)

新
建

工
厂

的
技

术
选

择
;现

存
工

厂
的

年
度

总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国
会

环
境

投
票

数
,大

气
污

染
控

制
严

格
程

度
,水

污
染

控
制

严
格

程
度

,
州

污
染

控
制

严
格

程
度

,州
人

口
密

度
,州

能
源

价
格

,商
业

可
得

软
木

资
源

企
业

更
倾

向
于

在
管

制
严

厉
的

州
选

择
清

洁
技

术
;环

境
管

制
对

于
已

存
工

厂
的

投
资

选
择

影
响

不
太

显
著

;污
染

消
减

投
资

与
生

产
投

资
存

在
强

关
联

,污
染

消
减

投
资

对
生

产
投

资
有

负
面

影
响

支
持

19
99

[2
2]

曼
海

姆
创

新
面

板
数

据
(1

99
6)

及
19

97
年

的
电

话
访

谈

末
端

治
理

与
清

洁
生

产
(包

括
产

品
创

新
)的

生
态

创
新

类
型

动
机

(成
本

降
低
、市

场
份

额
扩

大
、环

境
保

护
、守

法
),

工
具

(软
性

工
具
、环

境
标

志
、法

律
、罚

款
),

企
业

规
模

,新
进

入
者

,是
否

属
于

消
费

品

产
品

创
新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是

市
场

战
略

定
位

,工
艺

创
新

的
主

要
影

响
因

素
是

环
境

管
制

;不
同

的
政

策
工

具
对

产
品

创
新

和
工

艺
创

新
的

影
响

不
同

,环
境

标
志

和
生

态
审

计
等

软
性

工
具

对
于

产
品

创
新

作
用

显
著

支
持

20
03

[4
7]

美
国

14
6

家
制

造
业

企
业

19
83

—
19
92

年
的

基
于

三
位

数
行

业
分

类
的

面
板

数
据

环
境

专
利

污
染

消
减

费
用

;政
府

监
管

行
动

;产
品

出
口

强
度

;工
业

产
值

;行
业

集
中

度
;资

本
强

度
环

境
专

利
与

环
保

支
出

有
显

著
的

正
相

关
性

;但
与

政
府

监
管

频
率

没
有

多
大

关
系

;外
向

型
企

业
更

容
易

生
态

创
新

未
支

持

20
03

[4
8]

墨
西

哥
北

部
企

业
清

洁
技

术
的

发
展

及
运

用
(方

差
分

析
和

相
关

分
析

)

企
业

研
发

清
洁

技
术

的
意

愿

管
理

层
态

度
;企

业
所

感
知

的
社

会
压

力
;创

新
过

程
控

制
;环

境
风

险
;经

济
风

险
;社

区
压

力
;市

场
压

力
;监

管
压

力
;技

术
研

发
能

力
;组

织
学

习
能

力
;战

略
联

盟
和

合
作

网
络

显
著

变
量

是
技

术
研

发
能

力
和

感
知

的
经

济
风

险
;相

反
,如

果
环

境
管

制
过

于
严

厉
且

不
考

虑
技

术
变

化
趋

势
,则

会
阻

碍
生

态
创

新
不

支
持

20
03

[4
9]

50
多

家
氯

碱
企

业
(1

97
6—

20
01

)
是

否
采

用
或

停
用

相
关

技
术

工
厂

是
否

采
用

膜
技

术
替

代
了

原
有

工
艺

;工
厂

是
否

关
闭

了
原

有
工

艺

企
业

规
模

工
艺

复
杂

程
度

(现
场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企
业

,如
造

纸
、塑

料
、化

工
等

),
总

体
经

济
条

件
(化

学
行

业
增

加
值
、氯

气
价

格
等

),
环

境
管

制
变

量
(超

级
基

金
、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
、制

浆
造

纸
政

策
和

有
毒

物
排

放
清

单
制

度
)

新
技

术
扩

散
不

仅
取

决
于

已
有

工
厂

对
于

新
技

术
的

采
用

,而
且

也
取

决
于

对
原

有
技

术
的

停
用

;环
境

管
制

对
于

离
子

膜
技

术
的

采
用

并
没

有
显

著
作

用
;相

反
,对

氯
气

终
端

用
户

的
环

境
管

制
会

加
速

企
业

关
闭

原
有

工
艺

而
增

加
了

膜
技

术
的

市
场

份
额

;环
境

管
制

的
确

对
技

术
变

革
产

生
作

用
,但

不
是

通
过

对
新

技
术

的
刺

激
,而

是
对

氯
气

终
端

用
途

的
管

制
并

进
而

关
闭

原
有

工
艺

部
分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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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20
05

[5
0]

美
国

18
6
家

工
厂

烟
气

脱
硫

装
置

的
专

利
数

据
和

脱
硫

效
果

数
据

(1
97

2鄄
97

)

新
脱

硫
装

置
的

脱
硫

效
率

运
行

维
护

成
本

知
识

流
动

(用
专

利
表

征
),

政
策

变
量

19
90

年
实

施
的

SO
2
排

放
新

规
促

使
提

高
了

脱
硫

效
率

并
降

低

了
运

行
拆

装
成

本
支

持

20
05

[5
1]

韩
国

能
源

密
集

型
行

业
(化

工
、钢

铁
)环

境
创

新
的

决
定

因
素

(多
元

回
归

分
析

)

清
洁

技
术

采
用

程
度

;清
洁

技
术

费
用

支
出

比
率

管
制

压
力

(客
户

压
力
、竞

争
者

压
力

)、
内

部
组

织
因

素
、技

术
供

应
因

素
、市

场
因

素
、环

境
管

制
框

架
因

素
、环

境
管

制
实

施
因

素
、环

境
管

制
、柔

性
监

管
处

罚
力

度
、企

业
规

模

环
境

监
管

对
于

清
洁

技
术

采
用

起
到

双
刃

剑
的

作
用

;主
要

因
素

在
于

创
新

动
机
、更

为
灵

活
的

实
施

方
法
、环

境
管

制
感

知
强

度
双

向

20
05

[5
2]

英
国

19
90

—
19
98

年
间

工
业

特
定

污
染

物
排

放
情

况
污

染
排

放
污

染
强

度
能

源
使

用
强

度
、工

业
增

加
值
、企

业
规

模
、研

发
投

入
、政

策
管

制
地

域
特

征
等

污
染

强
度

与
能

源
使

用
强

度
、物

理
资

本
和

人
力

资
本

强
度

正
相

关
,与

企
业

规
模
、行

业
生

产
力
、研

发
支

出
负

相
关

;环
境

政
策

有
利

于
降

低
污

染
强

度
支

持

20
05

[5
3]

加
拿

大
纸

浆
和

造
纸

工
业

环
境

绩
效

改
善

的
决

定
因

素
工

业
装

置
的

环
境

表
现

内
外

部
压

力
,高

层
领

导
参

与
,环

境
管

理
集

成
度

,人
力

资
源

,金
融

资
源

,监
管

体
系

企
业

环
境

压
力

来
自

于
政

府
和

公
众

而
不

是
市

场
和

金
融

因
素

;企
业

高
层

参
与

和
员

工
教

育
对

环
境

绩
效

有
显

著
作

用
支

持

20
05

[5
0]

美
国
、日

本
、德

国
的

专
利

数
据

(1
96

7—
20
01

)
专

利
和

专
利

引
用

新
环

境
管

制
政

策
出

台
的

时
间

等
环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出
台

会
引

起
本

土
公

司
专

利
增

加
,而

不
引

起
外

国
公

司
的

专
利

增
加

;日
德

两
国

对
NO

x
的

环
境

管
制

成
为

了
美

国
防

控
NO

x
排

放
污

染
专

利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支
持

20
06

[5
4]

德
国

12
77

家
企

业
(2

00
2)

是
否

开
展

了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或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企
业

经
济

绩
效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成
熟

度
,生

态
管

理
和

审
计

体
系

的
战

略
重

要
性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学

习
过

程
,生

态
管

理
和

审
计

体
系

的
组

织
参

与
范

围
,环

境
创

新
目

标
,经

济
绩

效
因

素
的

重
要

程
度

,企
业

特
性

(年
龄
、规

模
、供

应
商
、

员
工

素
质
、产

值
、出

口
率

等
),

环
境

管
制

独
立

性
,行

业
变

量
,区

域
变

量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成

熟
度

对
于

企
业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有
正

相
关

性
;企

业
组

织
参

与
范

围
对

工
艺

创
新

也
有

重
要

作
用

;对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而

言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学
习

过
程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
该

学
习

过
程

以
及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对
于

企
业

经
济

绩
效

有
正

相
关

作
用

不
显

著

20
06

[5
5]

日
本

制
造

业
行

业
环

境
创

新
的

影
响

因
素

(简
约

方
程

经
济

计
量

模
型

)
研

发
支

出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政

府
给

予
的

研
发

补
贴
、企

业
工

业
增

加
值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与
研

发
支

出
呈

现
正

相
关

性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与

固
定

资
产

寿
命

成
负

相
关

性
;监

管
严

厉
性

所
导

致
的

研
发

支
出

增
加

,对
于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有
正

向
作

用
支

持

20
06

[5
6]

墨
西

哥
食

品
、化

工
、金

属
和

非
金

属
制

品
4

个
行

业
的

23
6
家

企
业

是
否

遵
守

环
境

制
度

的
逻

辑
值

(过
度

遵
守
、遵

守
、不

遵
守

)

管
理

行
为

;技
术

成
熟

度
;环

境
培

训
程

度
;

员
工

受
教

育
程

度
;社

区
压

力
;企

业
所

在
行

业
性

质
;所

有
权

状
态

;企
业

产
品

定
位

是
否

遵
守

取
决

于
企

业
管

理
行

为
、环

境
培

训
程

度
;有

些
企

业
会

过
度

遵
守

环
境

管
制

;对
员

工
进

行
环

境
培

训
会

提
供

过
度

遵
守

的
概

率
;社

区
压

力
对

于
过

度
遵

守
行

为
有

正
向

作
用

,但
并

不
显

著

不
显

著

20
06

[5
7]

7
个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的
工

业
中

小
企

业
环

境
研

发
及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的
投

资
的

决
定

因
素

是
否

采
用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所

报
告

的
行

动
;清

洁
生

产
;环

境
研

发

环
境

政
策

(类
型

及
执

行
程

度
)、

市
场

特
征

(地
点
、竞

争
者

)、
企

业
特

征
(市

值
、利

润
、员

工
数

等
)、
行

业
变

量
和

国
家

变
量

企
业

规
模

是
显

著
变

量
;环

境
管

理
的

显
著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所
有

制
类

型
、与

客
户

关
系
、产

品
质

量
、政

府
信

息
等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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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20
06

[5
7]

7
个

OE
CD

国
家

制
造

业
(大

于
50

人
的

企
业

)邮
寄

问
卷

(2
00

3
年

调
查

)
环

境
研

发
环

境
政

策
(类

型
及

执
行

程
度

)、
市

场
特

征
(地

点
、竞

争
者

)、
企

业
特

征
(市

值
、利

润
、员

工
数

等
)、
行

业
变

量
和

国
家

变
量

环
境

政
策

严
厉

程
度

对
环

境
研

发
有

正
向

作
用

;环
境

政
策

柔
性

对
环

境
研

发
有

作
用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和
举

措
有

利
于

环
境

研
发

;企
业

环
境

组
织

架
构

对
环

境
研

发
有

影
响

支
持

20
06

[5
8]

意
大

利
北

部
地

区
企

业
调

查
(2

00
2
和

20
04

年
)

是
否

采
用

环
境

创
新

;环
境

创
新

研
发

环
境
、
成

本
及

投
资

企
业

结
构

变
量
、环

境
相

关
研

发
、环

境
政

策
压

力
及

执
行

成
本
、过

去
的

企
业

表
现
、企

业
网

络
行

为
、非

环
境

类
创

新
、行

业
特

性

相
对

于
环

境
研

发
、引

致
成

本
、网

络
能

力
、组

织
特

性
和

研
发

关
系

,企
业

结
构

性
特

性
和

表
现

对
生

态
创

新
作

用
并

不
大

;环
境

政
策

和
环

境
自

愿
审

核
对

生
态

创
新

作
用

不
显

著
,且

方
向

混
杂

不
显

著

20
06

[5
9]

巴
西

32
5
家

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1

99
7)

环
境

绩
效

的
代

理
值

,如
环

境
控

制
举

措
的

加
权

平
均

数

企
业

特
性

(规
模
、利

润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市

场
因

素
(信

贷
、I
SO

14
00

1
认

证
、出

口
、成

本
降

低
动

机
、竞

争
情

况
、质

量
情

况
)、

环
境

管
制

(批
准

,许
可

和
检

查
,社

区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压
力

)

环
境

绩
效

的
作

用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规

模
、行

业
特

性
、与

国
外

联
系
、社

区
压

力
、市

场
动

机
等

;节
约

成
本

投
入

和
补

贴
贷

款
同

样
重

要
,因

此
建

议
采

用
柔

性
政

策
工

具
支

持

20
06

[6
0]

美
国

84
家

漂
白

制
浆

厂
和

43
家

制
浆

造
纸

厂
以

20
00

年
为

基
准

的
累

积
排

放
变

化
情

况
装

置
环

境
检

查
次

数
、排

放
达

标
举

措
、企

业
规

模
、周

边
社

区
特

性
大

部
分

变
量

都
不

具
有

显
著

性
不

显
著

20
07

[2
3]

德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的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2
00

3
年

夏
秋

调
查

)

企
业

是
否

是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企

业

综
合

产
品

政
策

举
措

变
量

;环
境

政
策

变
量

;
技

术
推

动
变

量
;市

场
拉

动
变

量
(客

户
需

求
和

出
口

值
);

企
业

自
身

变
量

(是
否

通
过

了
IS
O9

00
1
认

证
、企

业
规

模
、企

业
年

龄
)

环
境

管
理

系
统

认
证

对
于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有
强

的
正

向
作

用
;

废
物

处
置

或
回

收
系

统
的

规
定

对
产

品
创

新
起

重
要

作
用

;验
证

了
技

术
推

动
、市

场
拉

动
和

企
业

自
身

因
素

对
于

产
品

创
新

都
起

到
作

用

支
持

20
07

[6
1]

美
国

电
动

工
具

行
业

重
组

对
环

保
投

资
的

影
响

(1
99

0
至

20
01

的
面

板
数

据
)

企
业

真
实

的
环

境
研

发
放

松
管

制
变

量
、企

业
自

身
变

量
(盈

利
性
、规

模
、市

场
份

额
)、
地

域
特

性

放
松

管
制

对
企

业
环

境
研

发
支

出
有

显
著

的
负

面
影

响
;1

99
0

年
出

台
的

清
洁

空
气

法
案

对
企

业
环

境
研

发
有

不
利

影
响

;企
业

特
性
、地

域
特

性
和

管
制

者
倾

向
性

也
都

会
产

生
影

响
双

向

20
07

[1
9]

7
个

欧
洲

国
家

清
洁

技
术

及
末

端
治

理
技

术
应

用
的

决
定

因
素

分
析

(2
00

3)

企
业

关
于

特
定

环
境

消
减

技
术

的
采

用
决

定

动
机

(企
业

形
象
、节

约
成

本
)、

环
境

政
策

(市
场

手
段
、管

制
手

段
、信

息
手

段
、自

愿
协

议
、补

贴
、政

策
严

厉
程

度
)、
管

理
工

具
(健

康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流

程
控

制
体

系
、环

境
管

理
工

具
)、

压
力

集
团
、企

业
特

性
(规

模
、收

入
、

环
境

影
响
、领

导
层
、研

发
、市

场
结

构
)

对
末

端
治

理
而

言
,环

境
管

制
和

政
策

严
厉

性
是

主
要

因
素

;对
清

洁
生

产
而

言
,成

本
节

约
、管

理
体

系
和

环
境

管
理

工
具

是
主

要
因

素
支

持

20
08

[6
2]

德
国

制
造

业
企

业
和

装
置

层
面

的
OE

CD
调

查
数

据
是

否
采

用
生

态
创

新
;是

否
采

用
了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动
机

;政
策

工
具

;压
力

集
团

;装
置

特
性

;行
业

特
性

企
业

是
否

自
愿

采
用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更
容

易
受

到
内

部
因

素
影

响
,如

企
业

形
象

和
利

益
权

衡
等

,而
非

外
部

压
力

或
任

何
单

一
的

环
境

政
策

;企
业

环
境

改
善

行
为

更
多

的
取

决
于

内
外

部
的

压
力

,内
部

压
力

来
自

于
总

部
和

员
工

,外
部

压
力

来
自

于
环

境
政

策
的

严
厉

程
度

,而
与

是
否

采
用

了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或

任
何

单
一

的
环

境
政

策
关

系
不

大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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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20
08

[6
3]

20
01

年
欧

洲
九

国
开

展
的

EB
EB

调
查

(比
利

时
、法

国
、

德
国
、匈

牙
利
、荷

兰
、挪

威
、瑞

典
、瑞

士
、英

国
)

19
98

—
20
00

年
间

是
否

进
行

了
产

品
绿

色
设

计
和

施
行

了
清

洁
技

术

企
业

年
龄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企

业
规

模
、是

否
独

资
、企

业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与
工

艺
创

新
密

切
相

关
,但

与
产

品
创

新
关

系
不

大
;对

产
品

创
新

而
言

,消
费

者
信

息
和

环
境

标
志

有
正

向
作

用
;市

场
因

素
对

工
艺

和
产

品
创

新
都

有
作

用
;企

业
规

模
与

创
新

绩
效

关
系

不
大

支
持

20
09

[6
4]

美
国

S&
P
50

0
名

单
中

报
告

TR
I(

有
毒

物
排

放
清

单
)并

接
受

调
查

的
企

业
(1

99
4—

19
96

)

是
否

采
用

了
所

列
出

的
43

项
污

染
预

防
技

术

研
发

强
度

,是
否

是
终

端
产

品
,环

境
主

义
倾

向
,当

前
有

毒
物

排
放

量
,滞

后
有

毒
物

排
放

量
,滞

后
空

气
污

染
物

,环
境

罚
金

,环
境

检
查

次
数

,市
场

份
额

强
制

性
,污

染
预

防
政

策
,净

销
售

收
入

,资
产

新
鲜

程
度

,化
学

物
质

个
数

,装
置

个
数

全
面

质
量

管
理

可
以

促
进

企
业

采
用

污
染

预
防

举
措

;环
境

管
制

预
期

和
“互

补
性

资
产

冶的
存

在
是

企
业

持
续

清
洁

生
产

的
主

要
动

机
和

内
部

能
力

促
进

因
素

支
持

20
09

[6
5]

92
家

德
国

电
器

企
业

是
否

有
产

品
生

态
创

新
、产

品
生

态
创

新
范

围
与

强
度

环
境

管
制

严
厉

程
度
、客

户
收

益
、生

态
创

新
能

力
、企

业
规

模
研

发
支

出

客
户

收
益

和
环

境
管

制
都

对
环

保
产

品
生

态
创

新
有

重
要

作
用

,不
仅

能
够

激
发

生
态

创
新

,而
且

还
影

响
其

创
新

范
围

和
创

新
程

度
支

持

20
11

[6
6]

DE
FR

A
调

查
的

英
国

28
9

家
企

业
生

态
创

新
类

型
:末

端
治

理
、

清
洁

生
产
、环

境
研

发
环

境
税

等
政

策
外

部
变

量
、企

业
EM

S
等

内
部

变
量

不
同

的
生

态
创

新
类

型
受

不
同

的
环

境
政

策
和

企
业

内
部

变
量

的
作

用
不

同
支

持

20
11

[6
7]

芬
兰

等
5
个

国
家

对
于

制
浆

行
业

替
代

漂
白

技
术

的
采

用
情

况

替
代

漂
白

技
术

的
专

利
数

量
环

境
政

策
与

消
费

者
压

力
等

环
境

政
策

会
引

致
生

态
创

新
,但

在
环

境
政

策
引

入
之

前
,消

费
者

压
力

已
经

产
生

了
作

用
支

持

20
12

[6
8]

台
湾

地
区

19
97

—
20
03

年
工

业
面

板
数

据
环

境
相

关
研

发
支

出
污

染
削

减
费

用
、污

染
削

减
固

定
投

资
支

出
、

企
业

规
模
、技

术
引

进
、出

口
强

度
等

环
境

相
关

研
发

支
出

与
污

染
削

减
固

定
投

资
支

出
具

有
正

相
关

性
支

持

20
12

[6
9]

西
班

牙
制

造
业

CI
S
数

据
是

否
采

用
了

生
态

创
新

研
发

支
出
、是

否
具

有
外

部
研

发
合

作
等

生
态

创
新

企
业

具
有

更
活

跃
的

创
新

合
作

间
接

支
持

20
12

[7
0]

英
国

15
66

家
企

业
(2

00
6)

是
否

开
展

了
环

境
研

发
市

场
需

求
因

素
、成

本
节

约
、企

业
组

织
能

力
、

环
境

规
制

程
度

等
环

境
规

制
对

不
同

企
业

的
效

应
有

所
不

同
支

持

20
12

[1
5]

德
国

CI
S
数

据
(2

00
9)

生
态

创
新

类
型

技
术

推
动

因
素
、市

场
拉

动
因

素
、环

境
政

策
类

型
等

环
境

规
制

对
于

末
端

治
理

类
型

非
常

有
效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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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强
波
特
假
说
的
计
量
经
济
学
研
究

Ta
bl
e
2摇

Th
e
ec
on

om
et
ri
cs

re
se
ar
ch

on
“S

tr
on

g
Po

rt
er

H
yp

ot
he
sis
冶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19
83

[7
1]

美
国

56
家

电
力

公
司

(1
97

3—
19
79

)

生
产

力
的

衡
量

:从
包

含
环

境
管

控
表

征
数

据
的

成
本

函
数

中
估

算
得

到

环
境

管
制

:对
SO

2
的

管
控

强
度

基
于

实
际

排
量
、地

方
标

准
和

公
司

估
算

的
非

约
束

性
排

放
的

强
度

水
平

环
境

管
制

使
生

产
力

增
幅

降
低

43
%

不
支

持

19
85

[7
2]

加
拿

大
4
家

酒
厂

(1
97

1—
19
80

)
生

产
力

的
衡

量
:从

成
本

函
数

中
估

算
得

到
其

中
两

家
酒

厂
被

要
求

缴
纳

排
污

费
用

,另
两

家
没

有
受

到
环

境
管

制
的

企
业

平
均

生
产

力
增

幅
为

- 0
.0

8%
,而

未
受

管
控

的
企

业
为

+ 1
.6

%
不

显
著

19
87

[7
3]

美
国

45
0

家
制

造
业

企
业

(1
95

8—
19
78

)

年
均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幅

从
19

59
—

19
69

期
间

到
19

73
—

19
78

期
间

的
变

化
值

污
染

控
制

运
行

成
本

70
年

代
由

于
环

境
管

制
造

成
生

产
力

增
幅

下
降

30
%

不
支

持

19
90

[7
4]

美
国

5
个

污
染

行
业

(造
纸
、

化
工
、无

机
非

金
属

材
料
、钢

铁
、有

色
金

属
)1

96
0—

19
80

生
产

力
增

幅
污

染
控

制
资

本
的

直
接

(治
污

成
本

增
长

)
和

间
接

(其
他

投
入

和
生

产
工

艺
的

变
化

)
影

响

总
的

来
说

,治
污

资
本

需
求

导
致

生
产

力
增

幅
下

降
10

%
—

30
%

间
接

影
响

有
时

是
正

面
的

不
支

持

19
98

[7
5]

魁
北

克
19

家
制

造
企

业
(1

98
5—

19
88

)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污

染
控

制
资

金
投

入
占

总
成

本
的

比
例

环
境

管
制

对
于

生
产

力
增

长
率

有
明

显
的

负
面

影
响

不
支

持

19
98

[2
9]

美
国

10
0
多

家
位

列
50

0
强

的
企

业
(1

98
7—

19
92

)
企

业
社

会
表

现
企

业
规

模
,财

务
绩

效
,环

境
绩

效
(污

染
排

放
)

6
年

考
察

期
内

所
有

年
份

的
企

业
社

会
表

现
都

与
盈

利
性

正
相

关
;1

98
7
年

度
,企

业
社

会
表

现
与

污
染

排
放

显
著

负
相

关
;

19
88

/1
98

9/
19

90
年

度
企

业
社

会
表

现
与

销
售

额
显

著
正

相
关

;1
98

7—
19
91

年
间

污
染

排
放

与
盈

利
性

显
著

正
相

关

混
杂

20
01

[7
6]

19
3

家
日

本
企

业
(1

99
7)

(基
于

利
益

最
大

化
模

型
)

1)
是

否
进

行
环

境
认

证
;环

境
认

证
滞

后
时

间

企
业

规
模

,盈
利

性
,资

产
负

债
率

,产
品

出
口

率
,广

告
,营

销
支

出
,研

发
支

出
,经

连
会

,银
行

所
有

权
,外

资
情

况
,工

厂
投

资
,员

工
年

龄
,I
SO

90
00

认
证

情
况

与
环

境
认

证
正

相
关

的
变

量
有

:研
发

支
出
、两

个
商

业
网

络
变

量
;政

策
集

成
度

与
负

债
率

显
著

负
相

关
;I
SO

14
00

1
认

证
与

企
业

规
模
、员

工
年

龄
和

IS
O9

00
0

认
证

正
相

关
,而

与
负

债
率

负
相

关

支
持

20
01

[7
6]

19
3

家
日

本
企

业
(1

99
7)

(基
于

效
用

最
大

化
模

型
)

2)
是

否
有

规
范

的
环

境
政

策
、环

境
政

策
一

体
化

程
度

对
地

球
认

知
程

度
,对

和
谐

共
存

的
态

度
,公

众
压

力
,政

府
压

力
,可

控
制

性
,污

染
者

付
费

,能
源

效
率

责
任

环
境

规
范

度
的

正
相

关
变

量
包

括
:广

告
支

出
、研

发
支

出
、公

众
压

力
、政

府
压

力
、可

控
制

性
和

能
源

效
率

;但
与

地
球

认
知

度
、和

谐
共

存
态

度
成

负
相

关
;实

证
研

究
表

明
,影

响
企

业
是

否
自

愿
采

取
环

保
行

动
的

因
素

不
仅

包
括

该
行

动
的

成
本

效
益

性
质

和
企

业
能

力
,而

且
也

包
括

企
业

管
理

层
的

环
境

价
值

取
向
、信

仰
和

态
度

支
持

918摇 3 期 摇 摇 摇 董颖摇 等:“波特假说冶———生态创新与环境管制的关系研究述评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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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20
01

[7
7]

美
国

炼
油

企
业

(1
98

7—
19
95

)

比
较

加
利

福
尼

亚
南

岸
炼

油
厂

(受
到

更
加

严
格

的
空

气
污

染
管

控
)与

美
国

其
他

炼
油

厂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环
境

管
制

强
度

用
每

家
炼

油
厂

需
要

遵
守

的
环

境
法

规
数

量
衡

量
更

严
格

的
管

控
意

味
着

更
大

的
减

排
成

本
,但

是
这

些
投

入
却

提
升

了
生

产
力

支
持

20
05

[5
2]

英
国

19
90

—
19
98

年
间

工
业

特
定

污
染

物
排

放
情

况
污

染
排

放
污

染
强

度
能

源
使

用
强

度
、工

业
增

加
值
、企

业
规

模
、研

发
投

入
、政

策
管

制
、地

域
特

征
等

污
染

强
度

与
能

源
使

用
强

度
、物

理
资

本
和

人
力

资
本

强
度

正
相

关
,与

企
业

规
模
、行

业
生

产
力
、研

发
支

出
负

相
关

;环
境

政
策

有
利

于
降

低
污

染
强

度
支

持

20
05

[5
3]

加
拿

大
纸

浆
和

造
纸

工
业

环
境

绩
效

改
善

的
决

定
因

素
工

业
装

置
的

环
境

表
现

内
外

部
压

力
、高

层
领

导
参

与
、环

境
管

理
集

成
度
、人

力
资

源
、金

融
资

源
、监

管
体

系
企

业
环

境
压

力
来

自
于

政
府

和
公

众
,而

不
是

市
场

和
金

融
因

素
;企

业
高

层
参

与
和

员
工

教
育

对
环

境
绩

效
有

显
著

作
用

支
持

20
06

[5
4]

德
国

12
77

家
企

业
(2

00
2)

是
否

开
展

了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或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企
业

经
济

绩
效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成

熟
度
、生

态
管

理
和

审
计

体
系

的
战

略
重

要
性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学
习

过
程
、生

态
管

理
和

审
计

体
系

的
组

织
参

与
范

围
、环

境
创

新
目

标
、经

济
绩

效
因

素
的

重
要

程
度
、企

业
特

性
(年

龄
、规

模
、供

应
商
、员

工
素

质
、产

值
、出

口
率

等
)、
环

境
管

制
、

独
立

性
行

业
变

量
、区

域
变

量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成

熟
度

对
于

企
业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有
正

相
关

性
;企

业
组

织
参

与
范

围
对

工
艺

创
新

也
有

重
要

作
用

;对
环

境
产

品
创

新
而

言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的

学
习

过
程

具
有

重
要

影
响

,
该

学
习

过
程

以
及

环
境

工
艺

创
新

对
于

企
业

经
济

绩
效

有
正

相
关

作
用

支
持

20
06

[5
5]

日
本

制
造

业
行

业
环

境
创

新
的

影
响

因
素

(简
约

方
程

经
济

计
量

模
型

)
研

发
支

出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政

府
给

予
的

研
发

补
贴
、企

业
工

业
增

加
值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与
研

发
支

出
呈

现
正

相
关

性
;污

染
控

制
支

出
与

固
定

资
产

寿
命

成
负

相
关

性
;监

管
严

厉
性

所
导

致
的

研
发

支
出

增
加

,对
于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有
正

向
作

用
支

持

20
06

[5
7]

7
个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的
工

业
中

小
企

业
环

境
研

发
及

清
洁

生
产

工
艺

的
投

资
的

决
定

因
素

是
否

采
用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所

报
告

的
行

动
;清

洁
生

产
;环

境
研

发

环
境

政
策

(类
型

及
执

行
程

度
)、

市
场

特
征

(地
点
、竞

争
者

)、
企

业
特

征
(市

值
、利

润
、员

工
数

等
)、
行

业
变

量
和

国
家

变
量

企
业

规
模

是
显

著
变

量
;环

境
管

理
的

显
著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所
有

制
类

型
、与

客
户

关
系
、产

品
质

量
、政

府
信

息
等

未
支

持

20
06

[5
9]

巴
西

32
5
家

大
中

型
工

业
企

业
(1

99
7)

环
境

绩
效

的
代

理
值

,如
环

境
控

制
举

措
的

加
权

平
均

数

企
业

特
性

(规
模
、利

润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
市

场
因

素
(信

贷
、I
SO

14
00

1
认

证
、出

口
、成

本
降

低
动

机
、竞

争
情

况
、质

量
情

况
)、

环
境

管
制

(批
准

,许
可

和
检

查
,社

区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的

压
力

)

环
境

绩
效

的
作

用
变

量
包

括
企

业
规

模
、行

业
特

性
、与

国
外

联
系
、社

区
压

力
、市

场
动

机
等

;节
约

成
本

投
入

和
补

贴
贷

款
同

样
重

要
,因

此
建

议
采

用
柔

性
政

策
工

具
不

显
著

20
07

[7
8]

美
国

82
个

生
态

创
新

和
环

境
绩

效
报

告
事

件
股

市
市

值
变

化
生

态
创

新
(工

艺
和

产
品

两
个

类
型

)、
环

境
绩

效
(自

报
告

和
外

部
披

露
)

市
场

认
可

生
态

创
新

的
价

值
,尤

其
产

品
创

新
类

型
;好

的
环

境
绩

效
会

得
到

好
的

市
场

回
报

,尤
其

环
境

绩
效

得
到

外
部

认
可

,
如

获
得

环
境

奖
、成

为
会

员
或

得
到

认
证

等
;工

艺
类

型
环

境
创

新
的

宣
传

不
利

于
公

司
股

市
表

现
,该

现
象

值
得

进
一

步
探

讨

支
持

028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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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
份

Ye
ar

文
献

Li
te
ra
tu
re

对
象

Ob
je
ct

因
变

量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自
变

量
In
de

pe
nd

en
tv

ar
ia
bl
es

主
要

结
论

M
ai
n
co
nc

lu
sio

n

是
否

支
持

W
he

th
er

to
su
pp

or
t

20
07

[7
9]

7
个

OE
CD

国
家

的
42

00
家

制
造

企
业

,2
00

3
(1

)环
境

研
发

的
出

现
,(

2)
环

境
成

绩
,(

3)
经

营
成

绩
关

键
自

变
量

包
括

可
感

知
到

的
管

控
严

格
性

和
政

策
机

制

严
格

的
管

控
措

施
推

动
研

发
并

提
升

企
业

的
经

营
业

绩
;但

是
环

境
管

制
的

直
接

作
用

和
综

合
影

响
都

是
负

面
的

(创
新

无
法

弥
补

环
境

管
制

的
成

本
)

不
支

持

20
08

[8
0]

魁
北

克
17

家
制

造
业

企
业

(1
98

5—
19
94

)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增

长
污

染
控

制
装

置
投

资
占

总
成

本
的

比
例

的
滞

后
变

化
环

境
管

制
对

生
产

力
增

长
率

有
显

著
的

积
极

作
用

,尤
其

对
于

那
些

强
烈

暴
露

于
外

部
竞

争
环

境
中

的
部

门
支

持

20
09

[6
5]

92
家

德
国

电
器

企
业

是
否

有
产

品
生

态
创

新
(能

源
效

率
、有

毒
物

替
代
、物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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