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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分析出发 ，揭示企业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关系 ，进而对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方法进行了分析
和探索 ，并对国内外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内容
涵盖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宏观环境行政的作用 ，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环
境对策与环境战略 。本书注重在国际环境问题的大框架中认识环境保护的
重要意义 ，并强调积极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来减少或避免经济发展中的环
境代价 。本书旨在为我国中小企业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 ，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良性循环转变提供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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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书 　 序

在我国现有的各类企业中 ， ９９ ％ 以上是中小企业 ， 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
业 。中小企业对扩大就业 、创造财富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增进社会和谐有着特
别重大的意义 。随着有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 ，影响中小企
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逐步被消除 ，中小企业将主要依靠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实现
企业的发展 。由于中小企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进入门槛低 ，企业相互之
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 ，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的任务更紧
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

一般而言 ，大多数中小企业缺乏专业管理人才 ，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 ，管理
层受培训的机会少 ，接触到的信息量小 ，思路不够开阔 ，这些都制约着企业管理
水平 、竞争力经营效益的提高 。 一套适合中小企业管理人员与大专院校学生学
习 ，深入浅出 ，操作性强的管理类丛书 ，便成为迫切需要 。为适应这一需要 ，江
南大学中小企业管理与发展研究院在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 ，组织编写了 枟中小企
业管理与发展论丛枠 和 枟中小企业家培训教材枠 系列丛书 。丛书的内容涵盖中小
企业战略管理 、营销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管理 、组织管理 、信息管理 、法
治建设等方面 ，不仅有理论分析 ，还有操作方法 ；不仅阐述了在国内市场竞争条
件下的中小企业如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还介绍了国际化经营条件下的中小增强竞
争力的途径 。这套丛书还剖析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荣氏企业集团从 １５００元
起家 ，夺取国内外公认的民营企业之冠的艰苦历程 、成功经验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

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 ，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都具有本国特点 。但是
在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 ，我们必须重视对国外中小企业管理经验的
学习和借鉴 。在学习 、借鉴中 ，又要做到 “不唯明字句 ， 而且得精神” ， 取其精
华 ，并结合自身实际 ，加以创新 ，探索一套融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于一炉 、具有中
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管理体系 。

这套丛书观点新颖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可读性强 ，适应面广 ，会给中小企
业业主和经营管理者 、高校师生以有益的帮助 。当然 ，丛书中有个别章节还不够
完善 ，我相信 ，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发展 ，该书再版时 ，其内容将
会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５年 ５月于北京 　 　 　 　 　



前 　 　 言

当前 ，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 。党中央提出在今后的国家事
业发展中 ，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 ，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具体来
讲 ，要 “坚持以人为本 ，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要全面发展 ，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政治 、经济 、文化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
协调发展 ，要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相协调 ，推进经济 、政治 、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 、各个方面相协调 ；要实现
可持续发展 ，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 、 资源 、 环境相协
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
永续发展” ① 。对科学发展观的这一最新阐述集中体现了党中央解决我国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各项问题 、推进我国社会实现 “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的智慧和
决心 。它不但综合了有关可持续发展内涵研究的最新成果 ，而且还实现了理论上
的突破 ，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作出了突出贡献 。

推进环境保全 ，改善环境质量是实现全面 、 协调 、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
近年来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 ，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
多年的环保工作 ，不但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 ，初步奠定了运用法制
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制度基础 ，还从意识上强化了人们对于环保重要性的认识 。但
也应当看到 ，在我国 ，环境污染与资源 、能源的浪费等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环境
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还没有形成一种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经济发展依然以环境
破坏为代价 。我国经济在新世纪中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仍然存在着众多
不确定性因素 。如何把科学发展观具体落实在现实的制度建设之中 ，将是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建设中的重点课题 。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大份额的中小企
业在其生产管理活动中能否充分考虑环境 、资源与能源等制约因素 ，积极采用并
推广绿色生产与管理技术 ，对于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 ，实现我国产业整
体向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转变 ，无疑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本书以中小企业的
环境战略为研究对象 ，内容涵盖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中宏观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以

① 胡锦涛 ，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 节选自 枟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枠 ， 收录

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 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枠 ， 党建读物出版

社 ， ２００４ 年 ， ２８１ ，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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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小企业自身的环境对策与环境战略等内容 。本书注重在国际环境问题的大框
架中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并强调积极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来减少或避免经
济发展中的环境代价 。本书旨在为实现我国中小企业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 ，
进而跨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这一历史转变提供政策建议 。

本书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的理论分
析 ，重点在于剖析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联 ，揭示企业的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 （第一章至第四章） 。这一部分还将分析环境保护法及行政制度的形
成和完善与中小企业环境战略的实施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 。 第二部分是关于中
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的研究 。近年来 ，中小企业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
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本书将结合中
小企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第六章） ， 探讨中小企业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特征
（第七章） ，并分析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 （第八章） ， 以及中小企业的环境战略与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第九章） 。第一 、 二部分从理论上和数据上分析了中小企业
的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 ，第三部分则将重点放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这一更具有现
实意义的课题之上 。我们将集中介绍一系列中外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案例 。这些
案例不但包括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 ，还有各国政府为了实现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从
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所制定的各项政策 。这些案例各有其特点 ，而且很有启发
意义 ，相信对我国的中小企业以及各级行政部门有借鉴意义 。

本书由武戈负责第二 、 五 、 八 、 九 、 十二章 ；蔡大鹏负责第一 、 三 、 四章 ；
孟菲负责第六 、七章 ；蔡泽辉负责第十章 ； 赵海蕾负责第十一章 。 另外 ， 张洁 、
刘彦坤 、陈李萍 、虞贞 、张明明 、郭佳参与了资料整理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
学研究所钱新荣研究员对书稿进行了校正 。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南大学
商学院 、中小企业发展研究院的支持和资助 ，科学出版社的王京苏编辑也给予了
大力支持 ，在此表示感谢 。因为我们的水平有限 ，调查研究不够 ，书中的缺点在
所难免 ，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

编 　者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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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一 、对于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我们刚刚跨入 ２１世纪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 历史对于每一个时代都赋予
了独特的使命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 ，我们当前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反思自
身所走过的发展之路 。而反思的目的 ， 就在于纠偏除弊 ， 摸索出一条更为理想 、
更有前途的发展道路 ；并思考如何运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 ，以可持续发展模式为
目标 ，来实现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变 。

现代的社会发展模式源于产业革命 。回顾我们所走过的发展之路 ，可以用如
下几个词语对其作一个简单的归纳与总结 。

第一是发展的 “脱自然化” 。我们知道 ， 任何发展过程都由发展目标和制约
条件两部分构成 ，因此 ， “脱自然化” 有着双重涵义 。 历史上各次工业革命的核
心命题就是如何超越自然所施加于人类经济活动之上的各种制约 。通过第一次产
业革命 ，瓦特于 １７６５年所改良的蒸汽机技术得以普及 ， 从而突破了人体 、 牲畜
以及水利作为动力源所带来的各种制约 ，进而孕育了以大量生产为根本特征的近
代机械工业社会 。而源自于 １９世纪末期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 又实现了人类经济
活动从以纺织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到以钢铁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转换 。这一
时期的代表性技术主要有 ：人造材料技术 、新型交通方式以及方便稳定的能源及
动力技术 。其中 ，以塑料等为代表的人造材料技术的蓬勃发展使人类的生产活动
摆脱了使用天然原材料时所不可避免的生长周期和气候等自然条件制约 。而以汽
车 、飞机和高速铁路系统为代表的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 ，又为减少或缩短在物流
以及人员交往中天气 、空间等制约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可能 。以电力应
用技术的普及和核发电技术 、太阳能及风力发电技术为代表的动力及能源技术不
但实现了动力使用的稳定性 、低廉性和动力的跨地区配置 ，还消除了使用化石燃
料过程中面临的资源枯竭问题 ，使人类生产活动进一步突破了自然界固有的动力
源及能量源所带来的限制 。 ２０ 世纪末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第三次产业革命 ，
又被称作信息革命 ，其核心技术是通信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 。这一技术实现了
信息在全球范围的瞬间传递和检索 ，以及完全不衰减基础上的信息共享 。信息革



命不但突破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时间及空间上的诸多制约 ，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
支援人类的神经传导机能 ，提高了人体机能的效率 ， 并扩展与延伸了其可能性 。
可以说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首先表现在突破自然界对人类
生产活动的种种约束 。也就是说 ，各种技术革新的主要目的是协助人们摆脱自然
界的各种束缚 ，进而实现超越自然的 “自由” 。

伴随着生产活动的 “脱自然化” ，产生了发展目标的 “脱自然化” ，也即社会
目标以及意识形态上的 “脱自然化” 。 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就是全球性的城市化
进程 。人们之所以不停地扩大现有城市并建设新的城市 ，之所以不断地从农村涌
入城市 ，不仅是因为在城市 ，上述种种突破自然界对人类生产活动的限制的技术
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应用 ，还因为这一集约不但会带来便利和高效率 ，而且会
孕育新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生活模式准确地诠释着人类对于发展目标的
理解 。被视为效用组成部分的种种要素 ，如对物质性产品及非物质性服务的消费
量 ，对娱乐和休闲的需求 ，对生活便利性的追求 ，以及实现自我人力资源的再投
资等都可以高效率地在城市生活中得到满足 。而在实现这些满足时所必须予以考
虑的制约性因素 ，又因为城市所特有的密集的交通网络 、充实的人际关系网络以
及发达的信息汇集及共享网络的存在被最大限度地化解 。因而 ，解决物质性消费
占较大比重的效用最大化问题 ，城市化无疑是一个必然抉择 。

第二是 “唯成长性” 。近 ２００年社会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 “唯成长性” 。
社会整体的目标被设定为如何做大以 GDP为代表的 “经济蛋糕” 。这种发展观念
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视为发展的主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 ，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
发展的决定性标志 ，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根本体现 。 “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
是这种发展思潮的代名词 。经济增长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
凯恩斯学派把环境与发展对立起来 ，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把环境质量放在经
济增长之后 ，认为只能在国家富裕后才有可能去考虑环境问题 。这一传统的经济
增长理论适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强烈要求 ，成为战后世界
发展普遍接受的正统理论 。其支持者期待胜者用被做大的 “蛋糕” 补偿败者的可
能性 ，自动解决市场机制所带来的世代内分配不公平这一弊端 。但是这一期望是
否可以变成现实 ，决定于政府对社会公平的理解以及所采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等
政策手段的力度 。我们知道 ，在现实生活之中 ，做大的蛋糕往往并不意味着更为
公平的社会分配 ，而往往是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扩大 。

此外 ，过分依赖 GDP等指标还会带来很多问题 。 GDP 是以金钱为其度量单
位 ，因而 GDP的最大化意味着产值的最大化 ， 这就导致了过量生产单位价格较
高而社会相对需求不大的产品等结果 。 而为了消耗这些过量产品 ， “大量生产 、
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 的病态生产与消费模式应运而生 。与此相对应的还有铺天
盖地的通过调动人们所有感官来刺激其消费欲望的广告文化 。这不但导致了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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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浪费 ，而且 “大量消费” 原本并没有需求的产品也不会使个体大幅提升对
自我效用的主观评价 。也就是说 “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 这一生产与
消费模式 ，在提高消费者的主观效用评价这点上做了不少无用功 。 运用 GDP 的
指标的另一个陷阱是 GDP只是流量指标而不是存量指标 。 它所代表的只是在一
段时间以内 （通常是 １年） 一个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增加的总和 ，而非财富积累的
总和 。一个社会的财富总和 ，是这一社会所拥有的各项社会资源 、自然资源以及
人力资源的价值总和 。正是因为 GDP 并不代表社会财富总和 ， 因而可以通过对
自然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过度开采 ，也就是说通过透支未来的社会财富 ，以降低
未来的 GDP水平为代价来实现现阶段 GDP 的最大化 。 因此 ， 过分注重 GDP 指
标必然会招致发展过程中的急功近利和经济行为的短期化 。因而经济学家提出现
今的经济发展模式会带来 “后代贫穷化” （beggar唱thy唱posterity） 的世代间不平
等的现象 。不少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采用绿色 GDP等评价指标来修正 GDP只度量
流量而不度量存量这一缺陷 。 但事实上 ， 绿色 GDP 是一个 “弱可持续性”
（weak sustainability） 指标 ， 因此 ， 这一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 这是因为 ，
弱可持续性指标假设各个数值 ，特别是经济增长值这一流量和包括社会资本 、自
然资本 、人力资本在内的存量之间具有无限可替代性 。 也就是说 ， 在绿色 GDP
指标之下 ， “片面的” 经济增长同样可以弥补环境的恶化以及人力资本的退化 。
要想准确衡量经济增长 （流量） 对于各个存量的影响 ，需要同时运用不认可流量
与存量之间的替代关系的 “强可持续性” （strong sustainability） 指标 ， 如 “生
态脚印” （ecological footprint） 等 。同时将弱可持续发展指标和强可持续性发展
指标用于我国近 ２０年的经济发展对于环境的影响的研究 ，有 Cai （２００５） 等 。

第三是 “无极限性” 。近 ２００年社会发展模式的第三个特征是 “无极限性” 。
近 ２００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 ，似乎只有可能被加速 ，而不会被放慢 。人们对于
经济的持续增长的信心是如此之强烈 ，以至于任何有关经济增长可能会存在界限
的学说 ，都会引发一场学术大争论 ，而争论之中的主流意见 ，往往是对经济增长
的界限的批判 。马尔萨斯的 枟人口论枠 一问世 ， 他的粮食生产只能算术级数增
加 ，人口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增加 ，而过剩的人口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贫困和道德
水准的恶化这一结论立刻被列入 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 枟增长的极限枠 一书 ，
也引发了对其结论的大批判 。这份研究报告提出的全球性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在
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个学派恰好在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
消费的 “黄金时代” 时 ，对人类未来提出了悲观的预警 ，呼吁人们对发展和环境
这两个关键问题制定新战略 ，并认为我们需要一场思想上的 “哥白尼革命” 。 但
是 ，这个学派正确地提出了问题 ，却没有正确地回答问题 。该书在麻省理工学院
所开发的计算机模型的基础上所展开的预测显示世界人口在 ２０００年要突破 ７０亿
大关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恶性反应 ：耕地会严重不足 ，而资源的价格会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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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 。其最终结果是无论出现怎样的技术革新 ， 都不会改变工业文明将于 ２１ 世
纪的某个时点最终走向崩溃这一大趋势 。该书认为 ，如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经济发
展模式 ，人类文明将难以为继 ，子孙后代将会承担灾难性后果 。因此 ，发展不仅
要追求经济增长 ，更要注重发展的质量 ，要解决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全
球性问题 。反对者对于这一结论很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相对于复杂多变的人类社
会与自然系统 ，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模型过于简单 ，而其分析又过于谨慎 ，高
估了各种危害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而批判也不断升级 ，甚至演变成对这一结论持
支持态度的环保人士的人身批判 。

如何走出环境与发展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 ，寻找新的正确的发展模式成为
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 １９８０ 年 ， 美国科学家莱斯特 、 勃朗合著
枟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枠 发表 ， 为人类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
合的道路 ，也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维模式 。可
持续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中积极地解决环境问题 ，既要推进人类发展 ，又要促
进自然和谐 。

社会发展模式的 “无极限性” 还体现在人们对于生产活动的认识之中 。经济
学中的生产函数描述了人们对于投入和产出这一生产过程的理解 。在工业革命早
期 ，人们认为决定产出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两种 ，即土地和资本 ，而土地还有其有
限性及各种自然属性 。因此 ，在工业革命早期 ，生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受到
以土地为代表的各种自然要素的影响 。但是 ，随着 “脱自然化” 的不断深化 ，人
们在逐渐摆脱自然对生产活动的负面影响的同时 ，认识上也发生了转变 ，其标志
就是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来 ，劳动力取代了土地 ，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模型中决
定产出的两个生产要素之一 。劳动力代替土地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是认识上一个质
的飞跃 。劳动力与资本相同 ，都是可再生的 。 也就是说在不考虑折旧的情况下 ，
劳动力不但可以循环使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投资使其不断增加 。虽然经济学往往
会假设边际生产递减 ，但却并不能改变产出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增加且无上限这
一结论 。而这一产出的无限性 ，正是经济学家用以反驳以罗马俱乐部为首的 “悲
观主义分子” 的学说的主要理论依据 。

产出的 “无极限性” 之所以被津津乐道 ， 不但因为其自身是一个 “乐观主
义” 的学说 ，符合人类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 ，更是因为 “世代间平等” 等一系列
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日益增大的经济蛋糕之前都不复存在 ，从而为坚持现有发
展模式 （business唱as唱usual development practice） 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 。

近 ２００年的社会发展模式的 “脱自然化” 、 “唯成长性” 以及 “无极限性” 等
特性 ，一方面在高效率地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 ，实现经济规模的急速扩大过程中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其负面效应
也日益凸显 ，最为突出的当属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 。从国际社会对于温室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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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经济活动并非真正可以做到 “脱自
然化” ，而是最终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 特别是会受自然资源的有限性 ， 环
境吸收及净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废弃物的有限能力等因素的制约 。也就是说 ，地球
生态环境的有限的净化能力意味着发展的 “无极限性” 并不一定存在 。而没有了
发展的 “无极限性” ，发展模式的 “唯成长性” 中内在的各种问题与矛盾都会被
激化 ，最终会导致发展模式自身的崩溃 。也就是说 ，由于环境中存在的制约性因
素 ，现有的发展模式也不能长久维持 。现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引发了人们对
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 。

如前文所述 ，有关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争论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 枟人口论枠 。
但是 ，在其后 １００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客观事实并没有为马尔萨斯的理论提供有
效的实证依据 ，因此 ，该理论并没有赢得众多的支持 。 但是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
来 ，环境污染与资源枯竭日益严重 ， 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有目共睹 。
当人们开始认真思考这一代价的后果时 ，不得不反思现有发展模式的弊端 ，于是
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就被提上了日程 。

人类文明是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大体
经历了渔猎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三个阶段 。就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而言 ，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将会实现人类文明的新更替 。在渔猎文明阶段 ，生产力水平很
低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较小 。进入农业文明后 ，人类已经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去
影响和改变局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 。而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
环境问题 ，如地力下降 、土地盐碱化 、水土流失甚至河道淤塞 、改道和决口 ，危
及人类的生存 。工业文明使一部分人自认为已经能够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 ，成为
地球的主宰 ，结果却出现了日益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问题 ，如二氧化碳排
放增加 、酸雨 、臭氧层空洞 、生物灭绝 、污染物质的跨国界转移等 。 进入 ２０ 世
纪 ，人类终于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不能与资源环境保护相脱离 ，发展必须注意人
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双重和谐 。人类文明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

如果说一万年以前的农业革命实现了原始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 ， ２００
年以前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 ，那么实施可持续发展将
使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未来的生态文明 。可持续发展文明 （绿色文明） 与传
统工业文明 （黑色文明） 的区别是全方位的 ，它要求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
发展转向经济 、社会 、 生态的综合发展 ； 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位
（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 、 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的发展 ； 从注重眼前利
益 、局部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利益 、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
转向非物质资源或信息资源 （科技与知识） 推动型的发展 。经济 、社会 、生态相
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基于对人类发展模式的科学总结的基础之上 ，是人类
发展观的升华和革命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发展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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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 ，是一个有利于人类的新的发展理念和行动纲领 。我们可以期望 ，可持
续的社会及生态文明将会成为 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

二 、从公害问题到地球环境问题

１８世纪以来的历次工业革命 ， 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人类生
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人类文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
度 。而工业革命在为人类带来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而首要的就
是公害问题 。

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同时也是近代意义上的污染的发源地 。随着工业革命
的不断推进 ，煤炭消费量的急剧增加 ，英国的公害问题日益严峻 ，严重危害了当
地居民的身心健康 ，也为伦敦赢得了 “雾都” 的 “美誉” 。 英国政府迫于污染所
带来的严重后果 ，很早就着手制定相关的法律 ，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来解决公害
问题 。 １８２１年英国制定了烟害防止法 ， １８５３ 年制定了伦敦法 ， １８６３年又制定了
限制制碱工业发展的法律 ， １８６６ 年还通过了环境卫生法 ， １８７５ 年颁布了公共卫
生法 。这一系列法律的制定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早期公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但是 ，环境污染的程度和范围并没有因为法律的制定而有所减轻 ，相反 ，在工业
革命后的近 ２００年时间里 ，环境污染程度日益加深 ，影响范围日益扩大的趋势没
有得到根本改变 。通常 ，我们把影响集中在特定区域的环境问题称作 “特定地域
性 （local）” 环境问题 ，或 “公害问题” ，如日本四日市哮喘病等 ；而将影响为全
球规模的环境问题 ，如全球温暖化 、臭氧层破坏 、物种减少 、热带森林面积的减
少以及沙漠化等问题称作 “全球性 （global）” 环境问题 。 此外 ， 还有影响范围
超过国界 ，但却未波及全球的 “地区性 （regional）” 环境问题 ，如存在于欧洲各
国的酸雨问题等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后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各国的推进 ， 公害问题层出不
穷 ，相继出现了影响巨大 、造成多人死伤的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 “十大公害事
件” ，以及不胜枚举的其他大小公害事件 。 随着对公害事件及其危害程度的认识
和了解 ，人们开始逐渐认识环境污染对自身的身心健康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
开始对 “经济增长等于发展” 的模式产生怀疑 ，并进而产生了要求改善环境质量
和消除公害的强烈愿望 。 １９６２ 年 ， 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 · 卡逊 （Rachel Car唱
son） 发表了引起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 枟寂静的春天枠 ，描绘了一幅由于化学农药
污染所带来的动植物大量死亡的可怕景象 ，惊呼人们将失去 “春光明媚的春天” 。
卡逊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 。在这一思潮的推动
下 ，联合国于 １９７２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大会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并发表了 枟人类环境宣言枠 。这次会议是人类关于环境与
发展问题重新思考的里程碑 。来自 １１３个国家的 １ ３００多名代表就公害问题达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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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认为公害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对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 ，并开创了各
国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先河 。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 ，大气污染 、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恶化 ，
其影响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经历了从局部范围扩大到全球规
模 、从可逆转性污染向不可逆转性污染的重大转变 ，公害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全球
环境问题 。地球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为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 ，如臭氧层的破坏 、温
室效应的加剧 、海洋和森林的生态危机 、 土地的沙漠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等 ；
不可降解的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大量堆积 ，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逼近和超越资源与
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 。公害问题恶化成为地球环境问题的这一过程又可以
分为如下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为各种工业污染问题 （pollution related problems）
的产生 ；第二阶段为自然遭受破坏问题 （nature related problems） 的产生 ； 第
三阶段为环境质量的恶化 （amenity related problems） 。

那么 ，公害问题与地球环境问题究竟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公害问题与地球
环境问题之间有以下六点不同 ：

（１） 影响的空间范围不同 。公害问题往往会对工厂所在地的居民的身心健康
带来破坏 ，而地球环境问题则会招致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 ，从而威胁整个人类的
生存 。

（２） 企业与居民之间关系不同 。在公害问题之中 ，企业是加害者 ，居民是受
害者 ，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界定明显 ，企业与居民的对立关系较为明确 。而在
地球环境问题之中 ，以全球温暖化为例 ，在全球温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中 ，一般家庭所占比例约为 １１ ％ ， 加上私家车的排放量 ， 这一数字大约为 ２２ ％
（１９９６年度的数字） 。也就是说 ， 对于环境问题来讲 ， 企业与居民同为加害者和
被害者 ，而解决环境问题 ，需要二者共同的努力 。

（３） 影响的可辨程度不同 。由于公害问题影响范围相对集中 ，其危害性往往
一目了然 ，易于辨认 ，对其防治问题较容易在社会上取得共识 。而地球环境问题却
不易辨别 ，个人一般很难会有切身体会 ，而对其防治的力度往往较难取得共识 。

（４） 不确定性 。公害问题在因果关系以及责任关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
性 。但是 ，环境问题的不确定性的程度更高 。再以全球温暖化为例 ，地球正在逐
渐变暖这一事实虽然已被广泛接受 ，但是围绕温暖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以及温
暖化的速度与影响等众多技术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此外 ，地球环境问题不但
包含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 其防治费用也相当巨大 ， 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制约作
用 。正如 枟京都议定书枠 的通过过程所显示的那样 ，针对有关各方应当分摊多少
成本这一问题 ，各国间很难达成一致 ，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

（５） 南北问题 。公害问题基本上是国内问题 ，而地球环境问题却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现在的发达国家所造成的 。因此发达国家首先必须承担解决环境问题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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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当然也还应当看到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发展中国家在
未来也要承担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的责任 。可以说 ，地球环境问题还有政治色彩极
为强烈的一面 。

（６） 影响的时间跨度不同 。公害问题基本上是影响当代的问题 ，而地球环境
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子孙后代的问题 。当今人类的经济活动将对未来人群
带来各种影响 。所以人类为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 ， 将会造福子孙后
代 。因此 ，从长期的效率性观点出发 ，解决当今人类与子孙后代之间的利益分配
问题 ，即世代间公平问题 ，是地球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特征 。

公害问题与地球环境问题的区别如表 １唱１所示 。

表 1唱1 　公害问题与地球环境问题的区别
公害问题 地球环境问题

１畅 影响空间范围 特定地区 全球范围

２畅 企业与居民的关系 对立关系 二者均为加害者和被害者

３畅 影响的可辨性 可辨性强 可辨性弱

４畅 不确定性 小 大

５畅 国际政治要素 无 南北问题

６畅 影响时间跨度 现在 现在到未来

　 　 资料来源 ： 山口 ， 枟地球環境問題 と 企業枠 ， 东京 ： 岩波书店 ， ５

三 、地球环境问题的起因及本质

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在大气圈 、水圈 、土壤圈以及生态系统之间不断移动 。这
些移动构成了由食物链 、光合作用等化学变化和大气及水的循环等所组成的自然
循环 ，以及伴随人类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商品的生产 、使用 （消费） 和废弃等人工
循环 。自然环境通过自然循环 ，运用其内在的再生与净化机能 ，修复人们利用过
的自然资源 ，并净化生产 、消费和废弃环节中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质 。生态学认
为 ，所谓环境破坏与环境污染 ，就是指人们所利用的自然资源与产生的污染物质
的量 ，超过了自然环境本身所能够修复或净化的能力 。 而地球环境问题的产生 ，
则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超越了地球整体的修复及净化能力的界限 ，不能被处理的
污染物在环境中不断堆积 ，从而带来一系列问题的现象 。以全球温暖化为例 ，所
谓全球温暖化 ，是指燃烧化石燃料和其他燃料所产生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各种温
室效应气体 ，在大气中不断蓄积 ，像温室一样覆盖全球 ，使热量不能散发到地球
之外 ，造成地球整体的温度不断上涨的现象 。随着温室效应的不断进行 ，地球温
度将会不断升高 ，造成南极冰冠融化 ， 海平面升高 ， 还会带来气候的异常变动 ，
引发大规模干旱和洪水 ，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 危害人类的生存质量 。 也就是说 ，
人工循环影响了自然循环 ，而自然循环反过来又会影响人工循环 。如果不采取措
施制止这一恶性循环 ，将会带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两败俱伤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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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经济学又是怎样看待和分析环境问题的呢 ？经济学家一般将地球环境
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市场的失败 。如果各个经济主体 ，在充分考虑环境破坏所带来
的成本 ，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了谋求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而展开行动的话 ，就可以
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以及从社会整体来讲效率水平最高 ，社会福利水平最大的
状态 。而在现实之中 ，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这样一个理想状态 ，主要是因为环境
资源本身没有被赋予适当的价格 。我们知道 ，清洁的空气 、水和能够将各种废弃
物予以净化的环境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资源 ，这一所属关系意味着这些资源同
时不是任何成员个人的私有物 。任何一个成员可以随意享用自己所需要的量 ，但
是 ，这些资源却不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 ， 而是稀缺的 、 具有枯竭性的资源 。
使用原本稀缺的环境资源却不支付使用费用是因为环境资源本身并没有价格 。也
就是说 ，现有的价格体系由于没有能够涵盖环境破坏的成本 ，结果导致了环境破
坏这样一种外部不经济性 。

图 １唱１描述了导致环境破坏的机制 。一般来讲 ，生产者要寻求最大利润 ， 而
消费者则寻求最大效用 。表示全体消费者在不同价格下对于产量的需求的曲线即
社会整体的需求曲线 D ，而表示全体生产者在不同价格下所愿意提供的产量的曲
线即为社会整体的供给曲线 S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
就是产出的均衡价格 P 倡 和均衡交易量 Q倡 ， 此时总需求与总供给相一致 。 在这
里 ，供给曲线可以看作边际费用曲线 ，简称 MC 。如果我们假设随着产量的增加
而使环境遭到破坏 ，那么 ，考虑环境破坏的边际费用就要比不考虑环境破坏的边
际费用要高 。 与没有考虑环境破坏的曲线 MC 相对应 ， 我们把考虑过环境破
坏的边际费用曲线称作社会性边际费用曲线 ，简称 SMC 。这时 ，社会整体的均

图 １唱１ 　环境破坏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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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价格升高 ，为 P′ ；而产量则减少为 Q′ 。也就是说 ，如果考虑环境破坏的影响 ，
将环境成本内部化 ，整个社会最为理想的产量水平是 Q′ ，而如果在 Q倡 生产和消

费的话 ，就会产生过量生产和过量消费 ，造成环境的破坏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
降低 。

以上 ，我们应用经济学的观点对环境破坏的成因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指出环
境破坏是环境成本未能被纳入市场价格机制的结果 。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将环
境成本纳入市场价格体制是政府的职能 ，而非企业与消费者 （居民） 的职能 。但
是 ，这并不是说企业与居民可以袖手旁观或无所作为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在
克服公害问题的过程中 ，居民对公害问题的关心迫使企业与政府联合起来解决公
害带来的危害 。特别是政府通过制定和强化排放标准 ，对企业开发公害防治技术
提供资助 ，以及与企业就防止公害达成的协议等措施同时实现了污染物质排放量
的降低与 GDP的增长 ，缓解了公害问题的严重性 。 但是 ， 到了地球环境问题的
阶段 ，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二氧化碳的海底固定以及有效利用太阳能等防止全球
温暖化的技术不但费时 ，而且所需研发费用庞大 ，很难从中盈利 。也就是说 ，要
想从本质上解决地球环境问题 ， 不但企业要改变 ， 而且个人与政府也要发生变
化 。特别是 ，消费者要带头改变现有的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的生活模式 ，促使政
府和企业改变自身的运作方式 ，承担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 。

第二节 　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 、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有专门研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的一个分支学科称为环境

经济学 。环境是指环绕于人类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整体 ，它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环境系
统 ，包含有大气圈 、水圈 、岩石土壤圈和生物圈四个部分 。经济系统是指人类的经
济活动 ，包括生产 、分配 、交换和消费四大部分 ，也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 。 这两
个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 它们通过物质 、 能量 、 信息的交换 ， 相互作用 、
相互联系 ，耦合成一个整体 ，称之为环境经济系统 。根据环境经济学理论 ，环境
与经济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 ，即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对环境
的变化起主导作用 ，经济发展可对环境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 ，而环境的变化反过
来又影响经济的发展 ，所以环境和经济之间起着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

１畅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环境的物质基础作用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１） 人类为要进行经济活动 ，必须向环境系统索取自然资源 ，通过一系列的

劳动和加工 ，将获得的资源 、能源转化为人们所需的各类产品 ，再经过分配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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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环境系统向人类经济活动所提供的资源与
能源的种类 、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

（２） 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总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废弃物 ，除了一部分回收 、
加工 、转化 、再利用外 ，最终会有一部分排入环境系统 。环境系统具有扩散 、储
存 、同化废弃物的机能 ，这种机能利用得好 ，就能为人类免费提供净化废弃物的资
源 ，减少人工处理废弃物的费用 ，如果破坏了这种机能 ，就会危害人类的健康 ，或
者增加治理废弃物和恢复环境机能的费用 ，从而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３） 经济活动需要有一定的环境条件作保证 ，如土地 、阳光 、水源等 。
２畅 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变化起主导作用
人们进行农业生产活动 ，如果遵循自然规律 ，就可以从自然界获取大量的物

质财富 ，而且能使自然资源再生产实现永续的良性循环 ，环境质量不断提高 ，而且
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 ，如滥伐森林资源 、破坏土地
资源等 ，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环境质量严重恶化 ，农业生产处于恶性循环中 。

工业生产更是以环境提供的自然资源为基础 ，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
大 ，对自然资源的索取愈来愈多 ，人们索取的自然资源如生物 、水源 、土壤等如
若超过了这些资源的再生增殖能力 ，就会使自然资源遭到破坏 ，同时由于向自然
资源排放的废弃物愈来愈多 ，超过了环境的容量 ，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 。解决上
述环境问题的办法 ，一是合理适度开发自然资源 ，提高利用效率 ；二是实现废弃
物的资源化利用 ，减少废弃物的排放 。

由此说明经济发展对环境变化起主导作用 ，但不是决定性作用 。
３畅 环境和经济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环境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环境系统受到污染和破坏后 ，不仅使社会

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环境资源趋向枯竭 ，会限制经济的发展 。经济对环境
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环境系统保护和改善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环境的改善程
度总是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 ，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

环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环境系统的良性循环可使环境资源的再生

增殖能力大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需要 ， 这样经济增长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
础 。而且由于环境系统可以容纳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的更多的废弃物 ，从而促进
生产的发展 。经济对环境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们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
用 ，将自然环境改造成人工环境 ，并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建设成最优化的生
活环境和产业环境 。经济的发展可为环境保护和改善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完善的
设备 ，促进人们对环境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

由此可见 ，环境和经济既有其矛盾的一面 ，又有统一的一面 。只要正确处理
两者的关系 ，充分发挥与利用其相互促进的一面 ，是可以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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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环境和经济的相互作用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 至少可以区别为以下三个方
面 ： ① 新古典派的经济学 ； ② 马克思经济学 ； ③ 物质代谢论 。

１畅 新古典派的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派是以 Arthur Pigou 的 枟福利经济学枠 ① 为起始 ， 以 “外部

性” 概念为中心研究环境问题 。 这里所说的 “外部性” 是指的确位于市场之
“外” 。为了说明 “外部性” 这个概念 ，现假设某种制品的生产 、消费和废弃过程
中 ，伴随有环境污染发生 。譬如 ， 伴随着该制品的生产 ， 产生了大气污染物质 ，
并对当地的居民健康产生危害 。这时候 ，对当地居民所受到的健康危害的大小可
以近似地以金钱的形式进行评价 。由于污染物质的缘故而患上哮喘病的情形 ，去
医院的交通费和治疗医药费就成为健康损害用货币评价的依据 。另外 ，由于哮喘
病而导致工作的困难 ，工资的减少部分也包含在货币评价的范围之内 。当然 ，评
价居民所受到的精神方面的痛苦是困难的 。与人命损失一样 ，在用金钱评价健康
损害时 ，会产生伦理上是否妥当的问题 。但是 ，货币评价具有有利的一面 ，它可
以将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损害 ，用统一的货币指标近似地评价 。

现在 ，我们把健康受到危害的当地居民的损害费用加以总计 ，称之为 “外部
费用” 。外部费用并不是健康受到伤害的当事人的责任费用 ， 而至少是污染物产
生者的责任费用 。但是 ， 制品的价格中包含有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费用 ， 如人工
费 、原材料费等 ，而对环境带来影响的外部费用却完全没有反映 。本来在该制品
的生产费用中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外 ，外部费用也应该计算在内 。现实
中没有那样做 ，意味着该制品在市场上 ，以低于市场期待的价格 ，大量进行着贩
卖 。因此 ，不论是该制品制造的责任者企业 ，还是购买该制品 ，并在其使用中得
到好处的消费者 ，都没有负担该外部费用 ，这正是问题所在 。外部费用被转嫁到
与该制品的生产 、消费和废弃完全没有关系的第三者身上 ，即当地的居民 。新古
典经济学派称之为 “发生了外部不经济” 。 这样的外部性是指 ， 市场价格没有适
当地反映环境 ，市场内部的生产者 、消费者也没有对环境进行考虑 、计划这一状
况 。因此 ，新古典经济学派对环境问题所开的处方是 “外部不经济的内部化” 。
也就是说 ，有必要对产生外部费用的原因方进行征税 ，伴随着该制品价格的人为
向上抬高 ，把它的生产量水平抑制在适当的水平 。这种税制以其提倡者的名字命
名为 “Pigou税” ，或者称之为 “环境税” 。当外部不经济发生时 ，用经济学的术
语即称为 “福利损失” ，即由于发生了资源分配上的非效率性 ， 有必要将其内部

·２１·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① 气贺健三 、 千种义人 、 铃木良一 、 福冈正夫 、 大熊一郎译 ， 共 ４ 册 ， 东洋经济出版社 ，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５ 年



化 ，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水平 ，这也是这种考虑方法的背景所在 。新古典经
济学派以这种外部性的概念为基础 ，进行环境分析 ，以所谓的 “外部不经济的内
部化” 为切入点 ，能够提出极为强力的政策措施 。但是 ，外部性概念的最大缺陷
是 ，如同对环境规定的那样 ，也存在没有规定的地方 。 “外部性” 只是指没有通
过市场调节的负影响 ，除此以外 ，没有别的规定 。

２畅 马克思经济学
它所具有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加以批判 。 宫本宪一自从出版

枟可怕的公害枠 ① 一书以来 ，就成为了日本研究环境问题的先驱 。 马克思在他的
各种著作中对环境问题并没有从正面提示其理论分析的框架 。因此 ，如果宫本想
要站在马克思的分析视角进行环境问题的分析的话 ， 他必须开发原创的分析框
架 ②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马克思的 枟资本论枠 中的以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倾
向” 为标题的第 １卷第 ２３章 ，以及以 “关于不变资本的节约因素” 为标题的第
３卷第 ５章 。马克思在这些章节中 ，对工厂和劳动者居住的卫生状况以及由贫困
引起的劳动者健康状况的恶化问题等进行了论述 ，也就是对现代所说的环境问题
在进行分析 。马克思的特点是 ，与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动态分析相联
系 ，对卫生和环境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说明 。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 ，资本积累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既存资本总量的增加 ，还意
味着资本内容构成的变化 。伴随着资本积累 ，生产技术的构成将提高 ，构成资本
部分的工资 （可变资本） 的比率相比构成资本部分 （不变资本） 的生产设备等而
言 ，将逐渐降低 。因此 ，资本积累将带来机械设备的增加 ， 而不会使雇用增加 。
如果伴随着资本积累 ， 雇用增加率慢慢地减少 ， 并且比劳动人口的增加率低的
话 ，就会发生劳动人口过剩 ，失业者就会在社会中不断增加 。这样的失业者的增
加 （产业预备军） 将变为从业人员工资下降的压力 ，劳动者的居住环境和卫生状
态将更加恶化 ，并且将陷于贫困的痛苦中 。

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这种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比率提高 ，将出现利润
率降低的倾向 。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 ，可变资本是带来利润
的源泉 ，这种相对比例的降低 ，就意味着利润的相对减少 。所以 ，在资本积累的
过程中 ，为了提高利润率 ，就有必要尽可能减少不变资本中对直接利润的创造没
有贡献的项目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不变资本率的降低就意味着利润率的
提高 。这样 ，就会使维持劳动者卫生和安全状态所必要的但同时又与创造利润不
能直接联系的不变资本支出减少 。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既无环境政策 ，市民环境意识也不高的情况下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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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全面优先对劳动者带来的恶劣影响进行了明确的分析说明 。马克思的分析
至少是对 １９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模型化 ， 与现代资本主义对健康和安全的权利
加以保证 、对环境政策加以完备是不同的 。即便这样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
已进行了非常明了的分析 。

３畅 物质代谢论
它主张环境和经济的关系并非由市场分析的扩张而得出 ，而是具有从 “人与

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 而得这一特征 。物质代谢论认为自然对人类而言不仅仅是
简单的外部存在 ，与其把它作为制约的主要因素 ，还不如把他们的相互作用放在
理论构筑的基轴上 。也就是说 ，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索取作为资源的物质 ，并对其
进行加工利用 ，最后又把废弃物排放回自然界 ，把这一系列物质代谢过程作为环
境经济学的分析研究对象 。如果从自然界索取过剩的物质 ，自然界可用来提供的
资源就会趋于枯竭 ；如果排出的废弃物超过了自然界的处理能力 ，废弃物将不能
被同化吸收 ，进而引起环境的恶化 。 人类社会并不是那样单独地靠自律而存在 ，
而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受其制约而存在 。基于上述的认识 ，玉野井芳郎从
市场分析的 “狭义的经济学” 中脱离出来 ，提倡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总体来
分析的 “广义的经济学” 。关于物质代谢论的理论展开 ， 受到把物理学有关熵的
理论应用到经济学中的 Nicolas Georgescu唱Roegen的 枟熵的法则与经济过程枠 一
书的影响 ① 。室田武和槌田敦认为现代社会一贯从自然界不断采取低熵状态的资
源 ，并且对其进行加工和利用 ， 最后以高熵化的废弃物的形式再排放回自然界
中 。生态系统基本上是将系统内产生的熵不断向系统外丢弃 ， 以维持物质循环 ，
具有开放定常系统的特征 。但是 ，如果人类社会不断向自然界释放超过其处理能
力的熵 ，都将会使自然界的同化和吸收能力遭到破坏 ，带来生态系统的危机 。如
果要使这种危机得以回避 ，就有必要驾驭物质循环应有的规律 ，使生态系统免遭
受不可逆的破坏 。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活动要遵循自然科学物质循环法则的大
框架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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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概念

一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从经济学的立场看 ，环境和经济的关系不单单是静态 、循环的关系 ，还是相
互作用 、动态发展的关系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给环境带来了负面的作用 ，这种负
面作用通过环境政策得到控制 ，但环境政策也会使市场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经济
结构的变动 。要把握这种相互的作用 ，就有必要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环境和经济
的关系 。这样 ，就会成为研究 “发展是什么” 这样一个问题了 。 可是 ， 截至目
前 ， “发展” 也意味着 “经济成长” ， 并且是以人均 GDP 的增长这个指标来进行
衡量 。本来 “发展 （development）” 和 “经济成长 （grow th）” 是应该相互区别
的概念 。正是在经济高度成长的过程中 ， 引起了深刻的公害问题 ， 因此在 １９７０
年左右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是否就一定会使福利水平上升 ，这一疑问就产
生了 。于是 ， 有关纯国民福利指标 （net national welfare ， NNW） 以及绿色
GDP等考虑环境影响的指标被开发出来了 。 具体而言 ， 就是把经济成长过程中
产生的环境恶化的货币评价金额 、为防止公害而支出的费用 ， 从通常的 GDP 中
扣除 ，进而做成的指标 。按照这些指标 ，经济成长所伴随的环境破坏越严重 ，则
实际的 GDP就会越低下 。遗憾的是 ， 在这些指标的计算中 ， 与环境有关的情报
统计的正确性方面存在难点 ，同时统计本身也有入手困难的情况 ，很难说这些指
标已经确定下来了 ， 所以其政策上的含义也就非常有限 。 尽管如此 ， 这些指标
具体地表明了只有人均 GDP 的上升 ， 并不能成为发展的指标 ， 这是非常重要
的尝试 。

现在 ，让我们列举在追究与经济成长不同的发展概念时 ，具有重要理论贡献
的 “内生的发展” 概念 。 １９７５ 年 ， 日本的西川润认为内生发展概念起源于瑞典
Hammarskj迸ld财团在联合国经济特别总会上所作的报告 枟什么应该做枠 。 它的
内容包括以下诸要素 ， 即满足人类基本的需要 ， 是内生自发的 、 生态系统健全
的 ，并且对经济社会的构造变化能进行柔性对应 ，自身也能随之而变化 。西川润
认为内在的发展是以人类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 ，否定受外界控制的发展 ，追求
共生社会的建立 ，并且担当这种社会主体的组织形态是采用协同主义和自主管理



的形式 ，以重视地域分权和生态系统为基础 ，规定沿着符合自立性和定常性的发
展道路前进 （西川润 ， ２０００） 。同样 ， 对内生发展概念进行了长年探求的日本学
者鹤见和子 ，对它的内容作了如下的规定 ：内生的发展其目标是人类所共同拥有
的 ，为了达成目标的途径和所创造出的社会模型是具有多样性的社会变化过程 。
共同的目标是 ，地球上所有的人类和集团在充分满足其衣食住行的同时 ，发现其
作为人类的各种可能性 ，并且创造相关条件 。这就意味着要改变产生现实存在的
国内以及国际间的差别的社会构造 … …达到此目标的途径 、实现了此目标的社会
的容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 ，要根据不同社会和地域的人们以及集团而变化 ，与
其固有的自然环境相适应 ，以其文化遗产为基础 ，遵从其历史条件 ，并与外来的
知识 、技术 、制度等相对照 ，通过自律创造出来 。因此 ，如果地球规模的内生发
展进行的话 ，那将会是多体系的发展 ，不分发展的先后 ，彼此之间对等地 、活跃
地相互进行着经验交换 （鹤见和子 ， １９９６）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联合国本着必须研究自然 、 社会 、生态 、经济以及利
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 ，确保全球发展的宗旨 ， 于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成立了以
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 （G畅 H畅Brundland） 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负责制定长期的环境政策 ，研究能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的途径和方法 。经过 ３年多时间的深入研究论证 ， 该委员会与 １９８７ 年向联合国
大会提交了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报告 ，该报告分 “共同的问题” 、 “共同的挑战” 、
“共同的努力” 三部分 ，在系统地讨论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 、 社会和环
境问题之后 ，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 。该报告指出在过去 ，我们关心的是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而现在我们正在迫切感受到生态环境压力对经
济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因此 ，我们需要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它不是一条仅
能在若干年内 ，在若干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 ，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
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 ，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报告对可持续
发展立下这样的定义 ： “既满足当代人的要求 ，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
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这一概念在 １９８９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第 １５
届理事会通过的 枟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枠 中得到接受和认同 。这份报告公开发
表后 ，不知受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何种驱使 ，引起了爆发式的文献增加 。这其中
一部分是由此概念的魅力所引起的 ， 一部分是反对此概念的不明了性所招致的 。
这个概念的魅力在于 ： ① 它是从截至目前的有关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相互不容
的对立关系认识中脱离出来 ，提出在环境保护的框架中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规律
这一新的问题 。 ② 它为把环境的关心与 “世代间公平” 联系起来进行把握提供
了新的方法 。 ③ 它把 “世代内公平” 与 “世代间公平” 概念结合起来提出 ， 抑
制了以追求 “世代间公平” 为中心的倾向 ， 使这两个概念能够得到平衡 。 但是 ，
反对者认为这一概念只停留在一般的规定上 ，缺乏明了性 ，因此 ，对其有各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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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解释 ，出现数十种不同的定义 。

二 、 “强可持续性” 与 “弱可持续性”

受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关心也
一下子高涨起来 ，议论的导火索是以有关经济成长论业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Solow Robert 所著 枟世代间公平和枯竭性资源枠 的论文 （Solow ， １９７４） 。 以此
论文为出发点 ，一系列的文献对有关问题的认识是 ，对枯竭性资源进行采取和利
用的同时 ，通过时间轴线 ，人均实际消费水平 （或效用水平） 如何才能保持一定
这一问题 。也就是说 ，这里的 “世代间公平” 被解释为消费水平在世代间保持一
定 ，消费水平保持一定的前提条件是生产水平必须保持一定 。

（一） 弱可持续性

生产通常是在 “资本” 和 “劳动” 生产要素的投入下进行的 ，这里我们忽略
劳动 ，只考虑资本的情况 。如果其他的条件一定的话 ， 为保持生产水平的一定 ，
投入的资本量就必须保持一定 。资本由 “人工资本” （通常意味着私有资本 、 社
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和 “自然资本” 组成 ，两者的合计资本总量保持一定是消费
水平保持一定的必要条件 。很明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枯竭性资源的开采也在进
行 ，其自然保存量将不断减少 ，但是 ，由于枯竭性资源利用的效率性而发生的收
益 ，能够再投资于人工资本 ，并使人工资本增加的话 ，那么资本总量将可以保持
一定 。也就是说 ，枯竭性资源减少的部分如果正好由人工资本投资得以补充的
话 ，消费水平就可能保持一定 。这种消费水平保持一定的必要条件采用研究者的
名字命名 ，称之为 “Hartwick法则” 。以自然资本和人工资本这种无限制的替代
可能性为基础的可持续性概念 ，一般被称为 “弱可持续性” 。

但是 ， 对于这种极端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框架 ， 虽然得到了许多人的
认可 ， 但至少在以下两点可以持有异议 ： ① 总资本量保持一定的前提条件是
自然资本和人工资本的完全替代必须成立 。 即便把 “自然资本可以由人工资本
来代替” 这一立场的伦理妥当性先放置一边 ， 也会产生这样的悬念 ， 这样圆满
协调的替代在技术上是不是可能 。 ② 在以上的理论框架中 ， 自然资本只作为
单一的投入要素来看待 。 另一方面 ， 人们的效用水平被假设为以一般的消费水
平为基础而决定 。 但是 ， 现实中自然资本还具有提供使人愉快的功能 。 通过消
费这种愉悦 ， 人们的效用水平将预计提高 。 新古典经济学派却无视自然资本的
这种功能 。

（二） 强可持续性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框架 ， Herman E畅 Daly 等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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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强烈的批判 。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完全替代的假定上 。这
种假定成立的背景是 ，根据价格机制协调地发生作用 ，资源的稀少性能够完全由
价格情报来反映这一前提 。也就是说 ，随着自然资本的开采 ，其稀少性将越来越
高 ，这种现象反映在价格上就是自然资本相对于人工资本的价格将越来越上升 。
因为生产者追求生产费用的最小化 ，生产中使资本构成内容发生变化 ，从而抑制
费用的上升 。因为这样就将抑制价格高涨的自然资本的利用 ，用价格相对便宜的
人工资本来代替就显得比较合算 。这样一来 ，通过价格机制自然资本和人工资本
就可以 “自动地” 进行替代 。但是 ，这种假定在现实中却不存在 。像石油那样作
为生产要素 ，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的场合 ，为反映其稀少性 ，可以巧妙地假定价
格机制能发生作用 。但是 ，对于大多数没有市场化的自然资本价格而言 ，从开始
就不能在市场上评价 。即使它的存储量变得非常稀少 ，也不能通过价格来把情报
进行传递 。结果就可以是替代将不能发生 ，环境将蒙受不可逆转的损失 ，资源也
许会趋于枯竭 （Barbier ， １９９０） 。这种批判是非常正当的 。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派
“弱可持续性” 概念的替代 ，他们认为自然资本的水平不是其价值额 ， 而是物理
意义上的随时间轴保持一定 ，并把此作为可持续概念的根本命题来采用 。以此可
持续假设为基础的概念 ， 相对于 “弱可持续性” ， 被称为 “强可持续性” 。 从这
里 ， Daly （１９９５） 引出了以下的资源利用规则 。

排出规则 ： 废物 （废弃物 、 污染物） 的排出必须在环境的同化吸收能力范
围内 。

投入规则 ： ① 可再生资源的场合 ，其采取率不能高于它的再生率 。 ② 枯竭
性资源的场合 ，其采掘率必须在其他可再生资源代替此枯竭性资源的可能比例范
围内 。

“强可持续性” 概念把自然资本赋予物理意义上的涵义 ， 把其随时间保持
一定之事作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优先的准则 。 并且它有这样的特点 ， 经济活动
以上述准则为基础 ， 服从在资源利用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 。 这种概念对
“弱可持续性” 所具有的问题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 因为提出了代替的准则而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但是 ， 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也孕育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
第一 ， 对价格机制和技术革新的潜在力的评价过于低下 。 的确 ， 对其潜在力的
评价虽然不可没有限制 ， 但是完全不予以评价也有理论上的缺陷 。 实际上 ，
１９７２ 年发表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书 枟成长的界限枠 ， 曾推测石油将在 ２１ 年后
枯竭 （Donella et al ．， １９７２） ，但是那以后 ， 石油危机使石油价格发生高涨 ， 节
能和向其他可替代能源的转换的进行 ，以及石油存储资源新的发现 ，从前经济上
困难的资源开采也变得比较合算 ，结果是到目前为止 ，石油并没有枯竭 。这可以
说是仅限于具有经济性的资源 ，同时也表明依据价格和技术革新的调整机制在发
挥其潜在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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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的第二个问题点是关于 “自然资本” 的概念 。 Daly主张自然资
本通过时间轴 ， 没有经人接触就保持一定 ， 但现实中 “人工” 和 “自然” 是不
可能明确地加以区分的 。 如森林 ， 地球上还没有使用的森林变得非常的少 ， 即
使是在日本人工林的比率也非常的高 。 把天然林开采 ， 用杉和扁柏来替代 。 的
确 ， 从原始森林价值评价的立场来看的话 ， 这是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 但是 ， 管
理良好的人工林和自然林一样 ， 对良好环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 即便谈到 “自
然” ， 如果考虑到人工进入的二次自然 ， “人工资本” 和 “自然资本” 就不再
是对立的两项 ， 它们的混合领域包含在内 ， 如何维持管理就必须变为理论的
课题 。

在这一点上 ，重要的是不要引起自然资本不可逆的损失 。自然界的阈值是有
限度的 。也就是说 ，自然界对一定程度为止的污染物的排放具有同化吸收的能
力 。但是 ，随着污染物慢慢地积蓄 ，超过一定的限度 （阈值） 后 ，就会突然引起
自然很大的变化 。并且 ， 自然一旦蒙受了不可逆的损失 ， 基本上是不可能再生
的 。这是具有的与人工资本明显不同的性质 ，对自然资本 ，应该适用与人工资本
不同的管理方法 。具体而言 ，应该抑制以招致不可逆损失的形式 ，进行自然资本
和社会资本的代替 。但是 ，现在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水平 ，对污染物排放到何
种程度才会引起不可逆的环境破坏 ；还有为了不引起地球温室化效应 ，二氧化碳
的排放应该允许到何种程度等疑问 ，遗憾的是有关它们的明确回答还基本上不能
作出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意识的决定 。

如果考虑到这种知识的不确定性 ，规定值不是设定在不超过阈值的最大限度
的水平上 ，而是应该设定在更加严格的水平上 ，大幅度地估计安全率 。这就是所谓
的 “最小安全基准” （Randall and Farmer ， １９９５） 。把最小安全基准的考虑方法引入
可持续性概念的争论中 ，将会是怎样的呢 ？那将会像 “强可持续性” 概念那样 ，而
与对自然资本完全不予以接触的考虑方法不同 ，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自然资本
和人工资本的替代 。但是 ，这种替代是在最小安全范围内制约下的 ，与认为资本间
的替代是无限制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考虑方法是不同的 。这样一来 ，以最小安全基
准的考虑方法为基础 ，就产生了人工资本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本的规定 。这样的资本
水平 ，称为 “决定性资本 （Critical Capital）” （Pearce and Warford ， １９９３） 。 “决
定性资本” 是指如果资本储量低于这个水平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失 。因此 ，我们
认为可持续性发展是 ， “自然资本的储存量不能低于最小安全基准为基础决定的
自然资本量的水平 ，以此为制约条件 ，世代内的公平考虑的同时 ，世代间的福利
水平 （well唱being） 至少要保持一定” ① 。 在这里作为保持一定的对象没有选择
“效用水平” 和 “消费水平” 是有理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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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一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远的事业 ，需要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 。展望未来 ，中国
需要政府 、各行各业和全民的参与 ，包括生产 、消费 、科学技术 、社会文化和伦
理道德的全面变革 ，以实现我们的生存发展同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 ，建立起新的
“绿色文明” 。

在建设新文明的过程中 ， 消耗了地球大多数资源的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行
动 ，变革生产 ，节制消费 ，革新技术 ，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中 ，履行在联合国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做的承诺 。同时 ，处于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
国 ，应该利用 “后发优势” ，不必因循发达国家以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轨迹 ， 不
盲目模仿高消费的模式及附属其上的以过度物质消费为标志的各种时尚和文化 ，
争取实现发展上的跨越 。应当看到 ，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发展适应环境要求的新技
术和产业 ，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竞争优势 。在这方面 ，中国可以跨越过一
些以高消耗 、高污染加高成本末端治理为特征的技术和产业发展阶段 ，致力于开
发同环境相协调的各种技术 ，包括清洁生产技术 、可再生资源开发技术 、节能和
清洁能源技术等 ；致力于推行清洁生产 ，选用清洁的生产原材料 ，开发清洁的工
艺和设备 ，建立新的企业管理和文化 ；致力于发展适度消费模式 ，包括健康的食
物结构 ，舒适 、节能的住房 ，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系统 ，以期在新的 “信息革
命” 和 “绿色文明” 时代 ，克服由环境危机加剧可能带来的生存和发展危机 ，建
立起真正可持续的强大现代经济体系 ，再创中华文明的辉煌 。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了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资源环境工作 。在 枟在
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枠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中 ， 他高瞻远瞩
地指出 ，在资源环境工作中 ， “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 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 ，都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 ，一定要把最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 。 … …要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 这一真知灼
见 ，是指导我们现实工作 ，特别是处理好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针 。

中华民族已经繁衍了数千年 ，孕育了以 “天人合一” 为内核的 、强调人与自
然和谐的传统文化 ，创造了以精细耕作的有机农业为代表的持续利用资源的生产
方式 ，在本世纪人类共同缔造 “绿色文明” 的新历程中 ， 也必然能作出自己的
贡献 。

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保证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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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通过技术的 、 观念
的 、体制的因素表现出来的能力 。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包括决策 、 管理 、 法
制 、政策 、科技 、教育 、人力资源 、公众参与等内容 ：

（１）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非常有效的管理体
系 。历史与现实表明 ，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的许多问题通常是由于决策与管理的不
当造成的 ，因此 ，提高决策与管理能力构成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要求培养高素质的决策人员与管理人员 ，综合运用规划 、法
制 、行政 、经济手段 ，建立和完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结构 ，形成综合决策与协调
管理的机制 。

（２） 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具
体化 、法制化的途径 ，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的实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付诸实
现的重要保障 。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法制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实现自然资源的合
理利用 ，使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得到控制 ， 保障经济 、 社会 、 生态的可持续
发展 。

（３） 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体系 。没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支持 ，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就不能实现 。科学技术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它可以有效地为可
持续发展的决策提供依据与手段 ，促进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的提高 ，扩大自然资
源的可供范围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提供保护生态环境和控制环境污
染的有效手段 。

（４）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系统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有高度的知识水平和高度
的道德水平 ，认识自己对资源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 。这就需要大力发展面
向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事业 。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不仅需要使人们获得可持续发
展的科技能力 ，也要使人们具备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水平 。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
育这种主要形式 ，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 。

（５） 可持续发展的公众参与 。 公众是可持续发展的行为执行者和最终受益
者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 ，必须依靠社会公众与社会团体最大限度的认同 、
支持和参与 。公众 、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的进程 。公众与社会团体不但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 ，特别是那些可
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决策 ，而且更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过程的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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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 、 社会 、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我国的环境保护起源和现状

一 、我国古代的环境行政与环境思想

我国的环境行政源远流长 ，历史久远 ，其中不乏时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的环
保思想 。在司马迁所著的 枟史记枠 之中 ， 就有舜设立 “驯顺上下草木鸟兽” ， 掌
管山泽的管官位 “虞” 的记载 ① 。 西周则在此基础之上又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分
工 ，设立了 “大司徒” 、 “山虞” 、 “林衡” 、 “川衡” 以及 “囿人” 等官职 ，来管理
各种环境资源 ② 。我国古代还十分重视通过法律形式来完善环境行政体系 。 西周
时期颁布的 枟伐崇令枠 规定 ： “毋坏屋 ， 毋填井 ， 毋伐树木 ， 毋动六畜 ， 有不如
令者 ，死无赦 。” 在商朝 ，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 “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 ③ 。 秦朝
制定的 枟田律枠 之中 ，也包含着很多的保护自然资源 ，改善环境质量的内容 。在
环境保护思想方面 ，我国在很早就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思想体系 ，强调人类活动
与自然界的协调统一 ， 如道教的 “人道合一” 思想 ， 儒教的 “天人合一” 思想
等 。西汉的 枟淮南子枠 作为对于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的最完善的论述 ，系统总
结了先秦环境保护政策 ，强调了农业生产应当合理利用生物资源 ，可谓我国古代
最早的有关可持续农业的论述 。正如 １９９９年曲格平所评价的那样 ， “到了秦汉时
期 ，保护生物资源的行动已由自发阶段进入了相当自觉的阶段 ，在理论上也达到
了相当高的水平 。”

唐代和宋代又近一步扩大了政府管理环境的职责范围 ，设立了大规模的禁伐
区和禁猎区 ，并加大了环境执法的力度 。但是 ，到了明朝中后期 ，特别是进入清
朝以后 ，迫于日益严峻的人口压力 ， 政府开始放弃或部分放弃了有关管制措施 ，
相继开放了东北 、西北及江南许多草原或山地 ，垦为农田 ，造成草原退化 、沙漠
扩展及林木破坏与水土流失 ，使环境遭到进一步破坏 ，对中国的环境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 （曲格平 ， １９９９） 。

从总体上来讲 ，尽管我国环境行政体系和环境保护思想历史较长 ， 水平较

①

②

③

参见 枟史记枠 之 枟五帝本纪枠

参见 枟周礼枠 之 枟地官司徒第二枠

参见 枟韩非子枠 之 枟内储说上枠



高 ，但并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我国古代环境整体质量不断恶化这一历史大趋势 。
大量考古发现证明 ， ４０００年以前的黄河流域覆盖着大规模的森林及草原 （Pont唱
ing ， １９９１） 。有关文献也记载在西周时期 ，黄土高原的森林及草原覆盖率还高达
５３ ％ （曲格平 ， １９９９） 。然而 ，随着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 黄土高原的植被却在
不断遭受毁灭性破坏 。在公元 ２００年左右 ，原始植被已经基本消失 。而黄土高原
植被的消失又直接导致了黄河泥沙量的增高 。 在宋朝 ， 黄河的泥沙含量为 ５０ ％ ，
明朝提高到 ６０ ％ ，而到了清朝 ，这一指标已高达 ７０ ％ （曲格平 ， １９９９） 。这一极
高的泥沙含量不但使黄河成为一条 “悬河” ， 还加剧了历次洪灾的危害的规模 ，
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随着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的恶化 ，我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也逐渐
东移 ，先是从陕西西安迁至河南洛阳 ，后又东迁至开封 ，而从南宋开始 ，最终迁
出黄河流域以外 （Alga and Cai ，２００３） 。这些都说明了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地区在
我国古代的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 。

我国古代相对先进的环境保护思想却没有能够有效阻止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这

一历史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深究其原因 ，对于促成我国当今的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持续协调发展 ，有着很大的启示作用 。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之所以
没有带来富有成效的成果 ， 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两点 ： ① 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
思想体系不够完善 ，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完整的 、具有可行性的指导人与自然的关
系原则的思想及行动准则 。 ② 没有能够在理论的基础上将理论转换成为系统的
政策目标 ，并明确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政策手段 。缺失明确的政策目标使
得我国古代的环境行政体系存在制度上的先天不足 ， 而仅有的政策又缺乏连贯
性 。在我国古代 ，受技术条件的制约 ，人口增长对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压力一直存
在 ，农业技术上的进步虽然会带来一时的平均粮食占有量的增加 ，但是这一增加
很快就被人口的增长所抵消 （Alga and Cai ，２００３） 。 １９９１年 ， Ponting 指出 ， 古
代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在导入现代化学肥料以前的极限 ，再加上子女平等
地继承父辈土地这一习惯 ，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耕作面积与产出都非常小的农户 。
高密度的人口与较低的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恶性
循环中 ，人民的生活一直都处在非常低的水平 ，而环境却在人们对更高产量的追
求下不断恶化 （Alga and Cai ， ２００３） 。而且 ，受到天灾或人口压力的影响 ，这一
脆弱的循环往往会因不堪重负而崩溃 ，从而招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由于古代封
建王朝的最终目的在于达成 “可持续性统治” ， 而环境保全仅仅是为了达成这一
最终目的的手段之一 ，因而 ，在 “可持续性统治” 受到威胁时 ，环境行政与法规
往往会被轻易修改 。而且 ，由于我国古代的环境行政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垂直性体
系 ，下层民众的需求很难被反映到上层 ，而上层的决策也难以顾全下层民众的需
求 ，环境政策很难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Alga and Cai ， ２００３） 。这些都是我国
古代环境保护成效不大的主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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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我国古代环境行政与立法之中存在的问题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
先进的环保思想与理念 ，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为具有现实性的政策目标及政策手
段 ，就不能有效地对环境进行保护 。而且 ，如何有效地缓解人口对于环境的压力
也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课题 。此外 ，对于环境行政在整个行政体系中的定位也
需要认真考虑 。环境行政究竟是为其他政策目标服务的 ，还是其他政策目标都低
于环境保护这一目标 ，环境政策优先度的确定对于环境行政的实施效果也起着决
定性的重要意义 。

二 、我国的环境保护现状

新中国成立 ５０多年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 ，工业化进程进展十分迅速 ，虽在环
境保护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总体而言 ，大气 、河流湖泊 、海洋等方面的污染还相当
严重 ，生态破坏还在不断加剧 。世界银行集团估计 ，中国大气和水体污染对人体健
康造成的危害每年损失达 ５４０亿美元 ，几乎占 １９９５年中国 GDP的 ８ ％ ，如果考虑
其他方面的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 ，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今后环境保护将面临
三大压力 ：工业化进程加快 、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 、全球化环境问题发展 。

经过 ２０多年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中以来的发展 ， 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
善的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 ，环境投资逐步增长 ，环境建设
的步伐不断加快 。我国近年来环保行政力度也不断加强 ， 初步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 。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所公布的 枟２００３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枠 ， ２００３年 ，全国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１ ６２７畅２３ 亿元 ， 比上年增加 １９畅４ ％ 。 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 １ ０７２亿元 ，比上年增加 ３５畅９ ％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２２１畅７３亿元 。
２００３ 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畅 ３９ ％ ， 较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
对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明显加强了我国环境治理能力 。 ２００３ 年 ， 全国建成
投产项目１１５ ９２２项 ， 应执行 “三同时” 项目为 ６３ ９０４ 项 ， “三同时” 验收合格
项目 ６１ ６４８ 项 ， “三同时” 执行合格率为 ９６畅 ５ ％ 。 其中国家环保总局全年共办
理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手续 ７８ 项 。 这些项目合计新增废水处理能力 ５９畅 ７７ 万吨／
日 ， 新增废气处理能力 ４ ４６９ ０７２ 万标准立方米／小时 ； 与上年相比 ， 实现减排
COD２０５ ０３８ 吨／年 ， 石油类 １１９ 吨／年 ， 氨氮 １ ５２４ 吨／年 。 此外 ， 该公报还显
示 ， ２００３年有关部门还强化了环境执法的力度 。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９ 月 ， 国家环保
总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 监察部 、 工商总局 、 司法部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 ，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 ，共出动
环境执法人员 ４９畅 ６ 万人次 ， 检查企业 ２０畅 １ 万家 ， 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２畅１ 万件 ；
关闭不法排污企业 ７ ３３９家 ，停产治理 ２ ０７９家 ，限期治理 １ ０９４家 。其中 ，国家
环保总局重点查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 ４０余件 ，公布了 ２６件典型环境违法案件查
处结果 。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污染反弹的趋势得到一定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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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十分关心我国的环保事业 。 ２００３ 年 ，
中央在 “两会” 期间召开第七次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胡锦涛总书记在座谈
会上明确指出 ： “环境保护工作 ，要着眼于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 、呼吸上清洁的
空气 、吃上放心的食物 ，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 ，
要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
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 ２００４年上半年 ， 胡锦涛总书记又在两院院
士会议上指出 ： “当前 ，我国发展势头很好 ，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
比如人口 、资源 、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 ，特别是资源的制约作用日益
明显 ；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环境治理的任务依然相当艰巨 。”
这些都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环保工作的重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

心 。在总结历史教训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党中央高瞻远瞩 ，提出必须树立
和落实以人为本 ，全面 、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同年 ３月 ，在中央人口资
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指出 ， “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促进人
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 、资源 、环境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
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 特别是 ， 一
定要实现 “经济发展和人口 、资源 、环境相协调 ，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
性” ，要在 “推进发展中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 ， 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
来发展的需要 ，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的目标 ，又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积
极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 ，为子孙后代留
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 。”

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环境保护行政体系还存在
着不少问题 ，还有待完善 。 １９９９年 ，曲格平指出 ，当前的环保行政体系 ， “从政
策内容来看 ，不少政策措施还建立在各级政府的传统计划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 ，
建立在主要领导人干预的基础上 ；从政策制定 、实施 、评估 、修正这一循环周期
来看 ，实施 、评估 、修正各个环节都相当薄弱 ；在相当多的地区 ，政府环境保护
部门执法力度不够 ，无法保证各项政策得到实施 ，直接制约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
这些问题都有待按照党中央所提出的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的思想逐步加以改善和完善 。

第二节 　经济 、社会 、生态的关系

一 、经济 、社会 、生态三位一体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既不是单指经济发展或社会发展 ，也不是单指生态保护 ，而是指
以人为中心的自然与社会复合系统的协调发展 ： ① 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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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体现了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 。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数量增长 ，更追求改善
质量 、提高效益 、节约能源 、减少废物 ，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实施清洁
生产和文明消费 。 ② 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基础 ， 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
力相协调 。因此 ，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 ， 包括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
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地球生态的完整性 ， 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 ，
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 。 ③ 可持续发展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
量为目的 ，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均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
提高人类健康水平 ，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享有平等 、自由 、教育 、人权和免受暴
力的社会环境 。

可持续发展可总结为三个特征 ：生态持续 、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它们之间
相互关联而不可分割 ，生态持续是基础 ，经济持续是条件 ，社会持续是目的 。人
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自然与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 、稳定 、健康发展 。

二 、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 ，科学技术水平日新月异 ，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和自
然环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社会物质产品也空前丰富 。但是 ，这种经济活动是
以对自然界的无情榨取为代价 ，这种对自然不负责任的态度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环
境问题 ，具体表现在 ：地球上空臭氧层的遭破坏 ； 大气 “温室效应” 现象加剧 ；
气象异常变动 ；若干地区大面积的酸雨出现 ；水资源短缺 ；水体环境污染 ；沙漠
化严重 ；沙尘暴频繁出现 ；森林锐减 ，土壤侵蚀 ；生物多样化减少等 。

由于人类今天对地球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利用 ，其力度较之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要大得多 ，其范围也广得多 ，因此环境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 ，这种全球性的生态
环境问题的出现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 ，没有
正确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 。所以要克服这种生态环境
危机 ，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要求重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
关系 ，即生态文明方式 。从现代系统论和全球生态学的观点出发 ，整个地球是一
个自组织的生态系统 ，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不过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人类
活动参与到地球整个系统中的活动中去 ，必须服从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 ，人类的
生存还是不能逃出地球的生物圈 ，从生态系统的观点看 ，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命运
是联结在一起的 ，生物圈的生存利益包含着人类的生存利益 ，并且高于人类的利
益 ，所以人类对生物圈的保护和发展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新的生态理论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观点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 ，同时又肯定了人类伟大的能动
作用 ，对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智又合理的规定 ，并为人类解决全
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和前景 。当代人类采取的节约自然资源 、治理环
境污染 、控制人口增长等一系列措施 ，一方面是受地球环境约束而被迫采取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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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行为 ，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处于保护地球生物圈自觉和主动选择的义务和道德
行为 ，也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关系的重要举动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 、可持续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其演变

１９９２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里约会议为人类举起可持续发展旗帜 、 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作了有力的动员 。跨世纪的绿色时代或可持续发展时代从这次会议开
始真正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

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日益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有识
之士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造 。扭转
全球环境恶化趋势 ，给人类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 、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
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 。环境问题的大辩论的中心议题也开始逐渐集中在
对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探究 。为适应这一转变 ， 联合国在 １９８３ 年专门成立了世界
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专门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 。 该组织在挪威前首相
布伦特兰夫人领导下 ，经过世界范围专家近 ３ 年的艰苦工作 ， 在 １９８７ 年 ， 向联
合国提交了旨在详细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的报告书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 在这
本著名的报告书中 ， WCED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作了界定和详尽的理论阐发 ，指
出我们应该致力于走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兼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并将可
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

在 WCED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基础之上 ， １９８８ 年 ，联合国又提请
联合国环境理事会就 “可持续发展” 一词进一步草拟出了一个为可以为国际社会
所广泛接受的涵义 ： “可持续发展 ，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
需要之能力的发展 ，而且绝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
会认为 ，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 ，必须涉及国内合作和跨越国界的合作 。可持续发
展意味着走向国家和国际的公平 ，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及发
展目的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此外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
际经济环境 ，从而导致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持续经济增长与发展 ，这对于环
境的良好管理也是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维护 、合理使用并且
提高自然资源基础 ，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的增长 。可持续的发展还
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 ，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
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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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ED的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 １９９２年 ６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又更明确地阐述为 “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与后代在环境与
发展方面地需求 ，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 ①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立了
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新战略的重要地位 ，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
向行动 ，是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 。非常明显 ，在联
合国系统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就在于如何在世代之间分配利益与责

任 。也就是说 ，当代人不但要关注自身的利益 ，而且还要承担不损害后代利益的
责任 。正是在这一点上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与始自工业革命的发展模式截然不
同 。正如我们在前面论述的那样 ，后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做大经济蛋糕 ，而这
却在很大程度之上只是今世的利益所在 。正是因为后者将着眼点集中在现在 ，因
而又是一个 “近视的” 发展模式 。而前者 ，由于其强调了需要公平地满足后代的
发展需要 ，因而将需要着眼的时间范围由现在延伸至无限未来 （Cai ， ２００４）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 枟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枠 、 枟２１ 世纪议
程枠 、 枟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枠 等重要文件并签署了联合国 枟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枠 、联合国 枟生物多样性公约枠 ，充分体现了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新思
想 ，反映了当代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其
中 ，被认为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的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由
“社会和经济方面” 、 “保存和管理资源以促进发展” 、 “加强各主要群组的作用”
以及 “实施手段” 等四部分组成 。 如表 ３唱１ 所示 。 该议程提出了为了达成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所应采用的具体战略 ， 特别是资金渠道 、 技术的国际间转移 、 国
际机构与国际法等制度保证的建立原则 ， 具体阐述了联合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 。

表 3唱1 　 21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目录

１畅 序言

第一部分 　 社会和经济方面

２畅 加速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和有关的国内政策

３畅 消除贫穷

４畅 改变消费形态

５畅 人口动态与可持续能力

６畅 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

７畅 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８畅 将环境与发展问题纳入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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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目录

第二部分 　 保存和管理资源以促进发展

９畅 保护大气层

１０畅 统筹规划和管理陆地资源的方法

１１畅 制止砍伐森林

１２畅 脆弱生态系统的管理 ： 防沙治旱

１３畅 管理脆弱的生态系统 ： 可持续的山区发展

１４畅 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

１５畅 养护生物多样性

１６畅 对生物技术的无害环境管理

１７畅 保护大洋和各种海洋 ， 包括封闭和半封闭海以及沿海区 ， 并保护 、 合理利用和开发其生物资源

１８畅 保护淡水资源的质量和供应 ： 对水资源的开发 、 管理和利用采用综合性办法

１９畅 有毒化学品的无害环境管理包括防止在国际上非法贩运有毒的危险产品

２０畅 对危险废料实行无害环境管理 ， 包括防止在国际上非法贩运危险废料

２１畅 固体废物的无害环境管理以及同污水有关的问题

２２畅 对放射性废料实行安全和无害环境管理

第三部分 　 加强各主要群组的作用

２３畅 序言

２４畅 为妇女采取全球性行动以谋求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

２５畅 儿童和青年参与持续发展

２６畅 确认和加强土著人民及其社区的作用

２７畅 加强非政府组织作为可持续发展合作者的作用

２８畅 支持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的地方当局的倡议

２９畅 加强工人和工会的作用

３０畅 加强商业和工业的作用

３１畅 科学和技术界

３２畅 加强农民的作用

第四部分 　 实施手段

３３畅 财政资源和机制

３４畅 转让无害环境技术 、 合作和能力建议

３５畅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３６畅 促进教育 、 公众认识和培训

３７畅 促进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议的国家机制和国际合作

３８畅 国际体制安排

３９畅 国际法律文书和机制

４０畅 决策资料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认为 “把环境和发展问题综合处理并提高对这些问题的注意
将会带来满足基本需要 、 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 、 改进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
理 、创造更安全 、更繁荣的未来的结果”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序言）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强调的是必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采取均衡的 、 综合的处理办法 ： ① 将环境与发
展问题纳入政策 、规划和管理各级进程 ； ② 制定有效的法律和条例构架 ； ③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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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利用经济工具以及市场和其他奖励措施 ； ④ 建立综合环境和经济会计制度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的核心部分为第二部分 。这一部分具体讨论了人类社会所面

临的一系列挑战及其解决方案 。 这些内容不但包含如何保护各种生物及自然资
源 ，还有如何防治污染及其扩散 。 具体来讲 ， 前者有如保护大气层 、 陆地资源 、
森林资源 、海洋资源 、水资源 、各种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等 。后者则包含了对
有毒化学品 、对危险废料 、固体废物 、放射性废料等的无害环境管理 。此外 ，还
提出并讨论了促进可持续的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还特别强调利用科学支持审慎的环境与发展管理 ， 指出要通
过科学家 、决策者和一般公众之间的交流 ， 加强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 。
该议程第 ３５章提到 ， “可持续的发展必须把眼光放远 、把全球性变化所产生的地
方和区域影响结合到发展进程内 ，并利用可以取得的最佳科学和传统知识 。应根
据科学研究的结果不断重新评价发展进程 ，以确保使用资源时对地球系统产生较
小的影响 。即使如此 ，前途仍不确定 ，将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因此 ，完善
的环境与发展管理政策在科学上必须是健全的 ，设法保持广泛的抉择办法以确保
灵活的对策 。防备法是重要的 。在科学家 、决策者和人民大众之间常常会有交流
沟通方面的隔阂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是人民大众利益的发言人 。科学家 、决策
者和一般公众之间需要有更充分的交流” 。

可以说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体现了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及
实践研究的最新成果 。但是 ，我们也应当看到 ， 这一战略实质上是由五个步骤组
合而成的因果关系连锁 ： ① 维持环境资源的基础 ； ② 公平分配必要的资源 ； ③ 达
成可持续发展 ； ④ 达成新的经济增长 ； ⑤ 满足基本欲求 （铃木幸毅 ， １９９４） 。但
是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一因果关系连锁强调通过改良和提高现有制度和技术来达
到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目标 ，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明确导致发展的持续性危机的
最根本原因的责任 ，也即发达工业国家所一直采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技术的
责任 。联合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的核心在于保障为了达成新的经济增长所
需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一概念并没有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发展模式的特性 ，特
别是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 “脱自然化” 、 “唯成长性” 和 “无极限性” 。 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 ，我们说联合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在理念上仍有其局限性 。

为了采取行动执行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 ２００２ 年 ， 联合国又
召开了约翰内斯堡首脑会议 （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 会议指出 ， 可持
续发展要求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 ，即使增加利用自然资源 ，也不能超出地
球的承载能力 。虽然每个区域可采取不同的行动 ，但为了确定真正可持续的生活
方式 ，需要在以下三个关键领域统筹行动 ：经济增长和公平 ；保护自然资源和环
境 ；社会发展 。

尽管联合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比如作为一个理

·２３·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念来讲 ，它的具体内容还过于空洞 ，还没有完成从口号式号召向具体行动方案的
转变 ，但是这一概念体系仍然是为数众多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中最广为接受的一
个 ，特别是为各国政府所接受 。在更为完善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出台并被广泛承认
以前 ，联合国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仍被看作我们制定各项政策 ，促进经济与环
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决策基准之一 。

二 、内涵包含的三个基本原则

（１）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 （ fairness） 原则 。 布伦特兰报告指出 “人类需求
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 。然而 ，在人类需求方面存在很多不公平因素 。
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涵义包括 ： ① 本代人的公平 。 可持续发展要满足全体人民
的基本需求和给全体人民机会以满足他们要求实现较好生活的愿望 。要给世界以
公平的分配和公平的发展权 ，要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
来考虑 ； ② 代际间的公平 。这一代不能因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害人类世世代
代满足需求可利用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条件 ，要给世世代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的
权利 ； ③ 公平分配有限资源 。目前的现实是 ， 占全球人口 ２６ ％ 的发达国家 ， 消
耗的能源 、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总量的 ８０ ％ 。 这种全球贫富悬殊 、 两极分化的
世界是不可持续的 。

（２） 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 （sustainability） 原则 。布伦特兰报告在论述可持
续发展 “需求” 内涵的同时 ，还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 “限制” 因素 。 “可持续发
展不应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 ： 大气 、 水 、 土壤 、 生物 … … ” 。 持续性原
则的核心是 ，满足 “基本需求” 要以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为限度 ，人类经济
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过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 。一旦发展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
础 ，发展本身也就衰退了 。

（３） 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性 （common） 原则 。 由于国情和发展水平不同 ， 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可能是唯一的 。但是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发展的总目
标 ，所体现的公平性和持续性原则是共同的 。实现这一总目标 ，必须建立新的全
球合作伙伴关系 ，在全球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的基础上开展联合行动 。布伦特兰
夫人在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的前言中写道 ： “今天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也许是要说
服各国认识到多边主义的必要性” ， “进一步发展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 ，这
是这个分裂的世界十分需要的” 。

三 、发展概念的扩充以及 “潜在能力” 的概念

如上所述 ，可持续发展包含自然资本沿着时间轴得以维持 ，同时渐渐地从经
济的方面和社会的方面均意味着可持续发展 。的确 ，环境保护是重要的 ，但是对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而言 ，其本身并非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是能够认为是为实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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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发展目标而不可缺少的一个构成要素 。 正是考虑了这一点 ， Daly 的关于发展
概念的目的唱手段关系分析就显得非常有用 ， 如图 ３唱１ 所示 。 在图 ３唱１ 中 ， Daly
本来以三角形直截了当表示的内容 （Daly ， １９７３） ， Meadows把其吸收构成了更
加详细的图形 。图中三角形的最上端放置的是发展的最终目标 ，最下端放置的是
作为发展的最终手段的环境和资源 ，也就是自然资本 。这个图说明为了实现发展
的最终目的 ，必须全面依靠自然资本 ，如果怠慢了对自然资本的保护 ，对其带来
了不可逆转的意思的破坏 ，结果将是实现发展的最终目的变为不可能 。

图 ３唱１ 　关于发展概念的目的唱手段的关系
资料来源 ： Meadow s D ． １９９５ ． “Indicato rs and In formation Sys tems for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

Sat ter th waite D ． ed ． １９９９ ． T he Ear thscan Reader in Sus tainable Cities ． Ear thscan ， ３６６

那么现在我们从最终手段的自然资本那里 ，索取各种各样的资源 ，加工生产
商品和服务 。以劳动 、道具 、工厂和加工原料等组成 “中间手段” 进行的生产 ，
由于最终全部以自然资本为投入要素 ，而变为可能 。支配这些 “中间手段” 的是
科学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对于同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我们可以通过
投入更少的自然资本而得以实现 。这种意义上的环境 、资源的效率性的提高 ，将
自然与环境负荷的递减相联系 。更进一步 ，虽然我们以 “中间手段” 生产商品和
服务 ，它们却以消费和享受达成 “中间目的” 。中间目的是由健康 、财富 、知识 、
交流 、移动性和消费品各要素所构成的 ，如果不消费和享受用 “中间手段”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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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商品和服务 ， “中间目的” 也不会实现 。按照 Daly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的
作用是对中间手段进行管理 、评价和分配 ， 通过对其予以正确而又效率的利用 ，
为更高层次的目的的实现作出贡献 。但是 ，利用中间手段实现中间目的的有关方
法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 基于不同的方法 ， 可能存在多种的政治经济体
系 。然而 ，对发展而言 ，财富和消费品的获得 ，或者对它们的享受本身并不成为
最终的目标 。毫无疑问 ，从财富和消费品的获得 ，以及对它们的保有本身中 ，能
够得到喜悦 ，问题是利用它们实现怎样的目的 。 那也就是这里所说的 “最终目
的” ，简单而言就是 “福利” （well唱being） 的实现 。

应该注意 ，这里所说的 “福利” ， 不是英语中的 “welfare” ， 而是指 “well唱
being” 。在以下本书中用到 “福利” 这个词汇时 ，也如上所述 。 “well唱being” 这
个词汇由于很难翻译成适当的词语 ， 虽然大致被翻译成 “福利” ， 但是也可译成
“幸福” 和 “健康” ， 这个词汇包含有范围广泛的意思内容 ， 与我们通常联想的
“社会福利” 中的 “福利” 一词是不同的 ， 应该引起注意 。 Daly 也对福利的内
容 ，在图 ３唱１中以事例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要素 。最终目的的特征是 ，不是对量的
东西 ，而是对某种质的东西 ； 不是对物质的东西 ， 而是对非物质的东西加以重
视 。它超过了经济学中对财物进行的 “效用” 评价 ，是更广阔的概念 。可以人为
在这个概念中包含各种各样的非市场的 、非物质的要素 。例如 ，通过享受大自然
赋予的自然环境 、极美的历史景观而得到的无形的充足感 ，通过强大的社会协调
合作而得到的安心感等 。 Daly 和 Meadows 曾说把这些要素的共同点进行总结 ，
给出统一的定义是困难 ，真正对这个问题予以解答的是 １９９８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
学奖的印度出身的经济学者 Amartya Sen 。

按照 Sen的解释 ，福利是与对财物的支配权以及效用等的主观感觉所不同
的 ，而是由 “潜在能力” 的充裕决定的 。 为了理解这一点 ， 将用图 ３唱２ 来说明 。
我们往往用图 ３唱２中 ［１］ 所示的财产和收入的物质丰富性来测量福利水平 。 的
确 ，它们也许是福利的一个构成要素 。但是 ，不管财产和收入有多么富裕 ，如果
不能用它来达成某种目的 ，而单单只是为了满足于所有欲 ，是不能带来福利水平
的提升的 。在这里 Sen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人利用其所有的财产和收入到底将如
何生活下去 ，又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呢 ？这种 “生活方式” 和 “存在方式” 只能是
图 ３唱２中 ［２］ 所示的 “机能” 那样 。 超越财产和收入所代表的物质的富裕 ， 通
过注重 “机能” 来规定福利 ，是有关 Sen发展概念的重大的特征 。

图 ３唱２ 　 Sen的潜在能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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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同时根据图 ３唱２ 中 ［３］ 所示的 “效用” 等主观感觉 ， 对福利进行了规
定 ，用以对正统派的福利经济学进行尖锐的批判 。的确 ，利用财产和收入 ，使机
能得以发挥 ，从而把握所唤起的某种主观满足 ，用来作为福利的评价基准是没有
错的 。但是 ，如果对效用进行了注重 ， 作为财物消费的结果的个人的主观满足
度 ，将成为对福利的评价 ，这样一来就无法对如何实现这一 “过程” 进行探求 。
如果要探寻 “正在以怎样的方式生活” “正在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有必要通过财
产和收入使机能得以发挥 ，如此得到的效用 ，并对这一过程进行评价 。为了真正
议论这个问题 ， Sen所引进的概念就是图 ３唱２ 中 ［４］ 中所揭示的 “潜在能力”
概念 。潜在能力可以说就是利用财产和收入 ，并把它们变换成各种各样机能的所
有潜在的可能性的集合 。毫无疑问 ， 变换的可能性是根据个人的能力而不同的 ，
并随着支撑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固有方式而不同 。具有同样财产和收入的个人 ，如
果潜在能力不同的话 ， 发挥出来的机能也不同 ， 结果所实现的福利水平也会不
同 。另外 ，对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固有存在方式 ， Sen 最重视的是 “自由” 。 不管
潜在能力有多么富裕 ，如果是在缺乏自由的社会里 ，通过潜在能力使机能充分发
挥的余地就会被制约 。如果只能以贫乏的形式发挥其机能 ，福利水准将决不会得
以向上提升 。反过来说 ，可以规定潜在能力的选择可能性被缩小 ，或者被剥夺的
“自由欠缺” 的状态 。从保障潜在能力的富裕意义来讲 ， 保障这种 “自由” 也是
必需的社会经济要素 。

如上所述 ， Sen对通过 ［１］ 的财产和收入的支配权来评价福利的客观评价
方法 ，和利用 ［３］ 的效用来评价福利的主观评价方法 ， 上述两者的问题进行了
尖锐批判的同时 ，构筑了两者的媒介 “机能” 和 “潜在能力” 对福利水平的贡献
作用的评价理论框架 。财物和收入即使是机能发挥的必要条件 ，它的多少并不直
接决定福利水平高低 。由消费和享受财产和收入所得的效用 ，也不能完全表示福
利水平 。按照 Sen的观点 ， 发展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在能力的丰富性 ， 以
“健康” 的方式生活 。相反 ，定义潜在能力欠缺的状态为 “贫困” 。对 “机能” 和
“潜在能力” 的注重 ，与 Daly规定福利与其说是量的东西 ， 不如说是质的东西 ；
与其说是物质的东西 ，不如说是非物质的东西具有共同性 。这里的发展概念 ，脱
离了以人均 GDP增加所显示的典型的经济发展概念的物质主义偏向 ， 可以说对
它的内容的丰富性作出了贡献 。本书中已经对 “持续可能的发展” 概念进行了定
义 ，但是通过时间轴保持一定的对象不是 “消费” 或 “效用” ，而是 “福利” 。这
是因为采用了 Daly和 Sen的发展概念 。下面将对持续可能的发展定义重新表示 。

我们认为 ，持续可能的发展就是对自然资本的储存量 ，以最小安全基准为基
础 ，在不使自然资本量下降到一定的水平下的制约条件下 ，考虑世代内的公平性
的同时 ，至少保持世代间的福利水平一定 。

“持续可能的发展” 概念与 Sen的潜在能力概念相结合 ， 超越了单纯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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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内容 ，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促进这样的发展 。
Sen的答案是开发人们的潜在能力 ， 并丰富它 ， 也就是 “人类开发” 。 我们和
Sen的观点不同 ，想以 “资本” 概念为基础来研究这个问题 。 为了持续可能的发
展 ，明确社会资本 、社会共同资本以及社会关系资本诸概念与 “持续可能的发
展” 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

四 、经济 、社会 、环境三者共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Brundtland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以后 ，和上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展开不同的逻
辑思维 ，从更广阔的观点 ，同时更能反映现实的要求的其他形式的可持续发展概
念 ，以欧洲为中心发展起来了 。那就是所谓的 “经济 、社会 、环境持续发展可能
性” 的思考方法 。经济学内部有关的争论焦点主要在于环境和经济的动态的相互
作用 。但是 ，这里却增加了 “社会持续发展可能性” 新的次元的议论 。并且不仅
仅是环境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同时追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为这个议论增添
了新的光彩 。也就是说 ，持续可能的发展不单是指环境的保护 ，以及防止自然资
本的退化损伤 。 “经济 、社会 、环境持续发展可能性” 的概念包含了某种上述议
论以上的内容 ，具有自身独立性 。

即使如上所述 ， “经济持续发展可能性” 这句话可能听起来也有些奇异 。 这
样说是因为经济本身在追求持续可能性 （或者说成长可能性） 的同时 ，可以说是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但是 ，这种思考方法所用的 “经济持续发展可能性” 是与保
证 “持续可能的成长” 的成长率经过长期仍为正值 ，以及与保证 “财政持续可能
性” 的财政的健全性经过长期仍可保证所采用的说法 ， 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的 。不仅如此 ，相反这里的议论从持续可能性的观点出发 ，对既存的经济体系的
情况抱有批判的改正观点 。 实际上 ， 以欧洲为中心提出的 “经济持续发展可能
性” 概念的背景是因为存在对经济的全球化应该如何应对的这样的问题意识 。

现在 ，应对经济的全球化 ，超越国境的资本移动自由化结果 、跨越国境的经
济活动应该如何去应对变成了非常大的课题 。企业越来越多国际化 ，从全球化的
观点来进行工厂布局的决定 。如果这样的话 ，企业就会以工资水平和与市场的联
系等各种各样的理由 ，不再坚持目前的基地 ，总公司和工厂的基地将会变更 。有
幸成为经济活动基地的都市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但是企业离去的都市相反可以
预见将急速地衰退 。除了多国际企业的这种行动 ，再加上金融的全球化 ，经济将
会进一步加速走向不安定 。 １９９０ 年以来 ， 短期资本的跨国境移动急速地增大 ，
如同所看到的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样 ， 短期资本移动被广泛认为为
引起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因素 。遭受亚洲金融危机袭击的许多国家 ， 在 １９９８ 年的
经济增长率的记录为负 。根据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推断 ， １９９７ 年以来 ，
因这次金融危机而损失的 “累积产出额” ， 印度尼西亚是 “危机如果不来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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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在产出额” 的 ８２ ％ ，韩国为 ２７ ％ ，马来西亚为 ３９ ％ ，泰国为 ５７ ％ ，估计达
到了巨大的金额 （IMF ， １９９９） 。 金融危机还引起失业率的大幅度增加 ， 导致卫
生 、健康状况以及环境恶化 。遗憾的是 ，被多国际企业玩弄 ，受金融不安定苛求
的经济 ，对自然资本的关心只能变为牺牲 。对这种情况已经自我察觉的地域 ，也
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依存于以全球性观点选择企业布局的多国际企业的危险性 。于
是 ， 这些地域所向往的经济体系的方向就如同佐佐木雅辛所描述的意大利的
Bologna的情形 ， 更加以地域为根基 ，以扎根于高度技能和高附加值生产的中小
企业群为中心 ，这样就能成为抵御金融危机那样的外来冲击的强力经济 （佐佐木
雅辛 ， １９９７） 。这样的经济以地域固有的高度技术和以地域为基础的企业 ， 通过
相互的地域产业联系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具有想像力以上的对各种各样的变化
发挥其柔软性的特点 。实际上 ，这样的经济就如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台湾经济 ，
对外在的冲击抗击力强 ，被认为展示了强的韧性 （安忠荣 ， ２０００） 。 在全球化的
时代 ，我们一方面要控制多国际企业和金融产生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
还必须要考虑如何从地域的角度实现持续可能性这样的课题 。为了上述经济体系
而考虑的方法就是这里所说的 “经济持续发展可能性” 。

欧盟 （EU） 的努力也使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地域相结合 。 这是由于许
多的环境问题是根植于地域 ，为了解决问题就要求地方自治体发挥重要的作用 ，
为此自治体将与地域的利害关系者进行对话 ，要求其制定行动计划 ，从地域来创
造持续发展可能性的社会 。但是 ， 枟Agenda ２１枠 的第 ２８ 章 ， 只是简单地指出了
方针 ，而对于自治体应该如何做却完全没有着墨 。因此 ，欧洲的自治体关系者和
国际环境自治体协议会 （ICLEI） 在 １９９４ 年聚集在丹麦的 Aalborg ， 采纳了
“Aalborg 宪章” 。该宪章提出了 “经济 、社会 、 环境持续发展可能性” 的思考方
法 ，强调了为实现此目标的地域的作用 。并且 ，欧洲委员会为了探索满足持续可
能性公共准则的都市应该是怎样 ， 以及为支持这一体系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体
系 。 １９９３年开始进行 “持续发展可能性的都市计划” 的报告书在日本以 “Sus唱
tainable City” 被人们所知 ，提出了全新的都市概念和政策体系 。

另一方面 ，由于市场整合 ，带来产业构造很大的变化 ，其结果是欧洲各城市
中雇用的丧失 ，使失业率记录一致居高的地域变得多起来 。这样一来 ，社会阶层
中的两极分化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渐渐地浮现出来 。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也
以都市内社会阶层的空间分离形式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 ，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的
居住地区 ，与移民和失业者集中居住的地区 ，相互完全像不同的都市一样由空间
分离开来 。这种空间分离的结果是 ，产生了都市内的社会差别 ，移民的排斥 ，犯
罪的增大 ，社会紧张的增加一系列深刻的问题 。这样的状态 ，即使是采取了环境
保护 ，也不能说是持续可能的都市 。如果是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都市 ，就
必须对生活的质量和市民的福利加以关心 。 这就是所谓 “社会持续发展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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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次元 ，在可持续发展的议论中所增加的意义 。
这样 ，截至目前为止 ，该议论对基本上没有讨论的 “环境” 和 “社会” 的联

系 ，也提出了予以注意的必要性 。例如 ，环境政策的实施 ，往往多数情况下对收
入分配持有累进减少的性质 。环境税的负担具有累进减少的性质 ，都市中心环境
的改善将通过租金的上升 ，迫使低收入者阶层从都市中心部迁出 。进一步 ，环境
政策给经济将带来负面的影响 ， 也许将使失业率增加 。 因此 ， 我们不能只考虑
“环境和经济” ，有必要通过考察 “经济和社会” ， 或者 “社会与环境” 的相互作
用 ，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发展 。这样 “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将超越狭隘的环
境保护的意思 ，将包含社会经济的侧面 ，具有更加广义的意思 ，作为概念其含义
可以说更加深刻了 。如同图 ３唱３所表示的那样 ，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并不是分别以单独的形式而存在 ，而是相
互难以区分地结合在一起 。它们三个中缺乏任何一方都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它们三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 是 “经济 、 社会 、 环境持续发展可能性”
的目标 。

图 ３唱３ 　经济 、社会 、环境持续发展的可能

五 、我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１９４９年以来 ， 我国政府一向十分关注环境保护事业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以来 ，我国就开始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我国政府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决心很大 ， １９９４年中国率先制定了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 １９９６ 年
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战略 ， ２００２ 年新一届政府再次强调中国的发展
要遵循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 。其中 ，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初步提出
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模式 ，明确指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点在于 ：
① 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 ② 深化和扩展环境保护战略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起真正把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国家发展战略 。

我国之所以一定要以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今后发展的道路 ，是由我国的国情
所决定的 。我国目前的国情 ，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曲格平 ， １９９９） ： ① 人口基
数庞大 ； ② 人均占有资源量较少 ，环境容量狭小 ； ③ 科学技术基础薄弱 ，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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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与环境意识不高 ； ④ 各国争夺世界资源和环境空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
我国获取国际资源和环境空间存在极大限制 。

曲格平指出 ： “在这种经济 、资源与环境状况下 ， 中国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
回旋余地不大 ，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发展模式 ， 在达到令人满意的收入水平前 ，
中国就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巨大国际国内环境压力 ，生态环境可能出现一系列灾
难后果 ，几乎没有可能使中国大多数人口享有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 。因此 ，中国
将不得不寻求一种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的 、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也就是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

１９９２年 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并通过了 枟２１ 世
纪议程枠 。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 要求各国制定和组织实施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 计
划和政策 ，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
大会 ，当时李鹏总理率团出席会议并承诺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 。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不久 ， 我国政府随即提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 “１０
大对策”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 ２ 日召开的第 ２３ 次会议上决定
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牵头 ，组织国务院各部门和机构编
制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根据国务院环委会的部署 ，同年 ８月成立了由原国家计
委副主任和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任组长的跨部门领导小组 ，负责组织和指导议程文
本和相应的优先项目计划的编制工作 ， 组成了有 ５２ 个部门 、 ３００ 余名专家参加
的工作小组 。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科委联合成立了 “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管理中
心” ，具体承办日常管理工作 。经共同努力 ， 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完成了 枟中国 ２１ 世
纪议程枠 的第一稿 ， 共 ４０ 章 ， １２０ 万字 ， １８４ 个方案领域 ， 内容涵盖了中国经
济 、社会 、资源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政策和行动框架 。以后在广泛征求国
务院各有关部门和中 、 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 经多次修改 ， 最后完成了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它共设 ２０章 、 ７８个方案领域 ， 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思
想 ，更为简明 、扼要 。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全称为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 ：中国 ２１世纪人口 、环境与
发展白皮书枠 ，其文本与全球 枟２１ 世纪议程枠 相呼应 ， 是根据中国国情编制的 ，
广泛吸纳 、集中了政府各部门正在组织进行和将要实施的各类计划 ， 具有综合
性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阐明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
策 ，构成了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框架 ， 全文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 ， 共 ２０
章 。每章均设导言和方案领域两部分 ，导言重点阐明该章的目的 、意义及其在可
持续发展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 作用 ； 每一个方案领域又分为三部分 ： ① 在行动
依据里扼要说明本方案领域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 ② 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制定目
标 ； ③ 实现上述目标所要实施的行动 。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第一部分为可持续
发展总体战略 ，由序言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对策 、可持续发展立法与实施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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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机制 、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以及团体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共六章组成 ，设
１８个方案领域 。 第二部分为社会可持续发展 ， 有人口 、 居民消费与社会服务 、
消除贫困 、卫生与健康 、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和防灾减灾共五章组成 ， 设 １９ 个
方案领域 。第三部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 ，由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 、农业与农村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与交通 、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
费共四章组成 ，设 ２０个方案领域 。 第四部分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 ， 包
括水 、土 、森林 、矿产 、海洋等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 、
荒漠化防治 、保护大气层和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共五章 ，设 ２１个方案领域 。 枟中
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在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要结合各自的国情时 ，突出了下列要点 ：

（１）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把经济 、社会 、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表明可
持续发展将是中国走向 ２１世纪和争取美好未来的基本思想基础 。

（２）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的主题词是发展 ，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作为发展中
国家的中国第一位的任务 ，关键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实现资源持续利用和
环境保护相协调 。

（３） 人口 、资源和环境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环节 ，它们对中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压力和制约是许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 。 因此 ， 控制人口 、 用好资源 、
保护环境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的战略重点 。

（４） 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进行系统的能力建设 ，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从机制 、立法 、教育 、科技和公众参与等方面提出了重大举措 ，并为中国可持续
发展的国际合作创造了适宜契机与良好环境 。

（５）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充分注意到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和全球环境与发展
战略的协调 。对各种全球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战略 、对策与行动方案 。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序言中指出 ： “制定和实施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 走可
持续发展之路 ，是中国在未来和下一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中国是发
展中国家 ，要提高社会生产力 、增强综合国力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就必须
毫不动摇地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 ，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来开展 。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 ，人均资源少 ，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
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 ，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更大的压
力 。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政府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从国家整体的高
度上协调和组织各部门 、各地方 、各社会阶层和全体人民的行动 ，才能顺利完成
已确定的第二步 、第三步战略目标 ，即到 ２０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１９８０年
翻两番和 ２１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 同时保护自然
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 ，实现国家长期 、稳定发展” 。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是国家
制定 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九五” 计划和 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枠 的重要依据 ，
明确提出了要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根本性转变 ，把科教兴国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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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作为两项基本战略 ，并指出 “实施这两大战略 ， 对于今后 １５ 年的发展
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 。”

１９９４年以来 ，各地方和部门将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作为指导性文件 ， 可持
续发展思想已在 “九五” 计划和 ２０１０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 到
１９９６年底 ，中国 ３０个省 、 ５个自治区和 ４ 个直辖市中已有 ２／３ 以上的省份成立
了地方 ２１世纪议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 与此同时 ， 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为推进
枟议程枠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 ２１ 世纪议程和行动计划 ， 如
枟中国林业 ２１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枠 、 枟中国环境保护 ２１ 世纪议程枠 、 枟中国海洋 ２１
世纪议程枠 、 枟中国水利 ２１世纪议程枠 等 。

第一 、二次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枠 高级国际圆桌会议的召开和优先项目计划
推出 ，已受到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 ，并引起国外企业界人士的浓厚兴
趣 ，为我们开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机遇 。据统计 ，第一批 ８２项 枟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
优先项目计划枠 的国际合作 ， 已启动的项目占总数的 ４１畅５ ％ ， 在洽谈中的项目
占 ３０畅５ ％ 。其中 ，气候变化国家研究 、 清洁生产 、 澜沧江 —湄公河区域发展等
项目进展较快 ；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 、 中国可持续发展网络等项目已正式启动 ，
这些合作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第二次高级国际圆桌会议提出的补充调整优
先项目共计 １２８项 ，旨在促进工商企业界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工商合作项目 ，鼓励
和吸引海内外企业界在互利的前提下 ，积极投身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事业 。不少
国外企业对中国 ２１世纪议程行动项目 ， 表达了合作意向 。 预计今后有关环境和
发展领域的合作项目将逐渐扩大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不仅是中国发展
的需要 ，中国的实践经验也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这种合作与交流 ，对于推
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环节 ，我国政府不但强化了环境保护法律和规划的实
施力度 ，而且把环保列为国家重点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方面 ，在政府机构
改革中进一步强化了各级环保行政机构 。在多年的环保行政的建设之中 ，结合我
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特点 ，逐步建立起了富有中国特色的 “预防
为主 、防治结合” ， “谁污染 、谁治理” 和 “强化环境管理” 三大环境保护政策原
则 （曲格平 ， １９９９） ：

（１）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原则 。实践证明 ，在环境问题的源头采取防范措
施 ，不产生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从而减低污染对经济的破坏和环境
影响及其治理的费用 ，是最富成效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

（２） 谁污染 、谁治理的原则 。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在中国的应
用 ，主要目的是促使污染者承担其治理污染的责任和费用 ，也就是说将伴随环境
污染的市场外部性 “内部化” 。

（３） 强化环境管理的原则 。主要目的是通过环境立法来强化政府和企业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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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 ，控制和减少因管理不善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
为了有效缓解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在资源供求和环境容量问题上的

尖锐矛盾 ，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 。 OECD国家提出 ２１世纪前 １０年环境实现可持
续发展四项基本原则 ：再生性 、可替代性 、可吸收性和防止不可逆性 。从经济发
展模式和资源利用角度提出和实践了 “减量化 （reduce） 、 再利用 （reuse） 和再
循环 （recycle）” 的 ３R 原则 ， 试图在工业化阶段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中 ， 增加
循环机制 ，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利用规律 ，将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高级循
环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要发展循环经济 （王玉庆 ， ２００４） 。 发展循环
经济适应中国国情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① 我国人口众多 ， 重要资源紧
缺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脆弱 ，经济基础薄弱 ，增长方式粗放 。循环经济是
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为我国经济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 。 ② “发展循环
经济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它是在继承已有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总
结出的一个中观层次上的理念和实践模式 ， 是对生态经济 、 清洁生产 、 生态工
业 、生态农业 、资源综合利用 、绿色消费等一切有利于环境 、有利于实现社会经
济活动 ‘低消耗 、高效益 、低排放’ 理论和技术的集其大成 。 在上述这些方面 ，
过去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今天倡导的循环经济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很
多经验可以从中借鉴 。在大量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德国的厄恩斯特 ·冯 · 魏茨察
克等人在 枟四倍跃进枠 中提出 ，只要技术革新和效率革命到位 ，在同样资源消耗
条件下实现财富的四倍跃进 ，或在经济成倍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耗减半是可能的 。”

正是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下 ，全面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出的在人口
资源环境工作之中所应当注意的几点事项 ，意义特别巨大 。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
们 ： ① 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切实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 ② 要树
立节约资源的观念 ，培育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 。 “要在资源开采 、 加工 、 运输 、
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 ，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
资源节约型社会 ，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 ，
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 ，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 、社会和
生态效益 ，坚决遏制浪费资源 、破坏资源的现象 ，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 。” ③ 要
牢固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 ，营造爱护环境 、保护环境 、建设环境的良好风气 ，增
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 。 “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 、 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
增长方式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
长远利益 ，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 。” ④ 要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 ，
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 ，尊重自然规律 ， 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
“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 ， 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 、 掠夺
性采矿 、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 、破坏自然的做法 。” （胡锦涛 ， ２００４） 这四条注
意事项 ，详细而完整地向我们提出了具体工作中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是党中央对

·３４·第三章 　经济 、社会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于可持续发展观的科学总结 ，构成了本书各项论述的重要理论依据 。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

系 ，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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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国家环境友好工程

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１５ ，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启动了我国首次 “国家环境友好工程”
评选活动 。 “国家环境友好工程” 评选活动每两年开展一次 ， 是完善环评监督制
度的又一重大改革 。 这一活动旨在对已经审批通过的建设项目所进行的 “后评
估” ，对于认真履行环评规定的建设项目实施表彰鼓励 。 “环境友好工程” 与 “环
境友好企业” 一起 ，是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在 “环境影响评价法” 和 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枠 颁布实施以来 ，许
多建设项目业主只重环评审批 、 轻 “三同时” 的落实 ， 甚至有些建设单位只重
“纸上谈兵” ，在立项 、调研阶段对各项环保要求一一应承 ，而在以后的开工 、施
工 、运营阶段却将环保的承诺抛至脑后 ，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此次评选活
动 ，为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监督作用 ，特别吸收了 １００余名青年环保志愿者为义
务监督员 。即便对已获得 “环境友好工程” 称号的 ，也要进行长期跟踪监督 。环
保部门与社会公众联合进行的工程环境 “后评估” ， 是完善现行环评制度的又一
项重大举措可以有效促进建设单位 、行业主管部门 、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落实
各项环保要求 ，使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模式 ，由政府强制性管理逐步向政府监督
与建设单位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转变 ，这将使建设单位最大限度地减轻施工期
和试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真正以实际行动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环保工作的各
项要求 。

本次评选活动建立了严谨而科学的评选指标体系 ，从环评 、设计 、施工到竣
工环保验收四个阶段 ，重点突出了预防为主 、开发与保护 “双赢” 的宗旨 。如考
虑环评报告中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措施能否取得实效 ；工程选址 、选线能否避
开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地保护区 ；确实无法避绕的工程选线能否有科学合理的
生态保护措施等 。对那些环保措施已取得显著成果 ，公众意见反映较好 ，工程的
环保执行情况受到表彰的建设项目 ，还会增加评选附加分值 。

附件 2 　绿色贷款

辽宁省清洁生产周转金是我国第一个绿色信贷工具 ，由欧盟和辽宁省政府共
同出资建立 ，周转金的启动资金由欧盟捐赠的 ５００ 万欧元和辽宁省政府资助的
５００万欧元构成并全部存入华夏银行沈阳分行 ， 已建立授信额度为 １畅 ８ 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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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目前 ，首批 １亿元贷款已成功发放 。
辽宁新建立的这笔 “绿色信贷” ， 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

另外 ，对贷款申请进行评估时 ，主要考虑的是环境问题 ，这在我国商业贷款里属
首开先河 。目前 ，该周转金由辽宁省清洁生产中心负责管理 ，是中欧辽宁综合环
境项目框架下设立的一个信贷工具 。它通过向辽宁省境内的企业提供贷款 ，支持
清洁生产审核产生的中高费方案 。凡被列为辽宁省重点污染企业 ，并在近 ３年内
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罚款 ，且有偿还贷款能力的国有和私营企业 ，在实施清洁生
产项目中高费方案时 ，均可申请这一 “绿色信贷” 。 单个项目贷款不得超过项目
投资总额的 ５０ ％ ，贷款期限为三年 。 辽宁省环保局利用省级专项资金对贷款项
目进行贴息 ，额度最低为利息总额的 ３０ ％ 。

首批获得这笔贷款的辽宁企业分别是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凌源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新钢铁公司的七个清洁生产项目 。待这些项目竣工后
将会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具体预测如下 ：

贷款金额 １ 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的锦西天然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年产 １ 万吨碳
酸二甲酯项目 ，可使产品利润总额增加 ４５ ％ ， 并可使二氧化硫 、 二氧化碳 、 一
氧化氮 、化学需氧量和粉尘排放量分别减少 １６ ％ 、 １４ ％ 、 ５３ ％ 、 ２３ ％ 和 ２３ ％ ；
该公司另一个贷款金额 １ 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年产 ６ 万吨甲醇技改工程 ， 不仅可使
生产成本降低 ２４ ％ ，还可使甲醇排放量 、 电量消耗 、 天然气消耗量 、 蒸汽消耗
量和排放的不凝汽中甲醇含量分别减少 ３０ ％ 、 ４５ ％ 、 ２０ ％ 、 ３１ ％ 和 ９９畅９ ％ ； 贷
款金额 １ ５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节水工程的环境效益就更为显
著 ，吨钢废水 、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均分别减少 ６８ ％ 、 ９５ ％和 ８４ ％ ；鞍
山钢铁集团新钢铁公司炼铁总厂的出铁场收尘回用和供料系统原料回收两个项目 ，
贷款金额分别为 １ ５００万元人民币 ， 不仅可明显降低生产成本 ， 还可使吨产品烟
粉尘的排放量减少 ４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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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现代企业与环境保护

第一节 　现代企业的基本机能

一般来讲 ，现代企业具有三项基本机能 ，即经济机能 、组织机能和社会机能 。
经济机能是指企业开展各项生产活动 ，向市场提供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

品和服务 ，从而达成经济目标的机能 。现代企业的经济目标可以概括为实现利润
的最大化 ，利润的源泉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附加价值 。 对于社会来
讲 ，经济机能是维持社会运作 、满足社会成员的各项需求时所必不可缺的 。

组织机能是指企业通过有效管理和改造企业内外部环境 ，保障并促成其经济
机能的实现的机能 。组织机能主要包括 ：在企业内部 ，管理企业内部环境中参与
生产过程的各项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过程本身 ， 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 在企业外
部 ，收集社会成员对于企业生产活动的要求并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与其他成员进
行交易的外部环境 。可以说 ，组织机能的效率直接决定了经济机能的效率 。

社会机能是指企业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与社会各项决策 ，履行各项
义务 ，并享受企业作为 “法人” 这一存在所应当享有各项法律及社会习惯所赋有
的各项权利的机能 。企业行使社会机能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企业存在的正当性 ，从
而使企业在所处社会之中能够长期稳定存在 。

杜鲁克 （Drucker ， ２００１） 指出 ， 从社会角度来看 ， 企业的存在目的在于取
得利润这一经济成果 ， 而企业自身的存在也由其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而得以正当
化 。也就是说 ，在企业的三项机能中 ，经济机能处于决定性地位 。

企业在行使其上述三项机能时 ，往往会对其他社会成员 （如消费者和政府）
的利益带来各种影响 。诸如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会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 ，促
使他们采取行动来维护权益 ，迫使企业改变其行动方式 。一般来讲 ，追究利润最
大化的私有企业的行为模式是使 “私有的边际收益等于私有的边际成本” 。 环境
经济学认为 ，以利润优先的企业往往会有回避和降低防治污染和公害费用的支出
的趋势 ，而这往往会对消费者和居民生活带来各种负面影响 。 在环境经济学中 ，
这一本应由企业承担而没有承担的费用 ， 被称作外部费用 。 如何进行制度设计 ，
使企业承担这一外部费用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 （植田和弘 ， １９９６ ；石弘
光 ， １９９９） 。一般来讲 ，消费者和政府所采用维权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① 制
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新游戏规则” ， 如法律规章 、 行政命令和生产标准 ， 以及



涵盖税收政策的各项经济政策等 ； ② 设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潜在游戏规
则” ，诸如以消费者运动的形式来在社会上推广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等 ， 如源
自美国的 “公平交易咖啡 （Fair T rade Coffee）” 运动等 。① 需要指出的是 ， 前者
往往有防患于未然的功效 ，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潜在游戏规则” 则包含了在
损害发生之后追究企业责任的机制 。毋庸置疑 ，企业要想实现三项基本职能 ，首
先需要遵守法律 ，将其活动限定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以内 。纵观近代企业的发展
史 ，特别是在考察现代员工福利制度以及产品责任制度的确立时 ，我们都不难看
到 ，近一个半世纪的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成果被不断以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形式在各国得以追认 。 其结果是 ， 企业的合法活动空间在不断缩小 ，
而企业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范围不断扩大 。在现代经营学之中 ，我们将企业所要承
担的责任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CSR） 。 所谓企
业社会责任 ，是指企业为了在实现其各项职能时所必须履行的对社会的责任 。特
别是大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强化了在现代市民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的非

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市民获取并传播信息的技术可能性 。因此 ，企业行为的负面影
响可以被迅速扩散 ，从而在短时间内对企业的声誉带来重创 。近年来 ，诸如全球
温暖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恶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 。企业社会
责任的概念也已经被扩展为开始涵盖企业对于环境的责任 ，被扩展的企业社会责
任在国际上广为关注 ， （European Commission ， ２００１ ； McIntosh et al ．， ２００３） 。

企业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基础之上所展开的环保策略被称作 “被动环
保” 。作为 “被动环保” 的结果 ，试图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 ， 为了维护其社会
机能 ，必须将有关法律规章以及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等内生为自身行动
的制约条件 ，承担更多的经济性 、组织性及社会性责任 。此时企业可自由选取的
决策组合集合无疑会被缩小 ，可实现的最大利润也会随之减小 。传统的经济学框
架对于这一 “被动性” 的企业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分析 。特别是在近年 ，通过
运用博弈模型 ，进一步揭示了消费者 、企业以及政府之间在环保问题上的博弈关
系 。然而在现实之中 ， 还有大批 “先进的” 企业似乎对于被动环保并不感到满
足 。而是在此基础之上 ，又在其经营决策之中额外引入了不少对其并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 “制约条件” 。这一 “主动环保” 看似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一目标相
左 ，然而此时企业的选择却会相对较为容易地取得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 ， 从而为
企业换回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 ，并且在特定条件下 ，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经济收
益 。也就是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 ，企业的这种主动环保的选择有可能是最优的 。

一般认为 ，企业之所以要推行环保战略 ， 是因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创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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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而不是为了利润 ，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 ，不能让社会去承担利润背后的污
染成本 ，而必须通过自觉的努力 ，把利润目标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既对当代人
负责 ，又要对后来人负责 ，力求对社会有更多的贡献 。也就是说 ，推行环保战略
应当是现代企业自觉追求的道德责任 ， 即古人所讲的 “君子爱财 ， 取之有道” 。
但是 ，这一看法并不全面 。企业存在的目的首先在于取得利润这一经济成果 。企
业之所以要关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游戏规则中所规定的企业所必须要承担的污染

成本 ，是因为这些成本是企业行使基本职能的前提条件 。现代企业之所以要关注
利润背后的 、并没有体现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游戏规则中的污染成本 ，主要可以
归功于环保运动的兴起 ，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所发挥的
日益重要的 “制衡” 作用 （Tanimoto and Suziki ， ２００５） 。 这些制衡作用首先表
现在赔偿受害方这一经济问题之上 ， 特别是如何补偿受害方由于法律的不健全
（更为准确的说 ，由于法律或知识及技术上的不完备） 而承受的企业在过去时点
的 “合法” 行为所带来的损害这一问题 。在各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之中 ，事后溯及
法律和规定的制定规则及实施细则虽然已经有了不少进展 ，但仍然面临着来自各
方面的障碍 。不少国家在宪法中明文禁止通过具有事后溯及性质的法律及规定 。
但在现实中 ，迫于非政府组织 、 广大市民和政府的压力 ， 企业对于往日的 “合
法” 行为而对他方造成的损失 ， 往往不得不在事后对于受害者进行一定补偿 。
也即事后从企业获取经济补偿的权利这一具有事后溯及性质的补偿机制正逐渐

在各国得以确立 。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 可以预见在将来 ， 这一权
力将会被更广泛地行使 。 也就是说 ， 众多的尚未被市场 “内部化” 的成本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 ， 被事后 “内部化” 。 这方面的经典案例有日本的石棉危害 ， 不
少曾经生产石棉的厂家迫于舆论压力 ， 部分承担了受害者 （包括曾经住在工厂
周围的居民） 的治疗及精神损失费用 ① 。 当然 ， 在一个社会之中 ， 事后从企业
获取经济补偿的这一机制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受害者斗争的程度

及成果 。在日本 ，消费者的这一斗争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并取得了一系列的
阶段性斗争成果 。在我国 ，这一积累还处于起始状态 ，集团诉讼环境污染的案例
还不多见 。

在上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之中 ，当企业扩展其决策中的时间跨度 ，将企
业目标锁定在实现从现在到无限遥远未来时点的各个时间点的利润加总的最大化

时 ，也就是说 ，当企业从当前会计年度的利润最大化这一 “近视” 目标转移到未
来所有年度的利润加总的最大化这一 “远视” 目标时 ，企业无疑会更加关注其存
续期间内的生存环境 。也就是说 ，企业越关注其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就越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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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改善其长期生存环境 。特别是 ，在企业所带来的危害在未来时点会带来受害
者一方相对较大的损失时 （如石棉制品导致使用者罹患癌症 ，为其带来巨大的经
济及精神损失 ，这一费用甚至会大于企业从石棉制品的生产中所获取的利润） ，
在现在采取适当措施抑制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减少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大额损害赔

偿 。因而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 ，适当约束自身在现在的经营活动会带来未来经营
收益的显著提高 ，从而改善各期的加总收入 。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意味着在某些特
定条件之下 ，适当约束某一时期的经营活动 ，如将企业在现在及未来所需要承担
的各项社会费用内部化 （如开展环境经营） ， 不但不会与利润最大化这一终极目
标相矛盾 ，相反 ，往往正是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结果 。我们认为 ，正是这一可能性
的存在才是现代企业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的重要理论依据 。

这里所提到的企业长期利润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所需承担的经济补偿费用的

减少 。以非政府组织为首的 “制衡” 机制还包括对于企业内部员工和企业所有者
的影响 。随着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雇员开始参与环保活动 ，关
注企业所承担的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员工比例也越来越高 。在科技竞争日益决定着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当今社会 ，只有那些敢于承担企业责任的企业才能够募集到所
需要的优秀员工 。此外 ，这一制衡机制还包括来自投资者的影响 。随着社会责任
投资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的推广 ，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
业的社会责任 。勇于承担责任的企业也会更容易地从关注社会责任投资的投资者
那里获得资金 。也就是说 ，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那些
勇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 。一个激励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结
构正在形成之中 。

第二节 　被动环保和主动环保

一 、 20 世纪 50 ～ 70年代 ——— 被动环保的开始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 ，各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摆脱 “二战” 的阴影 ， 重建
并发展国民经济 。这一时期各国政府及企业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 ，
增强生产能力 。战后重建期的日本政府 ， 更是高度重视经济 ， 特别是 “生产效
率” 。为了实现技术革新 ，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 ， 日本不但进行了大规模的设备
投资 ，还引入了美国式的生产管理体系 。在企业内部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课题是
如何实现人 、财 、物的最优配置 ，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这一时期的经营战略
的重点是优化企业内部的组织环境 ，其内容包括如何处理与工会的关系 ，并在企
业内树立美国式的生产 、组织以及管理体制 。环境问题在这一时期的企业经营战
略中仅占据着次要地位 ，主要包括如何处理污染排放物等公害问题 。正是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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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 ，我们将这一时期的企业环境战略称为 “效率管理” （efficiency manage唱
ment） 战略 ，如图 ４唱１ 、图 ４唱２所示 。

图 ４唱１ 　企业环境经营的变迁
资料来源 ： 高桥由明 ， 鈴木幸毅 ． ２００５ ． 环境问题的经营学 ． ２ ． 有改动

图 ４唱２ 　企业环境战略的变迁
资料来源 ： 高桥由明 ， 鈴木幸毅 ． ２００５ ． 环境问题的经营学 ． ２ ． 有改动

经过 ５０年代的恢复与调整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上半期 ， 主要发达国家迎来
了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消费者的队伍开始不断壮大 ，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
位的也不断提高 ，消费开始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中心 。如何满足作为 “上帝” 的
消费者的需求 ，逐渐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课题 。顺应这一发展 ，企业的经营
战略核心也转向营销战略 。这一战略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前提 ，目的是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内容包括对于生产工序的革新 ，推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生产
活动的多元化 ，组织管理过程的动态化等 。

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企业社会本身对
于 “自然” 及 “社会” 重视程度的不足 ，以企业生产活动为源头的公害问题日益
严峻 。进入 ６０年代以来 ，随着环境运动的蓬勃发展 ， 反对企业公害 、 保护环境
的运动在全球各地展开 ，各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规制企业的公害行
为 。这一时期企业自身制定的一系列的旨在防止污染的内部规章和制度 ，多半是
出于无奈 ，即从维护企业的 “社会性与合法性” 这一观点出发 ，为了避免更多的
批判 ，而不得已为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将这一企业 “被动的” 环境经营
定义为沿循法令的管理 （compliance management） 。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 ，大气污染 、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恶化 ，
其影响越来越触目惊心 。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经历了从局部范围到全球规模 、从
可逆转性污染向不可逆转性污染的重大转变 ，局部性公害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全球
性环境问题 。地球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为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 ，如臭氧层的破坏与
温室效应的加剧 、海洋 、森林的生态危机 、土地的沙漠化和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等
等 ；不可降解的污染物在环境之中大量堆积等 。人类经济活动开始逼近和超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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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 。公害问题恶化成为地球环境问题这一过程又可
以分为如下若干阶段 ： 第一阶段为工业污染问题阶段 （pollution related prob唱
lems） ；第二阶段为自然遭受破坏问题阶段 （nature related problems） ； 第三阶
段为环境质量的恶化阶段 （amenity related problems） 。 在环境污染日益恶化的
同时 ，能源问题也日益严峻 ，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 石油危机的到来为产业界带
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挑战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各国企业都不得不重
新调整其经营战略 。与此同时 ，环境恶化与能源危机也迫使各国企业界理解与政
府合作寻求环境及能源问题解决的重要性 。

在这一思潮的推动下 ， １９７２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 枟成长的极限枠 一书 ； 同
年 ，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大会 “联合国人
类环境会议” 。这次会议就公害问题达成一致 ， 认为公害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
问题 ，是对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 ，从而开创了各国合作解决环境问题的先河 。会
议以后 ，各国在原有的法规之上 ， 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内容更为严厉的环保法
规 。而企业的经营战略 ，也在沿袭原有的效率管理与沿循法令的管理的同时 ，增
加了不少新的内涵 。受能源危机的影响 ，企业开始主动开发并采用节省能源与资
源的生产技术 ，开始向社会昭示其基于社会责任而愿意参与解决公害环境问题的
决心 。正是在这一意义之上 ， 各国企业推行了一场以技术管理 （ technical man唱
agement） 为核心的环境经营革命 。

进入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日本产业结构又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大转变 。产业结
构从原有的大量消耗资源与能源的 “重厚长大” 型产业 ，开始向以服务产业为中
心的知识 、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 。在这一时期 ，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劳动
力构成的变化 ，特别是劳动力构成的高龄化以及年轻劳动力的不足 ，企业社会提
出了 “以人为本” （good people company） 的经营策略 。企业经营战略的重点从
资源的内部配置 ，开始转向资源的外部配置 （outsourcing） ， 企业附加价值中服
务所占比例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 ， ２０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出台的一系列环境法规都
大大缓解了产业公害的规模及程度 ，环境问题也随之由产业公害对策型向以家庭
废弃物和都市公害为其核心的都市生活型公害转变 ， 焦点是如何确保自然景观 、
历史遗迹 、生活空间等不受损害 。与此相适应 ，基于慈善考虑 ，强调企业对于广
义上的环境所负的社会性责任 ，就成了这一时期企业环境经营的重点 。在这样一
个出发点上所展开的企业环境战略 ，被称作社会管理 （social management） 。

二 、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

随着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日益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有识
之士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必须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改造 。环境
问题的国际大辩论的中心议题也开始逐渐集中在对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探究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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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一转变 ，联合国在 １９８３年专门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 专门
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 。 １９８７ 年 ， 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了旨在详细阐述可持续
发展的内容的报告书 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在这本著名的报告书之中 ， WCED 将
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
WCED的这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上又被更为明确地阐述为 “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与后代在环境与发
展方面的需求 ，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 ① ， 从而揭开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新篇
章 。非常明显 ，联合国系统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在于如何在不同的世
代之间分配利益与责任 。也就是说 ，当代人不但要关注自身的利益 ，而且还要承
担不损害后代利益的责任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始自工业革命的
发展模式截然不同 。后者将着眼点集中在现在 ，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做大经济蛋
糕 ，而这却在很大程度之上只是今世的利益所在 ，因而是一个 “近视的” 发展模
式 。而前者由于其强调了需要公平地满足后代的发展需要 ，将着眼的时间范围由
现在延伸至无限未来 ，是一个强调代际平等的发展模式 （Cai ，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 。

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 ，以联合国系统为首的国际机构开始发挥其领导作用 ，
先后制定了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 （ISO１４００１） 、环保设计 （design for ecology ，
DfE） 、产品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 ， LCA） 、 环境会计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等一系列的指导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 企业社会对于这些标准大
都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企业的环保战略开始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 。企业社会
不但积极参与了这些标准的普及工作 ，并且在这些标准之上 ，提出了以 “环境技
术 （eco唱technology）” 、 “环境产品 （eco唱products）” 、 “绿色采购 （green procure唱
ment）” 等为代表的旨在彻底消除产业公害的产生的环境经营战略 。 企业的这样
一种经营形态是基于环境管理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的环境经营 。

２００２年 ，为了从根本上寻求地球环境危机的解决 ， 联合国又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 。会议上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改善全世界
人民的生活质量 ，即使增加利用自然资源 ，也不能超出地球的承受能力 。虽然每
个区域应采取不同的行动 ，但为了确定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需要在以下三个
关键领域统筹全球行动 ：经济增长和公平 ；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社会发展 。会
议正式确认了在上个世纪末所被广泛提出的旨在促进 “个人” 、 “企业” 、 “社会”
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 。这一发展模式认为 ，企业经营必须考虑包括社
会因素在内的 “环境 ＋社会” 的可持续性 ，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
续发展 ，并从根本上解决地球环境问题 。 这一经营战略 ， 被称作 “可持续管理”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for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 or sustain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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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management） 。

第三节 　现代企业的行动原理

在现代社会 ，企业是一个通过对个人的生产活动以及众多生产资料进行有效
统合 ，从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的社会性组织 。企业的经济目的一般包括若干层
次 ，其中最为基本的是 “赢利” ，即投入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要
小于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 。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的赢利目标并不要求在每一时点
上 ，生产要素的价值流量都要大于最终产品的价值流量 。赢利本身应当是一个动
态过程 。一般来讲 ，对于赢利的定义是在某一时间段内 （通常为 １ 年） ， 生产要
素的价值流量要大于最终产品的流量 。正是因为赢利是一个动态过程 ，企业经济
活动对于社会其他成员施加的影响也是一个动态过程 ，并以流量的形式出现 。而
这些流量的不断积累和扩散 ，又会以存量的形式 ，使这一影响长期化 。例如 ，企
业生产过程之中排放的废水 、废气等会对现在生活在企业周围的居民的身心带来
负面影响 。在这些流量超过当地环境的自然净化能力 ，不断以存量的形式被积累
和扩散时 ，就会引发周边环境的恒久性恶化 ，对居民甚至是子孙后代的身心健康
带来不良影响 。在这里 ，前者是流量的负面影响 ，而后者是存量的负面影响 。在
实际中 ，企业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包含流量要素和存量要素 ，因而 ，在理论上赢利
的定义应该是在衡量了企业包括流量和存量在内的所有投入 ，以及所有的产出的
价值基础之上 ，投入小于产出的关系 。 而绝非简单的若干个流量值之间的比较 。
这正是成本收益分析 （cost唱benefit analysis） 的核心思想 。

在实际之中 ，由于度量上的难度 ，企业往往不能准确计算其所带来的种种外
部影响 ，并将其包含在成本之中 。而这一度量上的缺失 ，势必将企业原本应当负
担的成本转嫁给第三者 。承受损失的第三者 ，往往会采取各种行动 ，要求企业对
其利益损失进行弥补 。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 ，分析企业行使其三项基本机能所带
来的后果 ，以及企业与其他社会成员博弈的结果 。

经济学的理论早已指出 ，企业操作基于垄断的价格 ，通过广告宣传等来操作
消费者的偏好 ，从而影响其购买行为等行使企业经济机能的举动 ，往往会对消费
者带来利益上的损失 。消费者一方也早已认识到要想对抗企业的这些举动 ，保护
自身的权利 ，必须团结起来构成消费者联盟 ，推动消费者运动 。消费者联盟不但
要求企业向受害者提供有效补偿 ，而且还要求企业提供价廉物美 ，使用安全的产
品及服务 。消费者联盟所诉求的内容还包括监督产品的质量 ，打击包含虚假内容
的广告及宣传 ，要求企业开发符合环保的产品 ， 以及公开产品价格的决定方式
等 。消费者联盟就商品及服务的价格 、耐久性 、外观设计及其使用安全等与企业
多年斗争的结果 ，不但以法律的形式 （消费者保护法和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各

·４５·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项政府规章以及技术标准） 在各国确立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还促使各国政府以
积极参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运动在各国的兴起 ，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企业经济机能的无限度行使 。

企业的组织功能是指企业支配和管理员工参与生产过程的机能 。企业为了保
障其生产过程的效率 ，往往会制定一系列的内部规章 ，确保高效运作的内部秩序
的实现 。但是 ，企业行使其组织功能 ，强化内部秩序 ，往往会对企业员工的身心
健康带来损害 。在近代 ，企业员工一般通过组织工会的形式来维护诸如劳动时间
和劳动报酬等劳动权益 ，而现行的有关劳动条件的法律和规章 ，也是企业劳动者
与企业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达成的妥协的结果 。

企业的社会功能是指企业作为社会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参与社会 ，行使其所需
履行的各种义务的功能 。企业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会造成就业岗位的减少 ，
带来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的存在对于企业本身来讲往往是有利的 ，但是从宏观经
济的整体来看却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作为代表人民的政府 ，往往会对企业施
加政策上的压力 ，要求企业积极增加就业机会 。而失业问题也是工会所关注的事
项之一 ，工会也往往会行使其影响力 ，迫使企业增加就业机会 。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企业在行使三项基本职能时与社会其他成员的博弈过程

及其结果 。接下来我们再分析一下现代企业与环保的关系 。作为现代社会有机整
体的现代企业 ，其根本特征是大量生产 、大量消费 、大量废弃 。与此相适应 ，企
业的机械设备日益大型化 、高度化和集约化 。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现代企
业的生产及销售各个环节会带来各种广泛的负面外部影响 ，对社会其他成员利益
造成损失 。特别是 ，在近年 ，随着源自于企业活动的环境污染的不断恶化 ，针对
企业的环境运动在各国蓬勃兴起 。在这一宏观环境之中 ，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身
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论的争议始于战前的美国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随着各国企业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日益尖锐 ，企业责任论开
始在各国得到广泛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重新认识自身的机能 ，积极构
建环境战略 ，为跨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做准备 。可以说 ，企业责任论是
分析现代企业从被动环保走向主动环保的跨越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当然 ，要想
具体分析企业的污染排放及其防治 ，我们还有必要运用经济学理论 ，详细分析企
业的污染排放施加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具体影响 。

第四节 　企业的污染排放及防治的经济学分析

对于企业的污染排放及防治作一个经济学的分析 。我们假定某一企业在生产
过程之中要排放废气 ，从而造成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会带来周边居民呼吸系统的
疾病以及树木及牲畜的损害 ，其中 ，居民就医费用和误工损失总额为 a元 ，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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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牲畜损失费用总额为 b元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投入一笔污染防治费用 ， 使 a ＋
b尽可能地趋向 ０ ， 也即使大气污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可能地接近 ０ 。 当然 ，
如果污染防治费用大于 a ＋ b ，那么我们认为 “得不偿失” ， 在经济学上不再有意
义 。图 ４唱３中描述了 a ＋ b与防治费用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假定 （a ＋ b） ＋ 防止
费用 ＝ １００ ，这里的 １００可以为任意非负实数 ，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条对应于 １００
的等费用曲线 。我们进而假设防治费用的增加会带来 a ＋ b的减少 ， 但是防治费
用的效率会随着费用的增加而不断降低 。在图 ４唱３中这一关系由防治费用效率曲线
来表示 。很明显 ，防治费用最初的增加会带来 a ＋ b较大幅度的减少 ，但是 ，随着
被投入的防治费用的增加 ， a ＋ b减少的幅度会不断缩小 。等费用曲线与防治费用
效率曲线最终会相交于一点 ，即点 E 。大于点 E的费用在经济学上不再有意义 。

图 ４唱３ 　企业污染排放及防治的经济学分析 （１） （都留重人 ， １９６８）

但是 ，从上述关系中可以看出 ，最为经济的防治费用是通过将等费用曲线向
原点平行内移 ，使其与防治费用效率曲线相切 ， 从切点 F求得 。 在 F点 ， ２５ 单
位的防治费用可以使 a ＋ b减少到 ５５单位 ，而两者之和又较 １００小 。而且 ， 如果
通过开发防治技术可以使防治费用效率曲线发生移动的话 ， 从图中可以观察到 ，
要使 a ＋ b减少到 ５５单位 ，只需要 １５ 单位的防治费用 。 也就是说 ， 在一定条件
之下 ，防治技术的开发较增加防治费用本身有利 。

需要注意的是 ，在上例之中 ， 我们并没有考虑对于受害者的补偿 。 我们知
道 ，污染所带来的危害 ，一般可以被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是直接的 、短期的危
害 ，所带来的破坏不具有不可逆转性 ，在投入一定的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复原 ，而
且所带来的破坏可以用货币指标来衡量 ，企业可以通过向被害者支付赔偿金的形
式完全弥补受害者的损失 。第二类是长期的 、间接的危害 ，所带来的破坏或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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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逆转性 ，或是危害期间极为漫长 ，或是难以用货币指标来衡量 。在这种情
况下 ，往往不能单纯依靠企业自身来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而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

在图 ４唱３的基础上 ，我们来分析补偿费用的经济效果 。 如图 ４唱４ 所示 ， 政府
对于受害者进行补偿 ，受害金额相应就会减少 。如果假定补偿费用与受害金额是
成比例的话 ，那么 F点最终会落在 G 点上 。也就是说 ，防治及补偿费用为 ２２ 单
位 ，而受害金额为 ３３单位 。

图 ４唱４ 　企业污染排放及防治的经济学分析 （２） （都留重人 ， １９６８）

在这个例子中与污染防治有关的费用主要有防治费用 、防治技术开发费用以
及补偿费用三种 。防治费用应该由企业来负担 ，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防止污染发
生费用及缓解已产生的污染的费用 。 防治技术开发费用应该由政府或企业来负
担 ，并且在企业承担开发费用时 ，政府往往会向企业支付补助金 。而补偿费用则
往往由政府或其他公共团体来负担 。

环境污染 ，究其成因 ，往往是企业为了回避处理生产及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
废弃物所需要的投资 ， 而将其转嫁给社会整体的 。 环境污染的最终责任在于企
业 。但是 ，当污染发生后 ，批判的矛头被集中在企业时 ， 企业为了维持其生存 ，
往往不得不摆出防治污染的姿态 。但与此同时 ，企业会从政府及其他公共团体那
里领取有关补助金 ，并且要求政府减低税收 。也就是说 ，企业是在一般大众负担
的基础之上来开展污染的防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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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法的形成和完善

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法

一 、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人类要依赖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 ，人类又是环境的改造者 ，通过社会性
生产活动来利用和改造环境 ，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
然原因使环境条件发生不利于人类的变化 ，以至于影响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给人
类带来灾害 ，这就是环境问题 。 自然因素如洪水 、 干旱 、 风暴 、 地震 、 海啸等 ，
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 。对这类环境问题 ，人类可以采取措施减少它的消极影响
和破坏力 ，但却难以阻止它 。

环境问题贯穿于人类发展的整个阶段 。但在不同历史阶段 ，由于生产方式和
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环境问题的类型 、影响范围和程度也不尽一致 。依据环境问
题产生的先后和轻重程度 ，环境问题的发生与发展 ，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自人
类出现直至工业革命 ，是早期环境问题阶段 ； 从工业革命到 １９８４ 年发现南极臭
氧空洞 ，是近现代环境问题阶段 ； 从 １９８４ 年发现南极臭氧空洞 ， 引起第二次世
界环境问题高潮至今 ，为当代环境问题阶段 。

当人类还在陶醉在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时 ，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已经加速发
展 ，特别是污染问题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而急剧蔓延 ，终于形成了大面积乃
至全球性公害 。西方国家首先步入工业化进程 ， 最早享受到工业化带来的繁荣 ，
也最早品尝到工业化带来的苦果 。 在工业发达国家 ，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开始 ，
“公害事件” 层出不穷 ，导致成千上万人生病 ， 甚至有不少人在 “公害事件” 中
丧生 。其中 ，有八起事件引人注目 ，被称为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 从中 ， 我们
可以窥见工业革命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

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一样 ，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 。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前 ，我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 ， 工业基础薄弱 ， 环境污染问题尚不
突出 ，但生态恶化问题经历长时间的累积 ， 已经积重难返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 ，
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 ，重工业的迅猛发展 ，环境污染问题初见端倪 。但这时
候污染范围仍局限于城市地区 ，污染的危害程度也较为有限 。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的环境污染渐呈加剧之势 ，特别是中



小企业的异军突起 ，使环境污染向农村急剧蔓延 ，同时 ，生态破坏的范围也在扩
大 。时至如今 ， 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一样 ， 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
难题 。

目前 ，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地球生态环境退化是全人类面临的
共同问题 ，它不因国界 、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个国家 、一
个地方的环境问题很有可能对整个地区乃至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为了保护
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赖以繁衍生存的地球 ， 国际社会别无选择 ， 只有超越国界 、
民族 、宗教 、文化的制约 ，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 ，同时也是为各国自己的切身利
益 ，同舟共济 ，共同合作保护环境 。

二 、环境法对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作用

在环境保护工作中 ，环境保护的法律 、 法规和标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
家进程的加快 ，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标准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
界和实践领域 ，一般把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和标准统称为环境法 。

关于环境法的内涵和外延 ，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人
认为环境法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环境污染 ，环境法就是狭义的环境保护法或污染控
制法 ，但更多的人认为环境法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和外延 。 在我国 枟大百科全书
（法学卷）枠 中 ，环境法被定义为 “调整因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止污染和其他
公害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在美国环境法手册上 ， 环境法
被定义为 “用以减少 、预防 、惩罚和修正危害或威胁环境 、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所
有法律法规组成的法律系统” 。

三 、环境法的形成过程

１畅 １９７８年以前的环境法
１９７２年 ６ 月 ５ 日 ， １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国际机构的 １ ３００ 多名代表 ，

聚集在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关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国际会议 ———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 会议通过了著名的
枟人类环境宣言枠 。宣言指出 ，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
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

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影响下 ， １９７３ 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
境保护会议 。会后 ，国务院颁布了 枟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
案）枠 。这一法规性文件是我国后来于 １９７９ 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 （试行）枠 的雏形 。

１９７４年 ，国务院颁布了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枠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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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第一个防治沿海海域污染的法规 。这一时期 ，我国还制定颁布了一批新的
环境标准 ，使国家的环境管理有了定量指标 。 这些标准主要有 ： 枟工业 “三废”
排放试行标准枠 、 枟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枠 、 枟食品卫生标准枠 等 。

１９７８年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枠 第一次对环境保护作了规定 ： “国家
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这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以后
的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 。

总的来说 ，在这一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法开始起步 ，国务院及其有关
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保护环境与资源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
为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期以后我国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２畅 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３年的环境法
１９７９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 标志着我国的环境

保护工作进入了法治阶段 ，也标志着我国的环境法体系开始建立 。为了解决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重比例失调 ， １９８２ 年国务院颁发了 枟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
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枠 ，这是一个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 也是对 １９７９
年 枟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的补充和具体化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我国的环境
立法发展十分迅速 ，环境立法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 此外 ，
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如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部门规章 。

其他一些部门法的立法 ，也注意到了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 ，作了相应的有
关规定 ，如在 枟民法通则枠 中关于侵权的民事责任中作出了关于污染环境造成他
人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在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枠 中作出关于违反放射
性 、毒害性物品管理规定造成重大事故 ，以及破坏森林 、水产资源 、野生动物资
源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规定等 ；在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枠 中作出了关
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环境保护要求的规定 ；在 枟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枠 中关
于严重污染环境无法治理或限期治理不见成效 ，应责令其关闭 、停产 、合并 、转
产或迁移的规定 ，以及企业必须依法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 安全 、 文明生产的规
定等 。

经过近 １５年的发展 ，到 １９９３年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已形成一
定规模 ，对防治环境污染 、保护自然资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３畅 １９９３年以后的环境法
１９９３年初 ，第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始了其为期五年的任期 。 这届人

大与以往相比 ，立法步伐明显加快 ，并始终把经济立法放在首位 。在五年内共制
定法律文件 ８５件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３２件 ，总计 １１７件 ，占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立法总数的 １／３强 ，为历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最多的一届 。在这届
人大期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 ，有效地保障和推动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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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方面 ，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立 ，
标志着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一种新的立法机制的形成并开始运转 。 在这一阶
段 ，我国环境法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 ，在制定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过程中 ，对环
境与资源保护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在这一阶段制定的许多法律中 ，如 枟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小企业法枠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枠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枠 、 枟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枠 ，都包含有较多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内容 。特别是 １９９７年
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枠 ，专门设置了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对破坏环
境与资源保护的行为规定了较为具体的刑事处罚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环境
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过软的状况 。

四 、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构成

与其他许多国家的环境法体系一样 ，我国的环境法体系也十分复杂 。从法律
规范的形式和特点来说 ，既包括作为整个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基础的宪法规
范 ，也包括调整因实施国家环境行政管理而产生的行政关系的各种行政法律规
范 ；既包括民法中有关环境规范和环境法律法规中有关民事规范 ， 也包括在开
发 、利用 ，保护 、管理环境中有关犯罪和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法律规范 ；既包括
有关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 、改善环境的技术性措施和要求的技术性法律规范 ，
也包括有关环境诉讼的程序性法律规范 。此外 ，还包括一些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
和国际法律规范 。因此 ，我国的环境法体系是一个包含多种法律形式和法律层次
的综合性系统 。

从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法律法规的效力等级看 ，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主要
由如下几个层次构成 。

１畅 宪法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我国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在合理开发 ，利用 、保护

和改善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基本权利 、 基本义务 、 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等问
题 。如 １９８２年的 枟宪法枠 第九条规定 ， “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
贵的动物和植物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 第
十条规定 ， “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 第二十六条规
定 ，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 国家组织和
鼓励植树造林 ，保护林木” 。 １９８８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二条规定 ， “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侵占 、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 宪法规范属于指导性法律
规范的范畴 ，它具有指导性 、原则性和政策性 ，一切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
都必须服从宪法的原则 ，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宪法相违背 。

２畅 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
枟环境保护法枠 第四十六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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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有关的国际条约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有不同规定的 ，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 这就是说 ， 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
和签订的国际条约 ，较我国的国内环境法有优先的权利 。

近年来 ，我国本着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事物积极负责的态度 ，参加或者缔
结了环境与资源保护国际公约和条约 ３０多件 。

３畅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合

理开发 、利用 、保护 、改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法律 。目前我国已制定了 枟环境保
护法枠 、 枟水污染防治法枠 、 枟大气污染防治法枠 、 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枠 、 枟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枠 、 枟海洋环境保护法枠 等 ６部侧重于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 ，以
及 枟水法枠 、 枟森林法枠 、 枟草原法枠 、 枟野生动物保护法枠 、 枟矿产资源法枠 、 枟水土保
持法枠 、 枟土地管理法枠 、 枟渔业法枠 、 枟节约能源法枠 、 枟防洪法枠 、 枟煤炭法枠 、 枟防震
减灾法枠 等 １２部侧重于资源保护的法律 。另外 ，其他一些法律中也有合理开发 、
利用 、保护和改善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内容 ，如 枟中小企业法枠 、 枟电力法枠 、 枟文物
保护法枠 、 枟城市规划法枠 等 。

在我国 ，除了以上所列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外 ，在其他许多法律
中也有不少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 。例如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枠
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 “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 ，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
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的规定 ，旨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环境损害行为
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 １９９７ 年通过的新刑法中 ， 专门增设了 “破坏环境
资源保护罪” 一节共九条 ，对一些污染环境 、破坏资源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条
款 ，在一段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在刑事处罚方面的空白 ，增强
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权威性 。另外在其他许多法律法规中也都有不少关于环
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规范 ，如 枟中小企业法枠 、 枟城市规划法枠 、 枟农业法枠 、 枟对外
贸易法枠 、 枟公路法枠 、 枟电力法枠 等 。这些法律规定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环境与资
源保护问题 ，因此针对性较强 ，也较易于操作 ，对于解决相关领域的环境与资源
破坏起到了积极作用 。

４畅 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法规
环境行政法规是指国务院制定的有关合理开发 、利用和保护 、改善环境和资

源方面的行政法规 。目前国务院已制定 １００多件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 、保护
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行政法规 ， 如 枟噪声污染防治条例枠 、 枟海洋倾废管理条
例枠 、 枟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枠 等 。

５畅 环境与资源保护的部门规章和标准
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规章 ，是指国务院所属各部 、委和其他依法有行政规章

制定权的国家行政部门制定的有关合理开发 、利用 、保护 、改善环境和资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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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规章 。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相比 ，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
和标准数量更多 、技术性更强 ，是实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具体规范 。如
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 枟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枠 ， 根据 枟环境保护法枠 、 枟行政
处罚法枠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环境保护的行政处罚规定了详细的程序和办法 。
与法律法规相比 ，部门规章和标准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

６畅 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地方环境法规
地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规 ，是指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和其他依法有地方

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合理开发 、利用 、保
护 、改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地方法规 。近年来 ，各省 、市 、自治区已先后制定了
６００多件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地方法规 。

７畅 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地方行政规章
地方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规章 ，是指由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其

他依法有地方行政规章制定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合理开发 、 利用 、 保
护 、改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地方行政规章 。从全国范围来说 ，地方环境行政规章
的数量很大 。

８畅 其他环境规范性文件
其他环境与资源保护规范性文件 ，是指除上述外 ，由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人民政府依照宪法 、法律的规定制定的有关合理开发 、利用和
保护 、改善环境和资源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 根据 枟宪法枠 的规定 ， “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通过和发布决议” ， “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可以发布决定和命令” 。

上述八个层次的效力级别如下 ： 枟宪法枠 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基础 ， 在整个
环境法规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其他层次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环境法律
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效力 ，除宪法以外的其他层次不得与其相抵触 ；环境行政
法规必须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 ；地方环境法规不得同宪法 、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
触 ；环境行政规章必须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 ； 地方环境行政规章根据法律 、
行政法规 、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定 。从立法体制的角度建立环境法规体系 ，要
注意维护我国环境法制的统一性 ，发挥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以及各个层次法规的
作用 。

五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环境法经过近 ２０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 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些贯
穿在各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之中 ，体现我国环境法的精神和本质的基本原
则 。毋庸置疑 ，这些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既是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实践的总
结 ，同时也借鉴了许多国外的经验和教训 。不同的专家学者对我国环境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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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虽有所差异 ，表述也有所不同 ，但基本看法大致相同 。一般说来我国环境
法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

１畅 协调发展的原则
所谓协调发展 ，是指经济建设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协调 ，其主要含义被归纳

为著名的 “三建设 、三同步 、三效益” ， 即经济建设 、 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必须
同步规划 、同步实施 、 同步发展 ， 以实现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统一 。

协调发展是环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是由于环境问题的特点和解决环境问题
的手段的特殊性决定的 。除了自然灾害等要素造成的以外 ，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
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造成的 。一方面 ，发展经济带来了环境问题 ，严重的环境
污染和破坏 ，又造成社会公害 ，反过来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持续发展 。另
一方面 ，发展经济又可以为保护和改善环境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为解决环境
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因此 ，保护环境和资源 ，对于保护人类健康 ，维护和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 ，保护和改善环境又需要付出相
当一部分的经济代价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因此 ，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是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 、相互制约 、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二者必
须协调发展 。如何正确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社会持续 、稳定 、协调发展
的关键 。

协调发展的原则 ，是从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方面 ，对发展方式提
出的要求 ，其目的也是为了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 、持续发展 。这种发展思想要求
既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损害的严重后果 ，也不能刻意要求环境保护
超越现实经济的承受能力 。在发展经济中解决各类环境问题 ，在环境问题的解决
中求得经济的健全发展 ，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 ，也符合我国的国情 。

枟环境保护法枠 总则第一条指出 ，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
境与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保障人体健康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 。 枟环境保护法枠 的立法宗旨 ，明确体现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的原则 。 枟环境保护法枠 还在规划 、 计划 、 经济 、 技术政策和措施 、 环境监督管
理 、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 ，作出了有利于协调发展的
法律规定 。

２畅 预防为主的原则
在 １９７３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 “环境保护三十二字” 方针中 ，

就有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这是这一原则的最早表述 。 “预防为主 、 防治结
合” 原则的主要含义是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中 ， 要采取各种预防性手段和措施 ，
防止环境问题的产生或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 尽量在生产的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 ，
而不是等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产生以后再去想办法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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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原则的提出 ，是鉴于西方走过的 “先污染 、后治理” 的道路中得到的深
刻教训 。人类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实践证明 ，环境问题形成以后再进行治理 ，在经
济上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而且很多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一旦发生 ，即使花费很大
的代价 ，也往往难以清除和恢复 ，甚至具有不可逆转性 。不少环境科学研究的成
果表明 ，一些环境问题的危害可能是潜在的 ，如气候变化和臭氧层破坏 ，其后果
往往难以预测 。因此必须以特别谨慎的态度尽量以预防的手段避免这些问题的
发生 。

自我国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提出了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原则以来 ，已
在多项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中得以确认 。这项原则在各项法律中的具体措施包
括 ：把环境与资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与资
源保护的经济 、技术政策和措施 ；新建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以确保所建
项目不产生新污染 ；一切新建 、改建 、扩建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 ，其防治
环境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或使用 ；在调整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 ，发展低消耗 、轻污染 、效益好的产业和产品 ，逐步淘汰
消耗大 、污染重 、效益差的产业和产品 ，从经济结构上控制污染的产生 ；积极推
广清洁生产工艺 ，把控制污染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之中 ， 等等 。 这些法律措施 ，
都是着眼于源头控制 ，以达到预防污染的目的 。

３畅 全面规划的原则
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的原则是指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对工业 、农业 、城

市 、乡村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统一考虑 ，把环境和资源保护作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统筹安排 、 规划和布局 。 这一原则要求从经
济 、社会 、环境 、生态等多个角度对各种产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以实现经
济 、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时 ，采用全面规划 、合
理布局的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调 ，减少资源破坏和过度消
耗 ，缩小污染危害范围 。全面规划 、合理布局 ，既是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一项重要
原则 ，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方针 。

这项原则在 枟环境保护法枠 和多部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专项法律中得到体现 。
如 枟环境保护法枠 第十二条规定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
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和评价 ， 拟定环境保护规
划 ，经计划部门平衡后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 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关于
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 、风景名胜区 、 自然保护区的划定与管理的规定 ，
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关于城市规划和城乡建设的规定 ，也都体现了这一原则 。

４畅 各负其责的原则
所谓各负其责的原则 ，是指与环境法有关的各个主体都必须承担其应负的责

任和应履行的职责 。各负其责的原则在环境法原则的传统分类中包括以下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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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 。 “谁污染谁治理” 的原则 ，是指凡是造成环境
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 ，都负有治理环境污染和补偿损害的责任 。实行 “谁污染
谁治理” 原则 ，目的在于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推动排污者积极
采取措施 ，治理环境污染 。同时 ，使环境和资源保护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有机地结
合起来 ，促进企业把环境管理纳入经营管理与生产管理之中 ，推动企业开展技术
改造和综合利用 ，提高资源 、能源的利用率 ，改革工艺和设备 ，把污染消除在生
产过程中 ，从而减少物耗 、能耗和污染排放 。另外 ，实施这项原则 ，还可以把环
境保护责任与经济责任挂起钩来 ，并有利于筹集环境污染治理资金 。

（２） “谁开发谁保护” 的原则 。 “谁开发谁保护” 的原则 ，是指一切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都负有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义务 。 “谁开发谁保
护” 原则 ，体现了开发利用与养护更新并重的指导思想 。坚持这一原则 ，要求对
可更新的资源不断增殖 、 永续利用 ， 对不可更新的资源坚持节约使用与综合
利用 。

（３） “各级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 的原则 。 这项原则是指 ， 各级政府对本辖
区内的环境质量负有主要责任 。这项原则的目的在于明确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在
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职权和责任 ，使其依法行政 ，严格管理和监督 。之所以坚
持这项原则 ，是因为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 ，除了自然因素以外 ，与该地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涉及各个方面 ， 如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
城市规划和建设 、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 、 能源结构和资源供给 ， 以及资金投向 、
人口政策等 。这些工作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 ，如控制大气污染涉及能源 、城
建 、物资及有关工业部门 ；控制水污染涉及水利 、农业 、城建 、地质 、卫生以及
有关工业部门 ；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涉及城建 、卫生 、商业以及有关工业部门 ；控
制噪声污染涉及公安 、民航 、交通 、建筑 、机械以及有关工业部门 。进行综合性
的环境污染防治还涉及计划 、经济 、财政 、金融 、外贸等部门 。因此 ，只有各级
政府才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组织协调如此繁杂的环境管理和环境建设工作 。根
据责任原则 ，法律对各级环境与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
权和责任作了规定 。对有关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和滥用职权的行为 ，法律还规定
了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原则 、程序和方法 ，以监督其依法行政 。

５畅 可持续发展原则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 ，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思想在我国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并很快成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国最
早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文件是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制定的 枟中国环境与发展
十大对策枠 。该文件指出 ： “转变发展战略 ，走持续发展道路 ，是加速我国经济发
展 、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 。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制定的 枟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枠 则
是我国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综合性文件 。该文件针对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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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指导原则 、具体措施和优先项目 ，在此后出台的很多法律法规中 ，也在立
法指导思想和法律条文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 例如 ， １９９６ 年修订 枟矿产
资源法枠 的目的之一就是 “保障现代化建设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

六 、环境保护法的重要制度

在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策的权威论述中 ，一般把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制度归纳
为著名的 “八项制度” 。这 “八项制度” 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 特
点也各不相同 。 １９８９年 ，在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对这 “八项制度” 进行
了全面总结 ，并作为以后一个阶段 “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制度和措施” 。 这
“八项制度” 是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三同时” 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 、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度 、城市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度 、污染物集
中控制制度和限期治理制度 。事实上 ， 这 “八项制度” 有的在 １９８９ 年以前已经
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作出了明确规定 ， 并得到了很好实施 ， 有的则是在 １９８９ 年
以后的有关法律法规中作出规定并逐步推行的 。除了这八项制度以外 ，我国还制
定和实施了其他一些制度和措施来实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目标 ， 如工业 “三废”
的综合利用制度等 。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 ，这里把这 “八项制度” 和其他一些有
关的环境法制度进行分类 ，进而进行评介和比较研究 。

１畅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最早的法律规定见诸于 １９７９ 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该法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根据
这些原则规定 ， １９８０年国家计委 、 经委 、 建委和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
发布了 枟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枠 ， 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要求和
程序 、评价的范围和内容等 。 １９８１年和 １９８６年又两次对这一管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 ，有关部门还发布了 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枠 、 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证书管理办法枠 等一批规范性文件 ，使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 １９８９
年 １２月 ２６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１１ 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行的 枟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 第十三条则进一步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肯定了这项制度 。根据
环境保护法和有关的法律法规 ，凡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 ，都必须执行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制度 ， 包括工业 、 交通 、 水利 、 农林 、 商业 、 卫生 、 文教 、
科研 、旅游 、市政等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
开发建设项目 。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技术改造项
目 ，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可以只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 ；小型基本
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下的技术改造项目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 ，但县级以上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 ，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判断建
设项目 “对环境有影响” 的一般原则是 ：凡是属于中型以上的建设项目 ，对厂区

·８６·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以外地区的基本环境要素或特定环境保护区可能造成的污染和破坏 ，不通过环境
影响评价不能判断影响程度的 ，都应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 ，其余的项目可以只填
写环境影响报告表 。

对于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 ，我国最初要求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 ，即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完成 ，项目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之后才进行 。这
样规定存在着两个问题 ： ① 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做出的环境影响评价一旦未被
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即被推翻 ，而一般大中型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大多需要约一年的时间 ， 从时间上和经济效益上都是不可取的 ；
② 如果环境影响评价认为项目的某些内容需要进行实质性的改变 ， 那么 ， 可行
性研究认为 “可行” 的项目在改变之后则很可能变成 “不可行” 的项目 。所有这
些 ，都使已经完成的可行性研究可能变成人力 、 物力 、 财力和时间上的一种浪
费 。因此 １９８６年的 枟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枠 改进了这一作法 ， 规定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 。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管理 ，提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质量 ， 枟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枠 第十四条规定 ： “对从事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的单位实行资格审查制度 。” 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 ， 应申请
领取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证书” ， 凭证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 评
价证书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 ，按照各自职责审查核发并实行监督和管理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由建设单
位负责提出 ，报建设项目的主管部门预审 ，主管部门提出预审意见后 ，转报负责
审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环境影响报告书是环境影响评价的书面表现
形式 ，其内容主要包括 ：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周围地区的环境状况调查 ，建
设项目对周围地区和环境近期 、远期影响分析和预测 ，环境监测制度建议 ，环境
影响评价经济效益分析 ，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 建设规模 、 性质 、 选址是否合理 ，
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 所采取的防治措施在技术上是否可行 ， 经济上是否合
理 ，是否需要进一步评价 ，以及评价的结论等 。

为了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国家环境保护局后来又制定和实施了一些部门
规章 ，如 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收费标准的原则和办法枠 （１９８９年） 、 枟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程序枠 （１９９０年） 、 枟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
通知枠 （１９９２年） 、 枟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
的通知枠 （１９９３年） 、 枟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几点意见枠
（１９９３年） 、 枟关于加强自然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管理的通知枠 （１９９４年）
等 。这些部门规章对于完善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

在我国 ，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关联的另一项环境法制度是 “三同时” 制
度 ，其基本含义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一切基本建设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和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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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其中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
工 、同时投产使用 ，简称 “三同时” 制度 。基本建设项目 ，是指利用基本建设资
金进行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工程项目 。技术改造项目 ，是指利用更新改造资金进
行挖潜 、革新 、改造的工程项目 。区域开发建设项目 ，是指在特定空间地域的区
域进行资源开发的建设项目 ， 如矿产资源和水电资源的开发建设项目等 。 规定
“三同时” 的实质在于把好设计 、施工和投产使用关 。 只有要求同时设计和同时
施工 ，才能为同时投产使用创造条件 ，从而保证项目建成后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符
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

如果说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借鉴了国外特别是美国的经验而引进的

话 ，那么 “三同时” 制度则是我国独创的一项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法制度 。 “三
同时” 制度始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期 ，以后在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中又不断
得到充实和完善 。在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之后 ， 作为会议的一项主要成果 ，
１９７３年国务院发布了 枟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枠 中 。 在该文件中 ， 规
定一切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企业 ， 防治污染的项目 ， 必须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 。 １９７９年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从法律
上肯定了这一制度 。 １９８１年国务院 枟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的决定枠 中 ，扩大了 “三同时” 的适应范围 ，规定除了新建 、改建 、扩建的基
本建设项目都要严格执行 “三同时” 外 ，对挖潜 、革新 、改造的项目 ，各级经委
要按照 “三同时” 的规定 ，加强管理 ；小型企业和社队 、街道 、农工商联合企业
的建设 ，也必须严格执行 “三同时” 的规定 。同年 ，国家计委 、国家建委 、国家
经委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批准颁发的 枟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枠 ，
对基本建设项目的 “三同时” 制度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 １９８４ 年国务院发布的
枟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枠 中 ，把 “三同时” 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可能对环境造
成污染和破坏的一切工程建设项目和自然开发项目 。 １９８９ 年 ， 国家计委发布了
枟关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与新建和扩建工程实行 “三同时” 的若干规定枠 。 １９８９
年颁布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 又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 “三同时” 制
度 。经过 ２０多年的实践 ，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后 ， “三同时” 制度已逐步成熟和
完善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 ：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必须有环境保护篇章 ，包括环境
保护措施的设计依据 、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 及审批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措施 、防
治污染的处理工艺流程 、预期效果 、对资源开发引起的生态变化所采取的防范措
施 、绿化设计 、监测手段 、环境保护投资的概算 、预算等 ；建设单位负责落实初
步设计中的环境保护篇章的预审和监督建设项目设计中的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 负责初步设计中环境保护篇章的审查 ；
建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 ，应当保护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 ，防止造成不应有的破坏
和污染危害 ；建设项目竣工后 ，施工单位应当修整和复原在建设过程中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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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 ；建设单位负责项目竣工后防治污染设施的正常运转 ；建设项目的主管部
门 ，负责监督项目竣工后环境保护设施的正常运转 ；各级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 ，负责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验收以及环境保护设施运转和使用情况的
检查和监督 。建设项目在正式投产或使用前 ，建设单位必须向负责审批的环境保
护部门提交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报告” ， 说明环境保护设施影响的情况 、 治
理的效果和达到的标准 。经验收合格并发给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证” 后 ，方
可正式投入生产和使用 。

２畅 环境标准与许可证制度
环境标准在任何国家的环境法体系中 ，都是一项主要的技术基础 ，在我国也

不例外 。在我国 ，按照环境标准的性质和限制的对象 ，可分为环境质量标准 、污
染物排放标准 、环境保护仪器设备标准以及有关的方法 、 标准样品和基础等标
准 。其中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两类最重要的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是
为保障人体健康 ，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和保障社会物质财富 ，并考虑技术 、经济条
件 、对环境中的有害物质和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为保证环
境质量 ，对污染源所排出或释放的污染物 （或有害因素） 进行限制的技术指标 ，
是进行环境监督管理的主要依据 。按照环境标准的管理权限和使用范围 ，环境标
准分为国家环境标准和地方环境标准两级 。国家环境标准是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
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地方环境标准是根据当地的环境功能 、污染状况和地理 、气
候 、生态等特点 ，并结合经济 、技术条件 ，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范围 （或特定
地区） 内使用的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 从 １９７３ 年我国颁布第一个环境标准 枟工业
“三废” 排放试行标准枠 起 ，我国的环境标准已从单一的排放标准发展成为包括
环境质量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方法 、基础 、标样等标准的较完整的环境标准
体系 。这些标准在控制环境污染 ，强化环境管理 ，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 。到 １９９７年底 ，我国共颁布各类环境标准 ３７５项 。与此同时 ，有关省 、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也根据各地特点制定了一些地方环境标准 。

在我国 ，排污许可证制度尽管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 ，已经试行
多年 ，但作为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还刚刚起步 。总的来说 ，我国关于排污许
可证的法律规定大多是层次较低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 如 １９８８ 年国家环境保
护局颁发的 枟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枠 和 １９８９ 年由国务院批准 、 国家环
境保护局发布的 枟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枠 。后者第九条规定 ： “企业事业单位向
水体排放污染物的 ，必须向所在地环境保护部门提交排污申报登记表 。环境保护
部门收到排污申报登记表后 ，经调查核实 ，对不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及国家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总量指标的 ， 发给排污许可证” 。 在这两个法
规性文件出台前后 ， 我国先后在不少省市进行了试点工作 ，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在 １９９６年修订的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枠 中规定 ： “直接或者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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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 ，向所
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 、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
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 、数量和浓度 、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
在这一法律修正案中 ，仅对污染物的排放规定了申报登记的要求 ，却没有明确把
排污许可证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明确下来 。因此总的来说 ，排污许可证制度在
我国环境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确立 。

３畅 经济刺激与限制制度
在我国 ，计划经济体制长期占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 ，因此法制

建设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 。总的来说 ，市场经济的手段在我国的环境
与资源保护和环境法中并没有得到很多使用 。 但是 ， 在过去 ２０ 多年的时间里 ，
我国也制定和实施了一些经济刺激和限制制度 。排污收费制度是这些经济刺激和
限制制度之一 。排污收费制度是指国家环境保护机关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对
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征收的一定数额的费用 。 枟环境保护法枠 第二十八条规
定 ： “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 ， 依
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并负责治理 。水污染防治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水
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执行 。” 其中所谓 “水污染防治法另有规定” ，是指 枟水污染防
治法枠 第十五条的规定 ： “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 ， 按照国家规定缴
纳排污费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
准排污费 ，并负责治理” 。

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 ，特别是资源综合利用方面 ，我国还制定和实施了一
些经济鼓励政策 。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 ，对工业企业
利用 “三废” 生产的产品 ，可以给予定期减税 、免税照顾 ；对于企业综合利用产
品的盈利 ，在投产三年内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查批准 ，可以留给企业继续用于 “三
废” 治理 ；综合利用项目的折旧基金 ，全部留给企业 ，专项用于综合利用设施的
更新改造 ；对微利和生产国家急需原料的综合利用项目 ，各专业银行应当积极给
予贷款扶持 ，还贷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等等 。

４畅 强制执法与司法制度
在我国 ，以行政执法 、 民事执法和刑事执法为特征的执法制度相对比较薄

弱 ，以司法的手段进行环境法的执法行为也处于开始的阶段 。在行政执法中 ，限
期治理制度是我国一项比较典型的环境法制度 。

限期治理制度是指 ，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污染源和污染严重的区域环境 ，依法
要求污染者在一定的期限内 ，完成治理任务 ， 达到治理目标 。 限期治理的范围 ，
最早实行的是污染点源的限期治理 ，近年来发展到对行业的限期治理和区域环境
的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项目的确定 ，主要是根据污染源及区域环境调查资料 ，选
择重大污染源 、污染严重的区域环境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项目 ，同时也要考虑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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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可行 、经济上合理 、资金上可能 。 对限期治理项目都要规定限期治理目标 ，
对于具体的污染源的限期治理 ，其治理目标一般是要求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国家或
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于行业的限期治理 ，一般规定分期分批逐步做
到所有的污染源都达标排放 ；对于区域环境的限期治理项目 ，则要求达到适用于
该地区的环境质量标准 。限期治理通常采用限期治理决定通知书的形式 ，有的地
方则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政府部门的限期治理决定 ，此外 ，也有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企业主管部门签订限期治理承包合同的形式 ，其内容
包括限期治理的项目 、目标 、期限以及决定限期治理的机关拟采取的奖励和惩罚
措施等 。关于限期治理的权限 ， 枟环境保护法枠 规定 ， 中央或者省 、自治区 、 直
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 ，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
政府决定 ；市 、县或者市 、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 ，由
市 、具人民政府决定 。

５畅 公众参与制度
在我国的宪法中 ，有一些关于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条款 。这是在环境与资源

保护中公众参与的宪法基础 。在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中 ，也有一些关
于公众参与的规定 。如 枟环境保护法枠 第六条规定 ：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 在其他
环境法律法规中 ，也有一些类似的规定 。

６畅 法律责任制度
在我国的所有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中 ，都规定有破坏环境与资源的法律责

任 。与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一样 ，行政责任 、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是我国环境法
律责任的基本形式 ，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 、民事和刑事处罚 。在我国的
有关法律中 ，环境法律责任一般包括警告 、罚款 、责令停止污染和破坏环境与资
源的行为 、限期治理 、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 ，以及由 枟刑法枠 规定的有
关刑事处罚 。

第二节 　我国制定的环境法

从我国环境法涉及和涵盖的领域看 ，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环境法分为环境污
染防治 、自然资源保护 、自然灾害防御三大方面 。

一 、环境污染防治方面

从 １９７９年制定出第一部环境法以后 ， 到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环境污染
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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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枟环境保护法枠 。 颁布于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该法
是对 １９７９年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的修订而重新颁布的 ，共分
六章 ４７条 。作为一部环境保护综合性的基本法 ， 它对环境保护的重要问题作出
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该法规定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 ，如将环境保护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实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 、预防为主 、防
治结合 、综合治理等原则 ，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三同时” 制度 ， 排污收费
等制度 ，该法较为全面地规定了环境监督管理 、保护改善环境 、防治环境污染和
其他公害以及违反环境法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

（２） 枟海洋环境保护法枠 。 颁布于 １９８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自 １９８３ 年 ３ 月 １ 日施
行 。该法共八章 ４８条 ，规定了防止海岸工程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 防止海洋
石油勘探开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 防止陆源污染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 、
防止船舶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防止倾倒废弃物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等方面的
内容 。

（３） 枟水污染防治法枠 。 １９８４年 ５月 １１ 日颁布 ， 自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开始施
行 ， １９９６年 ５月 １５日对该法进行了修正 。 修改后的该法共分七章 ６２ 条 。 该法
对水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 、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防止地表
水和地下水污染以及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较为详明的规定 ，是我
国在内陆水污染防治方面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法律 。

（４） 枟大气污染防治法枠 。 颁布于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５ 日 ， 自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１ 日实
施 ， 于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进行了修改 。 修改后的该法共分六章共 ６０ 条 ， 对大
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 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 、 防治废气 、 粉尘和恶臭污
染等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 。 该法是我国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综合性的法律 ， 也
是国家和地方制定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的实施细则 、 条例 、 规定和办法等法规
的依据 。

（５） 枟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枠 。 １９９５ 年通过 ， 自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 日起施
行 。该法共分六章 ７７条 。该法适用范围是工业固体废物 、 城市垃圾以及危险废
物环境管理 ，固体废物污染海洋环境的防治和放射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不
适用该法 。该法是规定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 、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的防治 （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生活垃圾） 、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以及
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

（６） 枟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枠 。颁布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自 １９９７年 ３月 １
日起施行 。该法共分八章 ６４条 。该法在吸收了国务院发布的 枟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条例枠 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 ，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 、工业噪声
污染防治 、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以及相应违法责任等
方面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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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

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主要的
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如下 ：

（１） 枟森林法枠 。 １９８４年 ９月 ２０日颁布 ，自 １９８５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共
七章 ４２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保护 、 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 增加森林生态
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 ，改善和保护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保障经济和社会的
持续发展 。该法主要规定了森林经营管理 、森林保护 ，植树造林 ，森林采伐和法
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 １９９８年 ４月 ２９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对
森林法进行了修改 ，主要的修改内容包括 ：规定了防护林和特殊用途林的生态效
益补偿制度 、强化了林权证的管理 、规定了国家依法保护林农的合法权益 、加强
了征用占用林地的管理等 。

（２） 枟草原法枠 。 １９８５年 ６月 １８日颁布 ，自 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
共六章 ３６条 。制定该法的法律目的是保护草原生态系统 、 增殖草原生态系统的
生物生产能力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和促进经济 、社会的发展 。该法主要规定了
草原权属 、保护草原的监督管理体制 、 防止过牧 、 滥垦等破坏草原等行为措施 、
草原使用权和所有权争议的解决以及违反该法的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

（３） 枟渔业法枠 。 １９８６年 １月 ２０日颁布 ，自 １９８６年 ７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共
六章 ３５条 。制定该法的法律目的在于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 、 增殖 、 开发和合理
利用 ，发展人工养殖 ，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渔业生产的发展 ，适应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该法主要规定了养殖业 、捕捞业 、渔业资源的增殖
和保护以及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 。

（４） 枟矿产资源法枠 。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颁布 ， 自 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施行 ，
１９９６年 ８月 ２９日对该法进行了修正 。 修改后的该法共七章 ５３ 条 。 制定该法的
目的在于促进矿业发展 ，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 、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保障现代
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 。 该法主要规定了矿产资源勘查的登记和开采的审
批 、矿产资源的勘查 、矿产资源的开采 、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以及违反
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 。

（５） 枟土地管理法枠 。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颁布 ， 自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
１９８８年 １２月 ２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正决定 。 该法共七章 ５７ 条 。 制定该法
的目的在于加强土地管理 ， 保护 、 开发土地资源 ， 合理利用土地 ， 切实保护耕
地 ，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该法主要规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土地的利
用和保护 、国家建设用地 、乡 （镇） 村建设用地以及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
任等内容 。 １９９８年 ８月 ２９日 ，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土地管理法
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这次修改是针对我国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严峻形势而进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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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采取耕地特殊保护措施 、改革征地补
偿办法 、强化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等 。

（６） 枟水法枠 。 １９８８年 １月 ２１日颁布 ，自 １９８８年 ７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共七
章 ５３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在于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 防治水害 ， 充分发
挥水资源的综合效益 ，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该法主要规定了水
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 、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 ，用水管理 、防汛与抗洪以及违反该
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

（７） 枟野生动物保护法枠 。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颁布 ， 自 １９８９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
行 。该法共五章 ４２ 条 。 制定该法的目的在于保护 、 拯救珍贵 、 濒危野生动物 ，
保护 、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 ，维护生态平衡 。该法主要规定了野生动物
保护 、管理以及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

（８） 枟煤炭法枠 。 １９９６年 ８月 ２９日颁布 ，自 １９９６年 １２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
共八章 ８１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在于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煤炭资源 ， 规范煤炭生
产 、经营活动 ，促进和保障煤炭行业的发展和煤炭资源的保护等 。该法主要规定
了煤炭生产开发规划与煤炭建设 、煤炭生产和煤矿安全 、煤炭经营 、煤矿矿区保
护 、监督检查以及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

（９） 枟节约能源法枠 。 １９９７年 １１月 １日颁布 ，自 １９９８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 。该
法共六章 ５０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在于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和经济效益 ，保护环境 ，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满足人民生活的要求 。该法
主要规定了节能管理 、合理使用能源 、节能技术进步以及违反该法应当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

三 、自然灾害防御方面

（１） 枟水土保持法枠 。 １９９１年 ６月 ２９日颁布 ，同日生效施行 。该法共六章 ４２
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 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 减轻
水 、旱 、风沙灾害 ，改善生态环境 。该法主要规定了预防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
治理 、水土流失动态的监督预报以及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 。

（２） 枟防洪法枠 。 １９９７年 ８月 ２９日通过 ， １９９８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 。该法共八
章 ６６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为了防治洪水 ， 防御和减轻洪涝灾害 ， 维护人民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该法对防洪规划 、 治理与防护 、
防洪区和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 、防汛抗洪 、保障措施以及有关的法律责任作出了
规定 。

（３） 枟防震减灾法枠 。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通过 ， 自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 。
该法共七章 ４８条 。制定该法的目的是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 ，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 。该法对地震监测预报 、地震灾害预防 、地震应急 、震后救灾与重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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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 。

第三节 　我国的环境政策

一 、环境保护政策体系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 ，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推动下 ， 中国的环境保护开始
起步 。在 ２０多年的发展中 ，根据工业增长速度高 、 工业总体技术水平低 、 工业
布局不够合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与环境管理不善等问题 ， 逐步建立起了 “预防为
主 、防治结合” ， “谁污染 、 谁治理” 和 “强化环境管理” 三大环境保护政策
体系 ：

（１） “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的政策 。 从环境污染与破坏的长期经济和环境
影响及其治理的费用而言 ，预先采取防范措施 ，不产生或尽量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 ，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有效率的办法 。中国制定这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在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同时防治环境污染的产生和蔓延 ，其主要措施有 ：把环
境保护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中长期及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对开发建设项
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 制度 （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设施与生产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 。

（２） “谁污染 、谁治理” 的政策 。 这是国际上通行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在中国
的应用 ，主要目的是促使污染者承担治理其污染的责任和费用 。 其主要措施有 ：
对超过排放标准向大气 、水体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超标排污费 ，专门
用于污染防治 ；对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实行限期治理 ；结合企业技术改造防治
工业污染 。

（３） “强化环境管理” 的政策 。主要目的是通过强化政府和企业的环境管理 ，
控制和减少管理不善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其主要措施有 ：逐步建立和完善环
境保护法规与标准体系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构及完整的国家和地方
环境监测网络 ；实行地方各级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 ；对重要城市实行环境综合整
治定量考核 。

二 、实施效果

近年来 ，我国政府围绕淮河等重点污染治理地区 ，制定和实施了水污染的流
域规划与管理政策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 ，对二氧化硫和酸雨 ，也通过划定
“控制区” ，实施了总量控制的政策 。 同时 ， 加强了各项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
度 ，政策实施效果有了一定提高 。

总体来看 ，经过 ２０多年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 ， 中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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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政策体系 ，环境投资逐步增
长 ，用于控制污染的费用已达到了 GNP的 ０畅８ ％ ，近年来 ，在淮河等污染防治重
点地区 ，更采取了相当有力的行动 。 １９９８年下半年 ，中央政府从新增的 ２ ０００亿元
基础建设投资中划拨 １７０亿元用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 加快了环境建设的步伐 。
但是 ，与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还不完整 ， 从政策内容来看 ，
不少政策措施还建立在各级政府的传统计划和行政命令的基础上 ，建立在主要领
导人干预的基础上 ；从政策制定 、实施 、 评估 、 修正这一循环周期来看 ， 实施 、
评估 、修正各个环节都相当薄弱 ；在相当多的地区 ，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执法力度
不够 ，无法保证各项政策得到实施 ，直接制约了环境质量的改善 。

第四节 　环境政策的深化和发展

一 、环境状况面临的困难

从当前中国环境状况未看 ，中国只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压力下 ，避免了环境
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 。 总体而言 ， 大气 、 河流湖泊 、 海洋等方面污染还相当严
重 ，生态破坏还在不断加剧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环境污染政策的专题报告计算了
中国大气和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估计每年损失至少达 ５４０亿美元 ，几乎是
１９９５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８ ％ 。如果考虑其他方面的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的损
失 ，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 ， 胡
锦涛总书记指出 ： “从中国今后人口 、 经济增长的趋势看 ， 环境保护工作将会长
期面临三大压力 ，即工业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压力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带来的
压力 ，全球环境问题发展带来的压力 。当前 ，需要解决好以下矛盾或问题 ：即工
业化进程加快与污染治理滞后的矛盾 ；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与城市基础设施落
后的矛盾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与高效 、清洁使用能源的矛盾 ；水资源紧缺与水
污染不断加剧的问题 ；人口不断增长与耕地逐年减少的矛盾 ；矿产资源相对不足
与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的矛盾 ；生态基础脆弱与生态破坏继续扩展的矛盾 ；对外贸
易迅速发展与国际 ‘绿色壁垒’ 的矛盾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中
国的环境保护就难以取得重大的进展 ，可持续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 。”

二 、环境政策的深化和发展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这些矛盾和问题 ， 在制定和发展环境保护政策的过程中 ，
应当全面贯彻以下一些被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所证明的一些原则 ，如可持续
发展原则 、预防污染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 、经济和资源利用效率原则 、污染综
合控制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 、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原则等 。采用这些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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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政策得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并向可持续发展政策转变的重要条件 。
同时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推动环境政策体系的转变 。从西方一些国家

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 ，它们大致经历了二到三个阶段的变化 。近几
年来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推动下 ，发达国家正努力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决
策 ，鼓励社会自愿行动的政策体系 ，如表 ５唱１所示 。

表 5唱1 　经合组织国家环境政策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０００ 年之后

命令与控制手段 市场手段 混合途径

污染治理

法规

单一介质

增长极限

预防和防止

法规改革

环境税费

可交易许可证

定价政策

多介质

消费者需求

长远规划

可持续发展

法规与经济措施

寿命周期分析

污染预防与控制

自愿协议

对话

从其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近期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深化和发展的
目标如下 ：

（１） 建立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决策机制 ，使经济发展政策 、规划能
有效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 ， 主要手段是建立政策 、 规划与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 ；

（２） 建立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有效实施机制 ，建立完备有效的监督手段 ；
（３） 建立污染综合控制和全过程控制体系 ，采用清洁生产的各种手段 ；
（４） 应用各种创新的环境经济手段 ，如环境税 、排污权交易等 ；
（５） 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采取各种自愿行动 ， 如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 ， 政府环境

管理机构同企业的自愿协议 ，绿色产品标志等 ；
（６） 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
通过这些手段 ，提高中国环境保护政策在改善环境方面的有效性 、 实施效

率 ，提高政府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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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为了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代价及其可持续发展 ，首先必须界定中小企业
的概念 ，建立界定中小企业和划分企业类型的依据 ；其次要理解中小企业在社会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进一步认识构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紧
迫性 。

第一节 　中小企业概念的界定

企业是指在一定的目标前提下 ，由许多相互联系的因素 、环节 、部门所组成
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在这个整体内将一定的投入转化为产出 。企业的基
本功能是为社会提供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并获取一定的盈利 。而中小企业作为企
业的一种类型 ，必然是具有企业的全部特征 ，即从其所处的环境中获取必要的生
产要素 ，经过转换过程 ，向外部环境输出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使企业得以生存和
发展 。作为中小企业 ，是相对于其所处环境中的大企业而言的 ，两者之间的主要
差别是中小企业的生产规模较小 。

从历史上看 ，关于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是动态的 ，也是多样性的 。首先从世界
各国的情况来看 ，不同的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阶段 、水平 、状况等不同 ，其界定
标准不尽相同 ，称为国别差别 。其次从某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 ，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对中小企业的划分也有差异 ， 有时差别甚至很大 ，
称为经济差别 ，这一点在我国台湾省对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变动中 ，表现的十分
明显 。再次不同的行业 ，其划分标准也不同 ，有时差别相当大 ，这一差别称为行
业差别 。

由于中小企业划分的国别差别 、经济差别和行业差别的存在 ，对中小企业的
界定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一成不变的标准 。但无论怎么变动 ，划分标准都离不开
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这两个方面 ， 其变动就体现在质和量的规定的具体指标变
动 。质的指标一般有企业组织形式 ，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 ，企业的市场定位以及
企业的融资方式等指标 ，量的指标一般包括经营雇员人数 、资本金额 、资产总值
以及销售额等 。由于质的界定在应用上存在着诸多困难 ，一般在实际操作中很少
用到 。而量的指标由于具有直观性 ， 数据选取容易等特点 ， 比较容易把握和理
解 ，在实际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但是 ，也有些国家在采取量的规定的同时 ，将质
的指标作为辅助 。



一 、国外中小企业的划分

１畅 美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在美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和划分是以法律形式来规定的 ，在采取量的规定的

同时辅之以质的规定 。根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SBA） 的规定 ，在质上 ，规定凡是独立所有和经营并在行业中不占据垄断或支配
地位的企业都可被认为是中小企业 ； 在量的规定上 ，其指标主要有以下标准 ：制
造业雇员人数在 １ ５００人以下 ，或者是雇员人数在 １ ０００人以下 ，销售额在 ５ ０００万
美元以下 ，农业为销售额为 １００万美元以下 ；零售业企业销售额为 １００万 ～ ９５０万
美元 ；批发业为销售额为 ９５０万 ～ ２ ２００万美元 ；建筑业企业销售额为１００万 ～ ９５０
万美元 。美国的小企业管理局的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 ，使得美国近 ９９ ％的工商企
业都属于中小企业范畴 。此外由于设置了质的规定 ，使得在必要时 ，将一些在量上
超过规定限额的大企业也以不占行业支配地位为由而将其划分为中小企业 ，因此 ，
在具体操作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如 １９９６年 ，为了使美国汽车公司获得政府规定
的一些只允许小企业投标的项目投资资格 ，小企业管理局以不在行业中占支配地位
为由 ，将当时拥有 ３２ ０００名雇员 ，年销售高达 ９畅９１亿美元的美国汽车公司划为小
企业 。

２畅 英国对中小企业界定
英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在法律上对中小企业进行统一的界定 。对于中小企业

的划分标准是由带有半官方性质的英国皇家委员会制定的 ，采用了质的规定和量
的规定相结合的方式 。 １９６９ 年 ， 英国政府为了了解中小企业分布情况和中小企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便有针对性的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支持 ，成立
了以 T畅 E畅 博尔顿 （T畅 E畅Boltom） 为首的中小企业调查委员会 。 该委员会对中
小企业的划分做出具体的规定 ：首先在质的界定标准上规定 ：只要满足市场份额
小 、所有者依据个人判断进行经营以及所有经营者独立于外部支配这三个条件之
一者皆可划分为中小企业 ；其次在量上 ， 对不同的行业设置了不同的划分标准 。
凡是制造业雇员人数在 ２００人以下 ， 建筑业和矿业雇员在 ２０ 人以下 ， 零售业年
销售收入在 １８畅 ５万英镑以下 ，批发业年销售收入在 ７３万英镑以下均被划分为小
企业 ，根据该委员会的规定只要满足以上任何一条的企业都可以被称为是中小
企业 。

３畅 德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德国同英国一样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 。 １９７５ 年原东德的

中小企业研究所受当时的联邦德国政府委托提出了一个划分大 、中 、小企业的标
准 。根据这一标准 ，在工业企业中 ， 雇员人数在 ５０ 人以下 ， 年销售额在 ２００ 万
马克以下为小企业 ；雇员人数为 ５０ ～ ４９９ 人 ， 年销售额为 ２００ 万 ～ ２ ５００ 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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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型企业 。在手工业中 ，雇员 ２人左右 ，年销售额在 １０万马克以下为小企业 ，
雇员为 ３ ～ ４９人 ，年销售额为 １０万 ～ ２ ０００万马克的为中型企业 。对于针对企业
的服务业或自由职业者 ， 雇员 ２ 人以下 ， 年销售额在 １０ 万马克以下为小企业 ，
雇员为 ３ ～ ４９人 ，年销售额为 １０万 ～ ２００万马克皆为中型企业 。

此外 ，在德国的有关中小企业的法规中 ，对中小企业进行了质的规定 。主要
有以下三点 ：不能从资本市场直接筹集资本 、经营者直接承担风险和经营者独立
并且与雇员一起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４畅 欧盟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 ，因此欧盟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是在继承欧洲共

同体的划分标准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欧洲共同体对欧
洲范围内的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为 ：企业职工人数在 ５００人以内 ，固定资产总值
不超过 ７ ５００万埃居 ① ，被大企业所持有的固定资产比重不超过 １／３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欧盟正式成立 ，欧盟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已有的划分标准 ，重新确定
了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 ：年产值不超过 ４ ０００万埃居 ， 或者资产年度负债总额少
于 ２ ７００万埃居 ，企业雇员人数不超过 ２５０人 ， 并且不被一个或几个大企业持有
２５ ％以上的股权 。此外 ， 还对小企业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 企业雇用人数少于
５０人 ，年产值少于 ７００万埃居 ， 或者资产负债总额少于 ５００ 万埃居并具有独立
的法人地位 。

这是欧盟委员会确定的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 ，但在欧盟各国内部仍存在各自
的划分标准 ，在前面举出了德国和英国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 ，法国 、意大利这些
欧洲经济强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对中小企业都有各自的划分标准 。为了增强欧盟这
些企业的对外竞争力和凝聚力 ，欧盟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划分
欧盟范围内的企业规模 ，以便对欧盟的中小企业实施规范化的管理 ，促进欧盟中小
企业的整体发展 。出于这个目的 ，欧盟委员会在 １９９６年颁布了统一的划分企业规
模的标准并建议欧盟各国采用 。这一新标准将欧盟内企业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自
我雇佣者 ；第二类为微型企业 ，其雇用人数不超过 ９人 ；第三类为小企业 ，雇用人
数为 １０ ～ ４９人 ；第四类为中型企业 ，雇用人数为 ５０ ～ ２４９人 ；第五类为大型企业 ，
雇用人数为 ２５０人以上 。欧盟委员会的这一新划分标准利用雇用人数作为划分企业
规模的标准 ，避免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使一些指标不能反映各国这些企业的
共同点的缺点 ，因而受到欧盟各国的普遍认可 。

５畅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日本于 １９６３年制定了 枟中小企业基本法枠 ，该法规定 ：划分中小企业可以依

据雇员人数和资本金两个指标 ，只要符合其中的一条就是中小企业 ，该法对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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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的界定也仅仅限于量的指标 ，而没有进行质的规定 。依据该法 ，凡是雇
员人数在 ３００人以下或资本金在 １亿日元以下的制造业 、采矿业 、运输业和建筑
业中的企业 ，雇员人数在 ５２０人以下或资本金在 １ ０００ 万日元以下的零售业 、 服
务业的企业 ， １００人以下或资本金在 ３ ０００ 万日元以下的从事批发业务的企业均
为中小企业 。

６畅 我国台湾地区对中小企业界定情况
台湾在 １９５６年 ９月提出了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 期间共进行了六次较大的调

整 ，反映了划分中小企业量的标准的时效性 ，见表 ６唱１ 。

表 6唱1 　我国台湾中小企业的划分及其演变
时 　 间 制造业 、 加工业 、 手工业 矿业 、 土石采掘业 商业 、 运输业 、 其他服务业

１９５６ 年 １畅 资 本 额 在 新 台 币 ５００ 万 元 以 下
（以下均为新台币） ；
２畅 雇员在 １００ 人以下 。

１畅 年营业额 ５０ 万元以下 ；
２畅 雇员 ５０ 人以下 。

１９６２ 年 １畅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以下 ， 总资产
２ ０００万元以下 ；
２畅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以上 ， 且雇员为 ：
制衣 、 制鞋 、 电子产品 ３００ 人以下 ；
食品加工业 ２００ 人以下 ； 其他各业
１００ 人以下 。

１畅 年营业额 ５００ 万元以下 ；
２畅 雇员 ５０ 人以下 。

１９６６ 年 １畅 实收资本 ２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总资产
６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２畅 雇员 ３００ 人以下 。

１畅 实收资本 ２ ０００ 万元以
下 ；
２畅 雇员 ５００ 人以下 。

１畅 年营业额 ２ ０００ 万元以
下 ；
２畅 雇员 ５０ 人以下 。

１９６８ 年 １畅 实收资本 ２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总资产
６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２畅 雇员 ３００ 人以下 。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以下 。
１畅 年营业额 ２ ０００ 万元以
下 ；
２畅 雇员 ５０ 人以下 。

１９７１ 年 实收资本 ４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总资产
１畅 ２ 亿元以下 。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以下 。 年营业额 ４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１９８０ 年 实收资本 ４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总资产
１畅 ２ 亿元以下 ， 行业改为制造业 。

实收资本 ４００ 万元以下 。 年营业额 ４ ０００ 万元以下 。

二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

１畅 我国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的演变
我国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前后经过了四次较大调整 ，建国初期曾以固定资产价

值来划分企业规模 。 １９６２ 年 ， 国家根据企业职工人数来划分企业类型 ， 规定
３ ０００人以上为大企业 ，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人为中型企业 ， ５００人以下为小企业 。

１９７８年 ，原国家计委下发 枟关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大中型企业划分标准的规
定枠 ，该规定将划分企业规模的职工人数标准改为 “年综合生产能力” 标准 ， 并
在 １９８８年进行修改和补充 ，并重新颁布了 枟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枠 ，按企业的

·４８·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生产规模将企业分为特大型 、大型 、中型和小型等四类 ，对于产品比较单一的企
业 ，一般按照生产能力进行划分 。如钢铁企业 ， 规定年产钢在 １０ 万吨以下为小
型企业 ， １０万 ～ ６０万吨为中型企业 ， 对于产品和设备比较复杂的企业 ， 则按固
定资产价值进行划分 ，主要涉及机械 、电子 、化工等行业 。

１９９２年 ，国家经贸委又重新颁布 枟大中小型企业划分标准枠 ， 并将该标准作
为全国划分工业企业规模的统一标准 ，而不论企业属于哪个部门和行业 。根据该
枟标准枠 ，我国企业的生产规模仍分为特大 、大 、中 、小四种类型 ，凡是产品单一
的行业 ，依照企业的设计生产能力或查定生产能力划分 ，对难以按产品生产能力
划分的则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划分标准 。 设计生产能力则是指企业进行新建 ，
扩建或技术改造时 ，设计任务书或技术设计文件中所规定的产品生产能力 。查定
生产能力则是指由于进行设备改造技术革新等措施 ，企业生产能力超过原设计能
力 ；或者由于其他原因 ，使企业达不到其设计的生产能力 ，而对企业主管机关上
报评审的生产能力 。

１９９９年 ，我国对 枟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枠 再次进行了修改 。 新 枟标
准枠 参照一些国家的标准及各类企业占企业总收入的比重 ，不再使用旧标准中各
行各业 ，分别使用的行业标准 ，而是统一按照销售收入 ，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作
为划分依据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具体地将企业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特大型企
业 ，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 ５０ 亿元及以上 ； 大型企业 ， 年销售收入和资产
总额均在 ５亿元及以上 ； 中型企业 ， 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 ５ ０００ 万元以
上 ；其余均为小型企业 。新 枟标准枠 中企业范围仅包括工业企业 ，而不涉及非工
业领域的企业 ，这部分企业则由相关部门另行制定 。

２畅 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特点
从上面对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概述中 ，不难看出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

有如下特点 ：
第一 ，划分标准变动频繁 ，变动速度快 ， 短短 ５０ 年期间总共发生了四次较

大的变动 。
第二 ，标准的适用范围窄 ，我国至目前为主的企业划分标准一般只适用于工

业企业 ，而不适用于商业 、交通运输业 、建筑业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 。此外划分
企业的范围一般只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 ， 而不包括非公有制企业 ， 只有在 １９９９
年的新 枟标准枠 中才原则上包括了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 。

第三 ，企业规模档次越分越细 。一方面 ，不仅增加了特大型企业 ，而且对大
型 、中型企业进行了细分 ，分别分为 “大 １” 、 “大 ２” 和 “中 １” 、 “中 ２” ； 另一
方面 ，对行业的划分逐渐变细 。

第四 ，界定标准取值不断提高 ，这反映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企
业总体规模不断变大这一事实 ，是同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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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对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评价
上述四个特征反映了我国中小企业划分标准在不断完善的一个总体过程 。划

分标准变化快反映了标准应用于实践且不断得到完善 ，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在不断
地扩大 。 １９９９年的新 枟标准枠 中采用了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来取代旧的生产能
力标准是一大进步 。 使新 枟标准枠 更加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划分 。 另
外 ，新 枟标准枠 划分企业范围包括各种所有制工业企业 ，扩大了 枟标准枠 适用的
范围 。

但是 ，参照前面的国外中小企业界定 ，可以看出我国的新 枟标准枠 仍有诸多
不完善之处 ：缺乏质的规定 ；没有雇员人数标准 ，脱离了国际上的常规做法 ，也
与我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解决就业问题的实际不相符 ，没有包括非工业领域的
企业 ，涉及面过窄 ，因此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促进其同国际接轨 ，制定和执
行新的划分标准势在必行 ，新的标准的制定必须满足统一 、灵活和法律在这三大
原则 。

第二节 　我国中小企业的性质和特点

一 、中小企业的性质

中小企业是一个相对大企业而言的概念 。从理论上讲 ，中小企业一般是指规
模较小的或处于创业阶段和成长阶段的企业 ，包括规模在规定标准以下的法人企
业和自然人企业 。

从性质上说 ，我国中小企业大致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乡镇企业 、民营科技
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国有中小企业 、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 、三资企业等 ，相互
之间有一些交叉 。 其数量分布为 ： 个体和私营企业占 ７７畅７ ％ ， 集体占 ２０畅１ ％ ，
国有和三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２畅２ ％ 。 其中 ， 在中型企业中 ， 国有企业约占
６９ ％ ，非国有企业占 ３１ ％ ；在小型企业中 ， 国有企业约占 １５ ％ ， 非国有企业占
８５ ％ 。因此 ，非国有中小企业一般规模较小 。

总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中小企业的投资主体逐步实
行多元化 ，在所有制分布上逐渐向民营倾斜 。这种所有制分布有利于经济资源的
合理配置 ，也是我国企业在新的形势下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 。

二 、中小企业的特点

中小企业从整体上说 ，与大型企业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 ：
（１） 数量众多 ，分布面广 。中小企业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在

数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 ，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很广 ，几乎涉及所有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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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性行业和领域 ，除技术 、资金密集度极高的特殊行业外 ， 广泛地分布于第一 、
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 。在我国这些企业不仅广泛地分布在三大产业中 ，而
且在地域上 ，在东 、中 、西部都有广泛的存在 ， 只是在比例上有所差别 ， 如表
６唱２ 和表 ６唱３所示 。

表 6唱2 　我国私营企业的产业分布 （单位 ：％ ）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第一产业 １畅 １ １畅 ３ １畅 ７ ２畅 １２ ２畅 ０５

第二产业 ５０畅 ４ ４７畅 ９ ４４畅 ８ ４２畅 ２ ３７畅 ０５

第三产业 ４８畅 ５ ５０畅 ４ ５３畅 ５ ５５畅 ６ ６０畅 ９

　 　 资料来源 ： 周立群 ， 谢思全 畅 ２００１畅 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畅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表 6唱3 　我国私营企业的地区分布 （单位 ：％ ）

地 　 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年 　 份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９

比 　 例 ６８畅 ５ ６４畅 ７ ４５畅 ４ ２０畅 ２ ２３畅 ４ ３７畅 ６ １１畅 ３ １１畅 ９ １７

　 　 资料来源 ： 枟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中国经济年鉴枠

以私营企业为例 ，从上表中看出 ，我国的私营企业无论是在产业分布上还是
在地区分布上 ，其分布趋势日益合理 。在产业上 ，私营企业逐渐从第二产业转向
第三产业 ，主要是一些服务性行业 ；在地区上 ，由东向中西部发展 ，地区布局逐
渐合理 。

（２） 产出规模小 ， 财务状况差 。 一般而言 ， 中小企业从其成立之初 ， 其规
模就受其资金状况制约 ， 创业资金和经营资金相对匮乏 ， 缺乏足够的资本积
累 ， 相应地生产规模较小 。 在我国 ， 中小企业发展起步较晚 ， 规模小 、 资金缺
乏显得更为突出 。 据统计 ， ２０００ 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小型企业平均拥有资本金
只有 ８１６畅 ８６ 万元 ， 不到同期中型企业的 ３０ ％ ， 大型企业的 ４ ％ ； 平均每个中
小企业的年产值为２ ６００万元 ， 仅为同期中型企业的 １／３ ， 大型企业的 ５畅 ４ ％ ，
见表 ６唱４ 。

表 6唱4 　 2000年我国大 、中 、小型工业企业产值与资本规模比较 （单位 ：亿元）

企业类型 企业单位数 （个） 工业总产值 平均总产值 比较 实收资本 平均实收资本 比较

大型企业 ７ ９８３ ３８ ３０３畅 ２１ ４畅 ８０ １畅 ００ １７ ６１１畅 ６７ ２畅 ２０ ６１５ １畅 ００

中型企业 １３ ７４１ １０ ６８９畅 ８１ ０畅 ７８ ０畅 １６ ３ ７９７畅 ８６ ０畅 ２７６ ４ ０畅 １２５

小型企业 １４１ １６１ ３６ ６８０畅 ６４ ０畅 ２６ ０畅 ０５ １１ ５３０畅 ９２ ０畅 ０８ １６９ ０畅 ０３７

　 　 资料来源 ： 枟２００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枠

中小企业由于资金缺乏 、规模小 ，直接导致其财务状况恶化 ， 表 ６唱５ 反映了
我国中小企业总体的财务结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中小企业的总体特点是财务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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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健全 ，经营业绩差 。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 ： ① 中小企业的负债严重不合理 ，
资产负债率偏高 ， 不仅高于大型企业的 ５７畅０８ ％ ， 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６０畅１２ ％ ；而长期负债比率显著低于大型企业 ， 使得中小企业以长期资金来弥补
固定资产资金缺口的机会较少 ，进而只有依靠短期负债来弥补 ，这就加大了财务
危机的可能 。 ② 中小企业的经营业绩 ， 包括各种获利能力比大企业要差 ， 营业
利润率与资本报酬率均低于大型企业 。

表 6唱5 　 2000年我国大 、中 、小型企业财务状况 （单位 ：％ ）

企业类型 负债比率 长期负债率 长期资金比率 利润率 资本报酬率

全国总计 ６０畅 １２ ３０畅 ０８ ９１畅 ８５ ５畅 ２２ １３畅 ３４

大型企业 ５７畅 ０８ ３６畅 ０９ ９１畅 ５０ ７畅 １３ １６畅 ０８

中型企业 ６７畅 ４４ ２６畅 ８９ ８４畅 ８３ ３畅 ３８ ９畅 ２３

小型企业 ６２畅 ６２ ２１畅 ５２ ９５畅 ９８ ３畅 ５６ １０畅 ５０

　 　 资料来源 ： 枟２００１ 年中国统计年鉴枠

（３） 竞争力较弱 ，经营效率低下 。中小企业在生产规模和资本积累方面的劣
势 ，使其劳动生产率较低 ，生产成本高 ，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我国中小企业的
发展还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另外 ，中小企业易受经营环境的影响 ，变
数大 、风险大 ，难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 。小企业关闭率非常高 ，小企业开办的头
三年约有 １／３至 １／２关闭 。

（４） 经营灵活 ，形式多样 。一般来说 ，中小企业进入市场比较容易 ，经营手
段灵活多变 ，适应性强 。 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较快地调整产品结构 ， 改变生产方
向 ，从而较快地适应市场的新需要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

第三节 　中小企业的组织形式

一 、企业的组织形式

企业的组织形式就是企业的产权构成形式 ，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法律上承
担的责任是不同的 。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有单一业主制 、合伙制 、有限责任公司制
和股份合作制这四种企业组织形式 。

１畅 单一业主制
单一业主制企业又称个体或独资企业 ，这是一种由一个自然人出资 、自我经

营 、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的企业 。单一业主制企业没有或只有很少的雇员 ，企业
投资少 、规模小 ，企业也不具备法人资格 ，在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时 ，业主必
须以其所有的财产来清偿债务 ，负有无限清偿责任 ，但是业主在经营管理上对企
业有完全的控制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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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 合伙制
根据我国 枟合伙企业法枠 ，合伙企业是指在我国境内设立的 、 由合伙人订立

协议 ，共同出资组建 、合作经营 、共享收益 、共担风险 ，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的盈利性组织 。根据这一定义 ，合伙制企业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合伙人发起或设立的 ，并由合伙人共同经营 ，共同对企业的债务负无限清偿连
带责任 ，以合同形式确定各自的出资份额并以此来确定各合伙人之间的收益分
配 。一般而言 ，合伙制企业规模不大 ，合伙人数较少 ，涉及的利益方较少 ，因此
便于企业的经营管理 。

３畅 有限责任公司制
有限责任公司制是目前最普遍的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形式 ， 我国的 枟公司法枠

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由 ２ ～ ５０ 个股东出资 ， 是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的独立法
人 ，每个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公司承担有限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
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股东的所有权与企业法
人财产权分离 ，股东投入的资本只能转让而不能抽回 ，并以出资额为限在公司破
产时对公司债务负有限责任 ， 而由公司的全部法人资产对公司的债务负有限
责任 。

４畅 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是我国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 ，是股份制和合作制

相结合的产物 ，既可以股份制为基础 ，吸收合作制的某些特点而形成 ，也可以合
作制为基础 ，吸收股份制的某些特点而形成 ，两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 ，有的
更像股份制而有的则更像合作制 。由于是新生事物 ，股份合作制其自身仍处在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 ，股权只限于本企业的职工 ，体现
了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有效结合 。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民主管理 、集体监督模
式 ，收益分配上 ， 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 ， 企业以企业资产承担有限
责任 。

二 、中小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上述四种企业组织形式是目前我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 ， 对于中小企业而
言选择一种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组织形式至关重要 。 在选择时不仅要考虑所选
组织形式的利弊 （表 ６唱６） ， 还要考虑企业所处的行业 、 自身的经济和经营管理
能力 、 融资能力 、 企业规模大小等因素 。 一般而言 ， 在中小企业的创业之初采
用单一业主制或合伙制 ， 因为这样的企业设立程序简单 ， 费用也较低 ， 而且投
资者可以有效地对企业进行管理 ； 当企业发展到具有一定的规模时 ， 这时宜采
用有限责任公司制 ， 这是企业规模增大时 ， 企业获得融资和进行有效管理的必
然结果 。

·９８·第六章 　中小企业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表 6唱6 　企业组织形式比较
企业组织形式 优 　 　 点 缺 　 　 点

单一业主制 易于设立和退出 、 完全的经营管理权 、
税负较轻 、 收益独享

无限责任 、 企业发展潜力不大 、
融资较为困难

合伙制 易于设立和退出 、 税负轻 、 易于管理 、
信用好 、 抗风险能力强

无限连带责任 、 决策权分散 ，
效率低 、 企业发展潜力有限

有限责任公司制 有限责任 、 易于扩大企业规模 、 融资较
为灵活方便 、 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 ， 实
现管理专业化

设立和退出程序复杂 ， 费用较
高 、 税负较重 、 参与利润分配
方多

股份合作制 有限责任 、 实现劳资结合 ， 企业凝聚力
强 、 管理上实行民主化

人事管理机制僵硬 、 决策效率
低下 、 易滋生腐败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采
用单一业主制或合伙制 ，而只有少数搞科技型企业由于具有一定的规模且具有良
好的发展潜力 ，对于这些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制 。对于股份合作制 ，则是
一些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企业也为
数不少 。

就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而言 ，有限责任公司制是最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 。有
限责任公司制的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企业筹集资金及发展壮大的最有效的组织形

式 。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无论在融资成本 、融资手段灵活性与融资速度上 ，还是
在促进企业规范运作与建立有效的企业治理机制方面 ，均有明显的优越性 。随着
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 ，其组织形式也在不断完善 。以私营企业为例 （我国的
私营企业基本上属于中小型企业） ， 自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大多数具规模
的私营企业从以单一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为主发展到以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

为主的局面 。从表 ６唱７ 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变化趋势 。

表 6唱7 　我国私营企业组织形式 （单位 ：％ ）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单一业主制企业 ５４畅 ５ ５６畅 ２ ５５畅 ３ ４８畅 ４ ４８畅 ５ ４６畅 ０ ４３畅 ８ ４０畅 ３ ３６畅 ８ ３４畅 ７

合伙制企业 ４１畅 １ ３７畅 ６ ３２畅 ０ ２３畅 ８ ２０畅 ０ １８畅 １ １５畅 ６ １３畅 ６ １１畅 ４ ７畅 ０

有限责任制企业 ４畅 ４ ６畅 ２ １２畅 ７ ２７畅 ８ ３１畅 ５ ３５畅 ９ ４０畅 ６ ４６畅 １ ５１畅 ８ ５８畅 ３

　 　 资料来源 ： 周立群 ， 谢思全 畅 ２００１畅 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畅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从表 ６唱７中可以看出 ，自 １９９０ 年之后 ， 我国商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 １９９０年 ，单一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占全部私营企业数的 ９５畅６ ％ ，
有限责任制企业仅占 ４畅４ ％ ； 而到了 １９９９ 年有限责任制企业便占到私营企业总
数的 ５８畅 ３ ％ ，私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有了极大的完善 ， 同时作为中小企业的主体
部分 ，也说明我国中小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 。

应该强调 ，中小企业是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有产品 、 有市场 、 有发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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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有利于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技术密集型和扩大城乡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的各类中
小企业 ，而不包括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国家严令禁止需要关 、停 、并 、转的重
复建设型或者环境污染型的中小企业 。

第四节 　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一 、国外中小企业地位和作用

１９７３年 ，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在 枟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枠 一书
中曾指出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单一的模式 ，而是由两大系统组成 ，一方面是
有组织的大企业经济 ，另一方面是分散的小企业经济 。从中可以看出 ，在美国中
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 中小企业被称为 “美国经济的脊梁” 。 在
美国 ，中小企业有 ２ ０００ 多万 ， 占美国全国企业总数的 ９９ ％ 以上 ， 创造了美国
５０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 吸纳了美国全国 ５０ ％ 以上的劳动力 ， 产品出口额占
总出口额的 ３０ ％ 。据估计 ，在未来的 １０年中 ，美国的全部新增就业机会的 ８５ ％
将由小企业创造 。

在日本 ，中小企业总数占全日本企业总数的 ９０ ％ ， 从就业人员数上看 ， 日
本的中小企业吸收了日本就业人数的 ８０畅６ ％ ，而大企业只占 １９畅４ ％ ；在产值上 ，
即使是在中小企业数量较少的制造业中 ，中小企业的产值占该行业全部产值达到
５５畅５ ％ ，而且 ，日本的中小企业大都是围绕大企业展开的 ，每一个大企业的周围
都聚集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为其提供零件和服务 ， 因此没有日本中小企业的支持 ，
日本大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存在有很大的困难 。

在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 、韩国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中小企业为其所
在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尽管各国在中小企业界定标准 、地位和作
用以及统计指标标准上不尽一致 ，但中小企业在企业数量 、吸收就业以及产值等
方面占有绝对大的比例 ，这是共同点 ，中小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稳定增
长的支柱力量 。

二 、我国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１畅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 ２０多年以来 ，我国中小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 在国民经济生活

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工业为例 ，据国家统计局对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
业的统计 ， 截至 ２０００ 年底 ， 我国具规模的中小工业企业约有 １５０ ２１５ 个 ， 据
２００１ 年 枟中国统计年鉴枠 ： 占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数的
９２畅２ ％ 。由此看出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实际上这个数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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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反映全国中小企业的数量 ，一方面是因为在此统计范围内 ，规模以上非国有
工业企业是指产品销售收入在 ５００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而数量众多的不
具规模的中小企业没有被统计到 ；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数字只包括工业部门 ，没有
涵盖商业 、建筑业 、服务业等部门 ，而在这些部门中 ，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 ；还
有一点是因为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自雇者群体 ——— 个体户 ，个体户在我国数
量极其繁多 。在广义上 ，自雇者也包括在中小企业内 ，因为我国并没有微型企业
的划分 。因此 ，实际上 ，我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远不
止这个数 。从全国中小企业整体来看 ，无论是企业数量 ，还是产值 、就业和税收
方面 ，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具有绝对的整体优势 。

２畅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
（１） 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互补充 ，为大企业提供配套零件生产或提供相关的

服务 ，其作用不可缺少 。中小企业在促进生产的专业化 、系列化 、提高规模效益
等方面 ，作用十分明显 ，是现代大企业的生存基础 。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的日益
专业化 ， “大而全” 、 “小而全” 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越来越难以生存 ， 大企业不
可能生产其产品的全部零件 ，需要中小企业为其提供专业化的协作配套 。这一方
面就为各类 “小而精” 、 “小而特” 的中小企业提供了极大的发展余地 ；另一方面
也是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 中小企业通过为大型企业的专业化生产进行加
工 、协作 、配套和服务等 ，填补了大企业生产的空白 ，满足了社会需要 。这种以
大企业为核心的大规模 、专业化的协作体系 ，使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大型企业
的发展唇齿相依 ，既促进了大型企业的不断扩张 ， 又促进自身的不断提高和发
展 ，在这种协作体系中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发挥各自所长 ，相互依存 。

近年来 ，中小企业通过分包 、特许经营 、生产合作和科技合作等方式与大企
业联合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日本 ，机床工业主要有 ４３ 家大企业 ， 直接与它们协
作的中等企业有 １ ０１３家 ，而为这 １ ０１３家中等企业服务的小企业又有 １０ ８６９家 。
在美国 ，以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例 ，其外部协作生产的零部件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为
３０ ％ ， １９８０年达到 ７０ ％ ，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又有所增长 。 福特汽车公司在国
内外的协作厂商有 ４万家 ，供应 ２ ０００种汽车配件和工作机具 ， 每年用于外购协
作件的款项达 ２００亿美元 。

中小企业通过从事大企业不能干或不屑干的行业 ，对经济生活起到拾遗补缺
的作用 。在工业领域 ， 生产的大型化和小型化 、 集中化和分散化 ， 是同时存在
的 。这是由于各种产品的最佳生产规模不同 ，有些产品适合大规模生产 ，有些则
适合小规模分散形式的生产 。中小企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有其天然的优势 ，同
时 ，在商业和服务业 ，中小企业更是占据了统治地位 。

·２９·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２） 中小企业是维护市场竞争机制的重要力量 。显示国家经济实力的是大企
业 、大集团 ，而创造市场活力的却是小企业 。 与大型企业相比 ， 中小企业在资
金 、技术 、人才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 ，往往很难经受住市场冲击 。数量众多 、市
场份额分散的中小企业为了生存 ，必须充分发掘企业的潜力 ，以避免在激烈市场
竞争中被淘汰的命运 。中小企业更加关注市场的变化 ，利用其经营方式灵活 、组
织成本低廉 、转移进退便捷等优势 ，能及时地接受市场信息 、调整投资方向 、或
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转产 ，更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和个性化 、潮流化的
消费需求 。相比之下 ，大型企业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必然伴随着高投入和低效率 ，
决策程序复杂 ，面对纷繁复杂 、瞬息万变的市场往往难以作出迅速反应 。

在激烈的竞争中 ，有的小企业在竞争中成长为大企业 ，而有的则在竞争中消
亡 ，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企业产生 。因此 ，无论在何种环境下 ，中小企业作为一
个整体顽强地存在着 ， 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就企业整体而
言 ，中小企业的数量不断扩张 ，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高 ，新增就业吸纳能
力不断增强 ，即使在企业向大型化 、 规模化发展的潮流中 ， 其地位始终难以动
摇 。中小企业的这种不断的新陈代谢 ，使企业素质极大地提高 ，经营管理不断改
善 ，推动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 并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越性 ， 打破垄
断 ，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 。实践证明 ，在我国 ，中小企业利用其贴近市场 、贴近
用户 、机制灵活的优势已成为促进市场发育 、完善市场的最根本的原动力 。

（３） 中小企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资本主义国家和私
人垄断资本急剧膨胀 ，中小企业似乎难以生存下去 ，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断言中小
企业已失去了活动空间 。然而 ，中小企业不仅没有被吃掉 ，反而有了更加长足的
发展 ，中小企业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

在我国 ，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中小企业迅速发展 ，特别是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
来 ，中小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 ３０ ％ 左右 ， 远远高于总的经济增长速
度 。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中 ， 工业新增产值的 ７６畅７ ％ 是由小
企业创造的 。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 ： １９９５ 年中小企业创造的工业
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７２畅８９ ％ ， 而大型工业企业的产值只占 ２７畅１１ ％ 。 另
根据统计测算 ， １９９７年 ，乡镇企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 ６０ ％ ， 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３０ ％左右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 ５０ ％ 左右 ， 出口贸易交货
值占全国的比重突破 ４０ ％ ，上缴国家税金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２６ ％ ， 农民人均纯
收入 ２ ０８０元中的 ３８ ％来自乡镇企业 。尤其在国有企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中 ，中小
企业起着引领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

（４） 中小企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 首先 ， 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的重要
渠道 。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戴维 · 伯奇的研究 ， 每 １０ 个新工作岗位中 ， 有
８ 个是由雇员不足 １００ 人的小企业创造的 。 在我国 ， 中小企业主要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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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 单位投资容纳的劳动力和单位投资新增加的劳动力明显要
高于大型企业 ， 绝大多数行业都要比大企业高出 １ 倍以上 。 １９７８ 年 ～ １９９６ 年 ，
我国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 ２畅 ３ 亿个劳动力 ， 绝大多数是在中小企业就业 。 目
前全国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为 １畅 ５ 亿人左右 ， 其中在小型企业就业就有 １畅 １ 亿人
左右 ， 占 ７３ ％ 。 改革开放以来 ， 乡镇企业已吸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 ９ ２１７ 万
人 ， 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一半 ； 同期城镇增加了近 ８ ０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 ， 这其
中 ７５ ％ 以上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 农村剩
余劳动力及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 今后 ， 我国面临的是新增劳动力和
存量劳动力的双重压力 ， 发展中小企业已成为缓解就业压力 ， 稳定社会秩序的
重要措施 。 其次 ， 中小企业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 。 中小企业大部分分布在中
小城市和集镇 ， 各级地方财政收入 ８０ ％ 来源于中小企业 。 作为县 、 市经济的
主体 ， 中小企业对振兴地方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实践证明 ， 哪个地区中
小企业的效益好 ， 哪里的经济就繁荣 ， 财政收入就比较宽裕 ， 群众的负担就比
较轻 。 最后 ， 在宏观上 ， 中小企业对遏制经济衰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在买
方市场条件下 ， 经济衰退总是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 即消费需求不足 ， 经
济重新恢复均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消除部分供给过剩 、 产品结构转换的过程 ，
而中小企业规模小 ， 在衰退时能够及时转向 ， 有效地消除过剩的产品供给 ， 从
而对遏制经济衰退有较大的作用 。 由于大量的中小企业存在 ， 使得我国台湾平
稳度过了 １９９７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 而以大企业闻名于世的韩国则遭受了重大
的损失 。 总之 ，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 既可以增加就业岗位 ， 又可以繁荣地方经
济 ， 为社会 、 国家的稳定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 。

（５） 中小企业是主要的创新力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中小企业顽强生存
和发展的优势在于其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 。尤其是近年来 ，中小企业已越来越成
为创新的主导力量 。这里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 。

技术创新方面 ，中小企业更具主动性和灵活性 。技术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
容 ： ① 方法创新 ，主要指实行新的生产或管理方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 ② 产品
创新 ，指研制新产品 ，产品更新换代 ； ③ 结构创新 ， 主要指通过提高工人素质
和改善经营管理结构而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按照传统理论 ，对某种技术改造
或技术革新进行一系列的可行性研究 、咨询 、计划 、筹资以至于实施 ，对职工的
培训等 ，都需要大量的投资 ，只有大企业有能力完成创新 ，小企业无能为力 。但
是 ，许多研究表明 ，中小企业发明新技术 、新产品的效率远远高于大企业 。 １９８２
年美国盖尔研究所对 ７０年代 １２１个行业的 ６３５ 种创新产品进行分析研究 ， 发现
中小企业每 １００万职工提供的技术创新是大企业的 ２５ 倍 。 同一研究还表明中小
企业从技术创新到产品投入市场所需的时间比大企业更短 ， 中小企业平均为
２畅２２年 ，而大企业为 ３畅 ０５年 。和大企业相比 ，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具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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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 。大型企业规模庞大 、结构复杂 ，对市场的反应不如小企业来得快 ，而中
小企业的企业主一般是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 ，个人创新意识能迅速转为具体的
实施计划 ，新产品 、新工艺投入市场的速度快 。数据表明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
上 ，和大企业已经不相上下 。在美国 ， ８０ ％以上新开发的技术是由中小企业来付
诸生产的 ，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风险经营方面 ，小企业更具有优势 。美国经济之所
以能够具有如此强大的活力 、科学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重要原因在于大批
高 、精 、尖技术型中小企业的迅速发展 ，美国目前的几个世界闻名的高新科技企
业如微软 、康柏 、苹果等 ，都是由名不见经传的风险经营小企业发展起来的 。中
小企业的风险经营不仅能够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促进产业换代和技
术进步 ，而且可以活跃技术市场 。 我国中小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 ， 在科技创
新 、科技开发等方面意识强 、行动快 ，成为名副其实的技术创新的生力军 。在目
前的高新技术企业中 ，中小企业占 ９０ ％左右 。

制度创新方面 ，中小企业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 。例如 ，我国的股份合作
制 ，既不同于股份制公司 ，又有别于合伙制 ，是中小企业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
种适合中小企业的崭新的制度 ，体现了我国的国情 ， 为大多数中小企业所采用 ，
显示出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６） 中小企业为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工业发达国家来
看 ，中小企业在振兴地方经济发展 、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起了积极作用 。工业
化给各国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 ，由于工业 、服务业集中
于少数大城市 ，造成城市恶性膨胀 ，带来人口过度集中 、环境严重污染等消极后
果 ，同时 ，广大边远地区和农村的经济处于落后地位 ，而且差距在不断拉大 。在
各国改善工业布局的过程中 ，小企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小企业投资少 ，容易上
马 ，经营灵活 ，一旦遇到风险 ，损失也不大 ，还可利用各地区优势 ，生产当地和
各地需要的产品 ，与地区利益关系密切 ，因此 ，各地区有很高的发展小企业的积
极性 。在我国 ，中小企业往往处于城乡结合部 ，对城乡经济的联结 、互补和协调
发展起飞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特别是农村小城镇建设作为实现农村现代化战略
的提出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已是当务之急 。另外 ，在开发中西部的战略中 ，中小
企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可以想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中小企业无论在质 、还是在量上都
将有更大的发展 ，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重要地
位也将得到不断的提升 。

三 、对我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经过 ２０多年的高速发展 ， 中国经济奇迹般崛起 ， 全球为之瞩目 。 其间 ， 中
国中小企业挺立潮头 ，异军突起 ，突破平庸和障碍 ，展现出蓬勃生机 ，演绎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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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奇 ，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 中国中小企业从无到有 、 从小到
大 、从弱到强 、从国内到海外 ，在理论上 、法律上 、政策上 、实践上都经历了一
个不平凡的历程 ，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 、有不少教训应该吸取 。中国中小企业应
该引起深刻思考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 就是中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问
题 。虽然这个问题涉及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法律诸多因素 ，但就其自身而
言 ，中国中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务必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

（一） 实施科学发展战略

企业之间的战略竞争 ，从根本上讲是企业战略思维 、战略定位和战略实施的
竞争 。据统计 ，世界上 １ ０００家破产倒闭的大企业中 ， 有 ８５０ 家是因为企业家缺
乏战略管理或决策失误造成的 。因此 ，战略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一定意义上决定企业能否做大 、做强 、做长久 。一位优秀企业家必须站在时代的
高度 ，既要善于从宏观上综观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潮流 ，洞悉国内企业改
革的态势和取向 ，做出驾驭大局的理性判断和前瞻性决策 ，又要敢于从微观战术
上做出合乎企业自身实际的科学安排 。由于我国现在的中小企业多数是计划经济
和市场经济两种模式交叠期的产物 ，因此中国中小企业的时代性较浓 ，在发展问
题上的衡定性较弱 。中国中小企业要面向未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定要从根本
上解决发展战略问题 ，其中主要是目标战略和人才战略两大问题 。可以认为 ，一
个成熟的企业应该在经营目标和经营人才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中小企业要站
在战略高度 ，着眼企业的长远发展 ，从产业 、产品 、市场 、技术 、经营管理模式
等方面全面规划 ，并坚定不移地按计划组织实施 。企业发展方向和中长期目标的
定位 ，不仅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上寻求突破与创新 ，也是企业宏伟蓝图的理
性构建过程 。企业要从百年发展需要出发 ，实施人才高地战略 ，制定长远人才发
展计划 ，建立健全用人机制 ，敢于不拘一格招贤纳士 ，用情感 、用事业 、用待遇
有计划 、有步骤地吸纳各类优秀人才 ，并为之建立职业阶梯计划 ，通过培训等方
式增强人力资本的功能 ，还要以优秀的企业文化 ，增强企业对人才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关键人才是企业在 ２１世纪竞争中保持主动 、 赢得优势的第一资源 。 当今
世界管理科学权威杜拉克也认为 ： “企业唯一重要的资源是人 ， 管理就是充分开
发人力资源 。” 这件事情做好了 ， 中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也就奠
定了 。

（二） 强化规范经营意识

长期以来 ，中国中小企业由于其出生和成长的时代性 ，社会对中小企业的规
范性存在不同程度的质疑 ，确实有一些中小企业因为经营行为不规范而经受挫折
甚至被淘汰 。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 、法律完善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游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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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更加科学 、完善 、透明 ，违规成本也越来越高 。因此 ，中国中小企业可持续发
展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 、按理出牌 。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来看 ，强化中小企业
规范意识主要体现在四点 ： ① 企业行为要规范 ， 不仅仅关注财富的物质增长 ，
同时要关注行动背后的精神内核和对国家 、对社会的责任 ，做到遵纪守法 、合规
经营 、依法纳税 、 诚信健康 。 ② 企业内部规章制度要健全 ， 强力提高执行力 ，
特别是中小企业家自身要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 ，不能因个人意志而随意改变 。说
得更直接一点 ，中小企业的规范经营取决于中小企业家的意识和行为 。 ③ 企业
要与国际接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大力推进全面质量管理 ，通过全面管理 、全
程管理 、全员管理 、细节管理 、文化管理全面提高质量 ，从而以企业精神引领企
业文化 ，用科学发展观创造 “绿色” 财富 ， 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 ④ 企业管理
制度创新 ，即是要实现由人治到法治再到文治的转变 。人治依赖于企业家自身的
才能 ，法治则依赖于管理制度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而文治即企业文化的塑造 ，这
是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其在企
业管理中的巨大威力 。 文化就是核心竞争力 ，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强势观
念 ，是企业思维和行动的指南 。管理制度通过升华就是一种文化 ，只有在优秀企
业文化的包容和培育下 ，才有可能诞生出优秀的企业管理行为和规范的企业员工
行为准则 。企业是把资源变成财富的事业 ，也是承担风险的事业 ，企业的发展和
利润来自于企业的责任 ，而责任就是按规矩办事 。 全世界历史悠久的优秀企业 ，
无疑都是规范经营的结果 。

（三）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人类在 ２１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 ， 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 它具有三大突出
特征 ，即经济全球化 、信息化和可持续发展 。面对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 、国际市
场竞争集约化的趋势 ，国力的较量在于世界级的跨国公司 ，企业的较量在于国际
竞争实力 。中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 ，但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品结构单一 、工艺技
术水平较低 、市场区域较窄的企业为数不少 。其根本原因与企业自身能力关系密
切 ，即使有不少中小企业在中国当前看来不失为强者 ，但从世界范围来比 ，在规
模 、效率 、盈利性 、创新能力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虽然中
国资源丰富 、市场广阔 ，但中国加入 WTO 后 ，完全化和国际化的竞争已日益加
剧 ，我们的企业跨出厂门就是世界市场 。由于中国中小企业目前所从事的行业基
本上不属垄断行业 ，因此 ，中小企业一直是在竞争中求生存 、 在挑战中求发展 。
国际化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的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参与国际竞争 ，是中国中小
企业于已于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中小企业要敢于走出国门 ，将产品市场和
人才 、技术 、资金等资源市场向国外延伸 ，并着眼于整合全球资源 ，以实现全球
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之目标 。通过参与全球经济竞争 ，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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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去实践 ，去获取先进的理念 、 成功的经验 、 优秀的人才和更加广阔的市
场 ，使自身以进为守 ，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扩大企业的生存空间 ，提升企业的内
在素质 ，实现企业的集约化 、规模化 、 国际化发展目标 ， 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
全世界优秀的企业 ，无疑都是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 。世界 ５００强的发展历史
证明 ，几乎所有企业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 ，以本国为基地 ，不断走向世界 ，最终
成为跨国企业的 。跨国经营和国际化是国际级大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必经过程 ，是
中国大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 ，也是大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从未来判
断 ，在中国 ，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取决于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

（四） 注重社会公众形象

随着中小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大 ， 中小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财
富 ， 也有不少中小企业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 于是 ， 社会开始关
注 、 舆论开始关注 。 由于中国浓厚的政治 、 社会 、 文化 、 意识背景 ， 也由于一
些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 ， 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实中国对中小企业接纳程度有限 ，
而且负面反响较多 ， 尤其是在当今我国处于时代变革与企业转型的特定历史阶
段 ， 既是发展的机遇期 ， 也是危机的多发期 ， 这种现象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
中也许是不可跨越的过程 ， 但从中小企业来讲 ，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 需要一个
宽松的政治 、 社会 、 文化 、 舆论大环境 ， 而这个环境的营造 ， 与中小企业自身
密切相关 。 因此 ， 优秀企业的经营目标不仅仅是实现经济效益和利润的最大
化 ， 同时 ， 也要重视社会效益 ， 树立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 ， 力争成为中国乃至
世界 “最受尊敬的企业” 。 中国中小企业要提升社会公众形象 ， 首先要提升中
小企业家的形象 ， 因为企业家再也不是单纯意义的企业舵手 ， 企业家已成为一
个公众人物 ， 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 ， 正如日本 “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所言 ：
“企业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企业家的素质 。” 因此 ， 中小企业家既要正确认
识自己的能力 、 自身的价值 、 拥有的财富 ； 又要提高自身修养 ， 为人处事韬光
养晦 ， 以社会责任为己任 ， 参与公益事业 ， 用行动倡导诚信和公平 ， 使个人 、
企业和社会三者共赢发展 ； 还要凭借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成功经验 ， 形成具有个
性魅力的企业领袖风范 ， 进而提高企业 、 品牌的影响力 、 竞争力和文化力 ， 最
终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引领者 。 其次 ， 要以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扩大企业知名
度 ， 提升企业的美誉度 ， 从而以企业美好的公众形象不断提高社会对企业的认
同度 。 虽然社会需要财富 ， 也应该尊敬创造财富的人 。 而要赢得世人尊敬 ， 不
仅是因为创造了财富 ， 而且是因为创造财富的过程 ——— 经济竞争 ， 文化制胜 。
纵观中国乃至世界 “最受尊敬企业” ， 其受人尊敬的原因 ， 归根结底有一条 ，
即 “最能全面评估企业优秀的唯一因素不是经济实力 ， 而是企业文化 。” 我们
应当认识到 ： 树因为有根而坚固茂盛 、 水因为有源而长流不息 ， 一流的企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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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而基业常青 ， 美誉远播 。

（五） 推动企业广泛联合

当今的时代是市场经济时代 ， 市场经济是广泛的交往经济 ， 离不开与各种
类型人或企业的联合 ； 当今的时代是竞争时代 ， 只有通过广泛联合 ， 抱团打天
下 ， 个人或企业才会最具竞争力 ； 当今的时代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 要成为国
际人或跨国公司 ， 更需要高超的联合能力 。 没有联合能力 ， 就不可能适应这个
时代 。 因为 ， 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家企业能够独自成功 。 唱独角戏 、 当独行
侠 ， 是不能成大事的 。 竞争与合作是一体的两面 ， 密不可分 。 选择合作 ， 不是
不要竞争 ， 而是为了更好的竞争 。 个人或企业的合作能力越高 ， 其竞争力越
强 ， 合作范围越广 ， 合作的境界越高 ， 生存发展的空间就越大 ， 获得的能量就
越大 。 作为一个合作的竞争者 ， 只有在竞争中寻联合 、 在联合中求竞争 ， 才能
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 只有运用合力 、 善于借力 、 与众相融 、 广泛联合 ， 才有
强大的力量 ， 才能把蛋糕做大 、 把事业做强 ，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要做到这
一点 ， 我国中小企业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牢固树立现代企业发展的双赢理念 、 共
赢理念 、 同好理念和竞合理念 。 发扬传统文化的 “和合智慧” 、 “天人合一” 思
想以及战国时期的 “合纵与连横谋略” ， 摒弃中国历史漫长的 “小农经济意识”
和 “窝里斗劣性” 。

因此 ，中国中小企业要具有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面向社会” 的大视野 ，
以大团队观高效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外部资源发展核心竞争力 ；以大企业观实现企
业广泛联合和企业间竞合 ，通过 “巧妙配合” 、 “虚拟合作” 、 “强强联合” 、 互惠
互利 、共享资源 ，产生出 “原子裂变” 般的效应 ， 创造出 “１ ＋ １ ＞ ２” 的奇迹 ，
从而彻底避免无序竞争 、恶性竞争 、双 （多） 亡竞争 ，实现竞合 、企业和谐 、持
续 、健康 、共赢发展 。 “同与自己有往来的公司共存荣 ， 是维持企业长久发展的
唯一道路” ，松下幸之助一语道破了企业广泛联合的哲理 。

枟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发展的若干意见枠 的颁布 ， 标志着中
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临 ，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崭新经济周期的上升
阶段 。时代是一个大熔炉 ，一定会熔炼出一大批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国中小
企业 ，铸就更多 “百年老店” 品牌 ，为中国 、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

（六）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所面临的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
益突出 。我国的环境污染已经相当严重 ，而正在进行的工业化 、城市化还将对资
源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因此 ，今后的政策取向 ，必须将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
置 ，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为此 ，在控制人口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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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资源 、保护环境方面我们将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 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
以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

１畅 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通过教育部门和各种媒体 ，宣传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宣传环境保护 ，持续

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这是一项宏大的
基础工程 。这其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决策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 必须改变急功近
利 、竭泽而渔的政策和只注重发展数量和速度的机制 ，要转向更加注重发展的质
量和效益 。把新产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控制住 ， 而且解决历史欠账 。 因此 ，
在安排今天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 ，在规划当地的发展的同时也注
重与其他地区的平衡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
良性循环 ，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 、健康 、稳定发展 。

２畅 将环境保护纳入宏观经济的决策体系
从根本上说 ，我国一些地方和企业的领导不顾后果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数

量 ，掠夺式地占用公共物质资源 ，已造成严重后果 。这种以耗费过量资源和破坏
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增长方式 ， 既不可能持续发展 ， 也给子孙后代留下灾难 。 为
此 ，需要建立科学的综合决策机制 ， 将环境保护作为宏观经济决策的基本因素 ，
建立资源集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政策上要继续扶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应
借鉴国际经验 ，开发一套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 ，如继续对资源节约和
综合利用实行税收优惠 、征收污染税 、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产品成本等 ，以实现
环境管理的目标 。应通过机制和制度创新 ，形成有利于节地 、节材 、节能 、节水
以及节约一切资源的国民经济体系 。

３畅 大力防治工业污染 ，特别要重视中小企业对环境的影响
应采取更加严格的政策措施 ，力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解决环境保护

的问题 。工业是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根源 ，对大中型企业 ，达不到国家环保要求
的工艺和装备要抓紧整改 。通过技术升级 ，更新落后产品 ，淘汰能耗和物耗高的
旧工艺 、旧设备 ；建设和完善环保设施 ，限期实现达标排放 ；新建或重大技术改
造项目 ，要把功能建设与环境保护措施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 、同时运行 ；加强企
业的环境管理 ， 开展环境管理系统 ISO１４０００ 标准认证工作 。 促进企业清洁生
产 ，提高生态效益 。

中小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绝不能以破坏环境
和浪费资源为代价 。一般说来 ，中小企业排放点分散 、污染物种类多 ，大多没有
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也很难监督 。对此 ，在实施预防为主的同时 ，应为
中小企业提供环保技术和服务 ，建设废物处理的公共设施 ，集中处理废弃物 。一
时无法控制的严重浪费资源 、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 ，要坚决关闭 。

加速城市化进程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之一 。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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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政策得当 、规划科学 、措施得力 ，则可以与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相伴而行 ；相
反 ，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就会受到自然更加严厉的惩罚 。老城市对环保
欠账要列入日程和计划 ，抓紧补课 、还账 ；新城市建设一开始就必须把保护环境
作为基本指导原则纳入统一规划 ，创造良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

４畅 继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投入
要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带有全局性 、方向性和基础性

的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 ，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方面要研究如何
减少污染 ；另一方面还要研究如何治理污染 。要加强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科学技术
研究 ，重视农作物污染问题 ，减少化学农药在茶叶 、粮食上的残留 ；开发生物农
药替代传统的农药 ，减轻对人体的危害 。工业污染防治方面应研制和开发适合我
国国情的先进实用的成套技术 ，特别是要重点安排高浓度 、难降解的工业废水治
理 、燃煤除尘脱硫 、汽车尾气控制 、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 。
将中小企业的环境保护作为研究开发的一个重点 ， 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
解决他们的环境污染问题 。

要广开渠道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应当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继续免征增
值税 ，鼓励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 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 ① 应当加
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还自然界青山绿水的本来面貌 。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
中西部建设的一个重点就是生态环境的建设 。 ② 加快发展环保产业 ， 发展绿色
产品 ，引导人们的消费意识 。 ③ 增加对自然资源维护的投入 ， 如加快我国防护
林工程的建设 ，加强水土保持 ，控制荒漠化扩展的势头 。 ④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
实现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良性循环 ， 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美化生活环境 ，
实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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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小企业环境污染的总体概况

随着中国中小企业经济飞速发展 ，其在全国工业污染负荷中所占比例相应地
上升 。但由于长期以来统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统计口径的欠缺 ，致使目前对中小
企业污染的具体情况不详 。本章拟通过对中小企业污染物排放规律及污染治理的
现状分析 ，根据各地区 、各行业的中小企业产值和单位产值的排污量来测算其排
污总量 ，尝试性地建立起中小企业的排污量与工业总产值之间的关系 ，并据此对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污染变动状况进行规律分析 。

第一节 　中小企业环境污染现状

一 、中国中小企业污染发展情况概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 中国的工业污染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曾经异常严重 ，
在某些地区 ， 如淮河流域 ， 污染甚至已经影响社会稳定 。 因此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 ， 国家对工业污染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 。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发布的 枟国务院
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枠 提出了针对工业污染的 “一控双达标” 任务 ，
要求到 ２０００ 年底所有工业污染源都要达标排放 。 “所有工业污染源” 的范围是
指从事工业生产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 按照这一要求 ， 全国约有 ２３畅 ４２
万个工业污染企业的主要污染物要实现达标排放 ， 其中占全国污染负荷 ６５ ％
以上的重点污染企业 １７ ９２５ 个 。 与 “一控双达标” 行动配套的是关停 “十五
小” 工作 ， 即对生产技术落后 、 能源资源浪费 、 产品质量低劣 、 环境污染严
重 、污染治理不经济的小电镀 、 小造纸 、 小化工等 ８畅 ４ 万多家 “十五小” 企业
实行坚决关停 。 截止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全国工业污染源中有 ９７畅 ７ ％ 实现了
达标排放 ， 重点污染企业有 ９３畅 ６ ％ 实现了达标排放 。 鉴于有的企业关停是由
于市场因素所致 ， 有的企业属于突击达标 ， 治理技术 、 设备不过关 ， 加上环保
监测 、 监控能力跟不上等因素 ， 经综合考虑 ，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公告认为全
国工业污染源达标率可以保持在 ９０ ％ 以上 ， 其中重点污染源的达标率在 ８５ ％
以上 。 到 ２００１ 年 ， 中国用于工业污染治理的经费已增加到工业总产值的
０畅 ５４ ％ 和工业增加值的 １畅 ２ ％ ， 工业废水 COD 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比 １９９６ 年均下降了近 ２０ ％ 。

经过 “一控双达标” 行动 ，在目前的工业废水 COD 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



物的负荷组成中 ， 原占污染负荷 ６５ ％ 的重点企业的污染贡献已下降到 ５０ ％ 左
右 ① ，而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据分析 ，出现这种趋势是由于
这个阶段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所致 。在工业污染防治领域 ，中国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
代就开始实施了 “谁污染 、谁治理 、谁付费” 的政策 ，即工业企业自己治理污染
并承担治理成本 。从过去的实践看 ，这一政策对大型企业基本是适用的 。但对于
中小企业 ，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困难 。 ① “谁污染 、谁治理” 模式存在严重的
规模不经济性 ，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企业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存在显著差异 ； ② 中
小企业难以筹集到污染治理所需资金 ，并且由于监管的困难 ，筹集到的环保资金很
难做到专款专用 ； ③ 由于全国超过半数的中小企业的 ５０ ％ 以上设备属于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０年的技术水平 ，有超过 ２０ ％的企业其 ５０ ％以上的设备属于 １９７０年代前的水
平 ，设备老旧 ，造成了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率低 、 “三废” 排出率高 。 这些原因
使得中小企业在治污上面临经济和技术双重困难 ；另一方面 ，这种情况应归因于
中小企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 。 截止到 ２００１ 年 ， 中国的中小企业总
数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９９ ％ ， 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实现利税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５５ ％和 ４０ ％左右 ，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 ７５ ％ ， 年产值增长率
一直保持在 ３０ ％左右 ，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 这两个原因使得 “一
控双达标” 行动完成后 ，中小企业的污染治理问题愈发突出 。

综上所述 ，由于中小企业的污染已经成为一种日趋严重的工业领域的 “面
源” 污染 （指单体排放量不大但排放点多且分散） ， 在点源污染治理已经见效的
情况下 ，中小企业的污染治理应该成为下一阶段工业污染治理的重点 。

二 、关于中小企业环境统计数据的说明

在分析中国中小企业的环境问题时要使用经济部门和环保部门的数据 ，而这
两个部门对企业的统计标准和口径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分析前需作如下说明 ：

经济部门的统计主要以销售收入 、 资产总额为划分标准 ： 根据原国家计委
１９９９年公布的 枟大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枠 ，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５ 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 ；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 ５ ０００ 万元 ～ ５ 亿元之间的为
中型企业 ；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 ５ 亿 ～ ５０ 亿元之间的为大型企业 ； 销售收
入和资产总额均在 ５０亿元以上的为特大型企业 。

而环保部门长期以来是以排污量标准来划分企业类别的 。 自 １９９６ 年实施
“一控双达标” 行动以来 ，工业污染的统计划分类别是重点工业企业 （县以上工
业企业和重点乡镇企业） 和非重点污染源 。具体统计操作中采用重点调查与科学
估算相结合 ，将占本辖区全部工业污染源排污总量 ８５ ％ 以上的企业定为重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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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单位 ，采用发放调查表统计 ， 其余的企业根据行业排污系数和经济指标进行
估算 。

环保部门与经济部门的统计分类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存在显著差异 ：
（１） 由于不同行业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存在巨大差异 。例如化工行业的小企业

的排污量往往大于信息产业的大企业 ，因此环保部门的重点企业包括了一部分经
济部门的小企业 ，而可能漏掉了一部分大企业 ，这使统计中的经济规模与排污规
模间缺乏关联性 ；

（２） 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 。即便对于同一行业 ，由于经济总
量的差异 ，环保部门的重点企业范畴之外在西部可能就已包括了全部小型企业 ，
而在沿海发达地区则可能已包括了部分中型甚至大型企业 。例如 ，广州某食品厂
未能列入广东省环保部门调查的重点企业 ， 其 ２００１ 年的销售收入达 ５畅７ 亿元 ，
已经进入经济部门的大企业行列 。而贵阳的某著名食品厂多年来一直是环保部门
的重点企业 ，却直到 ２００１年销售收入才刚过亿元 ；

（３） 由于在环保部门自身的统计中 ，污染物排放量是按液 、气 、固三类污染
物分别进行的 ，行业排污特点使三类污染物排放中位列前 ８５ ％ 的企业只是部分
重叠 。例如 ，某制药企业在水污染物的统计中被定为重点调查单位 ，而其他污染
物排放甚微 ，在统计中就不被列为重点 。这种情况使经济规模的小企业与排污规
模的小企业更不易区分 ，从环保部门的现有统计中无法看出污染物分别来自哪种
经济规模的企业 。

当然 ，考虑到各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负荷大部分集中于排位靠前的几个高污
染行业并且这些行业都是经济规模较大的传统产业 ，这种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可以
消除 。例如 ，就某一个高污染行业内部而言 ，环保部门的重点企业与经济规模还
是高度相关的 。这一关系可表述如下 ：大企业不一定是环保部门的重点企业 ，而
高污染行业的重点企业一定是大中型企业 。

总之 ，由于经济部门和环保部门在进行统计时各自从自己的考核指标出发 ，
这种分类不对应造成环保部门统计中的非重点企业与经济部门统计中的中小企业

缺少关联性 ，以致在研究时从环保部门获得的已公布数据难以准确描述以经济指
标来划分的中小企业的污染情况 。

在对环境监测数据统计渠道和手段进行分析后 ，发现有两种办法可以协调上
述统计口径的差异 ：

（１） 根据对重点企业的调查表和非重点污染源的经济指标与排污系数 ，重新
整理数据库 ，得出中小企业的排污量 。但这样工作量非常大 ，成本也很高 ，并且
由于 １９９９年以前中小企业的经济数据和各项污染物排放数据没有严格分类统计 ，
因此即便如此数据也不会很精确 ，而且缺乏历史可比性 。

（２） 基于如下两个背景 ： ① 污染物进口的一致 。 这是由于加工制造业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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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最终产品的小企业份额在不断缩小 ，为大企业产品提供配套的小企业份额明显
提高 ，这使得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工艺日趋一致 ， 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差别已很小 。
例如 ２００１年 ，机械制造业重点企业万元产值 COD 排放量为 ０畅０１１吨 ，非重点也
为 ０畅０１１吨 。另外 ，产品价格上的竞争使加工制造业的小企业的原料利用率通常
不低于大企业 ① 。即从生产工艺环节上来看 ， 小企业的单位产品污染物产生量与
大企业是相近的 ； ② 污染物出口的一致 。这是指在 “一控双达标” 任务完成后 ，
企业的污染治理工作得到普遍加强 ，就全国范围来看 ，在某些指标上 ，企业的经
济规模对主要污染排放物浓度的影响已经很小 。 例如 ２００１ 年 ， 重点企业排放的
工业废水 COD平均浓度是 ３０１毫克／升 ， 非重点是 ３１８ 毫克／升 。 进口和出口两
方面的趋于一致使得根据经济规模对污染规模进行测算有了可能 。

在进行测算选定测算系数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东 、中 、西部在环境监管和污染
治理上的明显差距 。在 ２０００年底完成 “一控双达标” 行动后 ， 西部地区的所有
工业污染企业达标率和重点工业污染企业达标率分别比东部地区低 ２０ ％ 、 ２５ ％ ，
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 １６ ％ 、 １７畅 ５ ％ ② ，中部地区的上述指标大致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仿 ，但省间差异较大 ，因此这三部分的测算系数应该分别考虑 ③ 。

由于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企业环境监管上存在较大差距 ，东部地区
对高污染企业无论规模大小监管都比较严格 ，中小企业如果不进入工业园区集中
生产集中治理 ，即便允许生产也会因治污使产品成本大幅增加 ，难以与大企业竞
争 。积小成大的处理方式和严格的监管使小企业的污染物处理率不低于大企业 ，
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大企业无显著差别 。例如温州的制革业 ，年产值 ６亿
元的大制革厂万元产值工业废水 COD 排放率为 ０畅１５ 吨 ， 由 ３１ 家小企业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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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结论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资料综合 ： a畅 枟中国财经信息资料枠 （２００１ 年第 ２０ 期） 中的文章 枟中

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枠 说明我国目前 “劳动力密集型和技术 、 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产业 ， 如

纺织业 、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 食品加工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金属制品业等仍是我国中小企业

的优势产业 ， 这些行业中大企业的工艺和技术优势不明显” ； b畅 在 枟机械工业 “一五” 规划枠 及相关说明

文章 （见于中国机械工业协会网站） 中提到 “机械工业服务范围广 ， 产品门类多 ， 生产工艺复杂 ， 很难以

企业 、 产品的大小论优劣 ， 也难以采用 ‘关小’ 的手段限规模 ， 必须确定符合行业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 ，

“ … … 不能不顾及全行业企业规模大小与生产工艺的技术先进性关联性并不强的现状” ； c畅 浙江省委政策
研究室曾在 １９９９ 年作过一次全省范围的专项调查 。 “在受调查企业中 ， （中小企业） 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

（生产） 比重较高的行业是电子 （３３畅 ３ ％ ） 、 机械 （２８ ％ ） 、 化工 （２４畅 ８ ％ ） … … 这种比例呈现明显的上升

态势” 。 浙江的上述行业在全国均名列前茅 ， 因此具有一定代表性

经综合考虑 ， 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公告认为 “一控双达标” 行动结束后 ， 全国工业污染源达标率

可以保持在 ９０ ％ 以上 ， 其中重点污染源的达标率在 ８５ ％ 以上 ， 这比根据各省上报的验收数据统计值均调

低了 ８ ％ 左右 ， 而与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最后一次全国性调度统计的数据相仿 ， 应该说更真实地反映了达标

率 。 考虑到在 ２００１ 年后 ， 许多地区又出现了轻微的污染反弹 ， 为了更好地反映实情 ， 本研究中选用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布的数据 。 “一控双达标” 的公布数据中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此处的东 、 中 、 西部划分采用了 ２０００ 年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确定的划分方式



鹿城区下岸制革基地的这个数值也为 ０畅１５ 吨 ① 。 因此可以用行业平均排污系数
（主要指万元产值污染物排放量） 结合经济规模来测算中小企业的排污量 。 将达
标率超过 ９０ ％的省 （包括东部各省及中部环保工作较好的省） 视作符合这一条
件 ，适用这一计算系数 ，归入 Ⅰ类计算 。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环境监管不力及地方
保护等原因 ，在 “一控双达标” 验收时已经发现同行业内重点源的达标率普遍低
于所有污染源的平均达标率 ，即大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高于本地区的行业平均
值 。因此将环保系统统计时针对后 １５ ％ 企业进行测算的排污系数扩展到整个中
小企业范围比用行业平均值来测算更准确 。 达标率没有达到 ９０ ％ 的省适用这一
计算系数 ，被归入 Ⅱ类 。具体的划分方式如表 ７唱１所示 。

表 7唱1 　我国各省排污达标率分类表
地区 达标率 （ ％ ） 归类 地区 达标率 （ ％ ） 归类

全国 ９２畅 ８ 黑龙江 ９０畅 ８ Ⅰ

东部 ９６畅 ８ 吉林 ８７畅 ５ Ⅱ

天津 １００ Ⅰ 江西 ８７畅 １ Ⅱ

江苏 ９９畅 ５ Ⅰ 山西 ８１畅 ５ Ⅱ

上海 ９９畅 ０ Ⅰ 西部 ７６畅 ８

广东 ９７畅 ４ Ⅰ 广西 ８８畅 ２ Ⅱ

北京 ９７畅 ３ Ⅰ 云南 ８６畅 １ Ⅱ

浙江 ９７畅 １ Ⅰ 陕西 ８４畅 ５ Ⅱ

山东 ９５畅 ６ Ⅰ 内蒙古 ８３畅 ４ Ⅱ

河北 ９５畅 １ Ⅰ 甘肃 ８１畅 ２ Ⅱ

福建 ９５畅 ３ Ⅰ 青海 ８１畅 １ Ⅱ

海南 ９５畅 １ Ⅰ 重庆 ７７畅 ８ Ⅱ

辽宁 ９３畅 ８ Ⅰ 四川 ７４畅 ３ Ⅱ

中部 ９０畅 ３ 宁夏 ７１畅 ５ Ⅱ

湖南 ９５畅 １ Ⅰ 新疆 ５９畅 ２ Ⅱ

安徽 ９４畅 ３ Ⅰ 贵州 ５７畅 １ Ⅱ

河南 ９４畅 ０ Ⅰ 西藏

湖北 ９１畅 ９ Ⅰ

综合这两方面的原因 ，可以发现选定地区 、行业后 ，中小企业的排污量可以
认为是与工业总产值相关度较高的指标 ，可以通过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和产值来测
算各地区 、各行业的中小企业排污总量 ，这样就可回避经济部门和环保部门统计
口径不一致的问题 ，建立起经济部门和环保部门统计数据的关联性 。另外 ，由于
行业的排污特性 ，各项主要污染物 ８０ ％ 以上的负荷集中于几个行业 。 这种情况
不仅年度之间相似 ， 地区之间也相似 。 例如 ， ２０００ 年全国造纸 、 食品 、 化工和
纺织业排放废水 COD占排放总量的 ８１ ％ ， ８４ ％的地区也出现这一现象 。 为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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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在进行统计时仅测算了各地区这些主要污染行业的数据 。各项污染物测算选
取的行业列在第三部分的测算表中 。

上述两个估算步骤 ，在方法上有一定误差 。但由于本章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
析中小企业污染在整个污染负荷中的贡献及其发展趋势 ，定量的目的是为了得出
定性的结论 ，应该说这样的估算可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通过对浙江省 （东
部小企业发达省 ，对中小企业的排污监测数据较为完备） 的数据进行的抽样比
较 ，工业废水 COD 排放量 、 工业 SO２ 排放量等指标误差小于 １０ ％ ， 烟尘排放
量 、粉尘排放量 、固体废物排放量等指标误差小于 ２０ ％ ，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方
法具有可操作性 。

三 、各地区中小企业万元工业产值的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测算表

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００年 、 １９９９年各地区中小企业万元工业产值的主要工业污染物
排放量如表 ７唱２ 、表 ７唱３和表 ７唱４所示 。

表 7唱2 　 2001年各地区中小企业万元工业产值的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地区

中小企业

２００１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测算

时选

取的

主要

行业

① 造纸
② 食品加工
制造 （包
括饮料制

造）
③ 化工
④ 纺织

① 煤炭
② 有色金属
采选

③ 黑色金属
冶炼

④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⑤ 黑色金属
采选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化工
④ 黑色金属
冶炼

⑤ 有色金属
冶炼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黑色金属
冶炼

④ 化工
⑤ 食品加工
制造 （包
括饮料

制造）

① 非金属矿
制造

② 黑色金属
冶炼

③ 有色金属
冶炼

④ 化工
⑤ 煤炭

全国 ４９ ３６３畅 ４４

北京 １ ０００畅 ８０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５

天津 １ １１９畅 ４７ ０畅 ００２ ０畅 ０００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２

河北 １ ２７２畅 ６３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４２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１７

辽宁 １ ５５１畅 ２０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０

上海 ２ ９３４畅 ６５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００

江苏 ７ ５６１畅 ６４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１４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５

山东 ４ ６２９畅 ５４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１２

浙江 ６ １８１畅 ６４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４

福建 １ ６０１畅 ３９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２ ０畅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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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中小企业

２００１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海南 １３１畅 ６３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１０

广东 ８ ３６４畅 ２８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０２ ０畅 ００４

安徽 ８８７畅 ００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１２

河南 ２ ４７９畅 ５０ ０畅 ０２５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１７

湖北 １ ６９０畅 ３３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０８

湖南 ８７４畅 ４３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３０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０１３

黑龙江 ５４０畅 ８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０３

吉林 ５７１畅 ０８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１１

山西 ７１２畅 ５０ ０畅 ０１８ １畅 ４５３ ０畅 ３８７ ０畅 １５３ ０畅 ０５２

江西 ４６５畅 ７０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２５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２０

四川 １ １４２畅 ６２ ０畅 ０２９ ０畅 ５９３ ０畅 ４２７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２０

重庆 ４４９畅 ７５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５６３ ０畅 ５４８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２１

贵州 ３４７畅 ６３ ０畅 ０２２ ２畅 ５０３ ０畅 ７９９ ０畅 ０３７ ０畅 ０９９

云南 ４４９畅 ９７ ０畅 ０２０ ０畅 ９２１ ０畅 ０７７ ０畅 ０１６ ０畅 ０１５

陕西 ５０８畅 ２７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３２５ ０畅 ０８０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０３９

甘肃 ３９３畅 ０３ ０畅 ０２７ ０畅 ２１２ ０畅 ０９３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３２

青海 ７０畅 ７７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７２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５３４ ０畅 ０９２

宁夏 １２３畅 ０３ ０畅 ２１３ ０畅 ０４４ ０畅 １５２ ０畅 １３２ ０畅 １２２

新疆 ３２０畅 １９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３２２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２２

广西 ５５２畅 １１ ０畅 ０２５ ０畅 ３９５ ０畅 １２１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３１

内蒙古 ４１５畅 ８８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１２２ ０畅 ０９３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２３

西藏 １９畅 ９８

表 7唱3 　 2000年各地区中小企业万元工业产值的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地区

中小企业

２０００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测算

时选

取的

主要

行业

① 造纸
② 食品烟草及
饮料制造

③ 化工
④ 纺织

① 采掘
② 黑色金属
冶炼

③ 化工
④ 非金属矿
制造

⑤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化工
④ 黑色金属
冶炼

⑤ 有色金属
冶炼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化工
④ 黑色金属
冶炼

⑤ 食品烟草
及饮料制造

① 非金属矿
制造

② 黑色金属
冶炼

③ 有色金属
冶炼

④ 化工
⑤ 金属制品
⑥ 采掘

全国 ４８ ４７５畅 ８５

北京 １ ２１７畅 ２０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７３ ０畅 ０６２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０２

天津 １ １６９畅 ４７ ０畅 ００２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０３ ０畅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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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中小企业

２０００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河北 １ １３６畅 ２８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８１
辽宁 １ ４７７畅 ６０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７
上海 ３ ３６５畅 ５９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００
江苏 ７ １９７畅 ２７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０５
山东 ５ ４５７畅 ５２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０９
浙江 ４ ９５３畅 ７７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０８
福建 ２ １１８畅 ５９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０３
海南 １４２畅 ９９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１０
广东 ７ ９５７畅 ０２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１６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１０
安徽 ８４２畅 ００ ０畅 ０３９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１１
河南 ２ ２０５畅 ０６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１７
湖北 １ ７０１畅 ６８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１０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０７
湖南 ８１８畅 ４７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７
黑龙江 ５１８畅 ８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３５
吉林 ４８９畅 １７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００９
山西 ７８６畅 ９ ０畅 １２７ ０畅 ３２３ ０畅 ０９２ ０畅 ０４７ ０畅 ０９８
江西 ４６０畅 ４０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５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７
四川 １ ０２０畅 ２ ０畅 ３１５ ０畅 １７８ ０畅 １８１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２０
重庆 ４０５畅 １８ ０畅 ２１５ ０畅 ５６３ ０畅 ８５２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２１
贵州 ３０９畅 ０８ ０畅 ４１２ １畅 ５３３ ０畅 ５３２ ０畅 ０４７ ０畅 １９９
云南 ４６１畅 ６ ０畅 １２０ ０畅 ４２１ ０畅 ４５４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７８
陕西 ４７７畅 ９８ ０畅 ０８７ ０畅 ４７１ ０畅 ４１２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１３９
甘肃 ３５４畅 ２５ ０畅 １２７ ０畅 ３２２ ０畅 １９３ ０畅 ０４５ ０畅 ０５２
青海 ５８畅 ２３ ０畅 ４３５ ０畅 ３９２ ０畅 １３６ ０畅 ２３３ ０畅 ０９２
宁夏 １１１畅 ７ ０畅 ２２３ ０畅 １４４ ０畅 ２２５ ０畅 １４２ ０畅 １２２
新疆 ２８１畅 ５１ ０畅 ７２２ ０畅 ４２２ ０畅 １３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１２２
广西 ５３５畅 ３ ０畅 ０５５ ０畅 ４９５ ０畅 ２２１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２８
内蒙古 ４２６畅 ７４ ０畅 １１８ ０畅 １４２ ０畅 ０８１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１２９
西藏 １８畅 ３

表 7唱4 　 1999年各地区中小企业万元工业产值的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地区

中小企业

１９９９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测算

时选

取的

主要

行业

① 造纸
② 食品烟草及
饮料制造

③ 化工
④ 纺织

① 采掘
② 黑色金属
冶炼

③ 化工
④ 非金属矿
制造

⑤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化工
④ 黑色金属
冶炼

⑤ 有色金属
冶炼

① 电力蒸汽
及热水

② 非金属矿
制造

③ 化工
④ 黑色金属
冶炼

⑤ 食品烟草及
饮料制造

① 非金属矿
制造

② 黑色金属
冶炼

③ 有色金属
冶炼

④ 化工
⑤ 金属制品
⑥ 采掘

全国 ３９ ２０８畅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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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中小企业

１９９９ 年产
值 （亿元）

废水 COD （吨） 固体废物 （吨） SO ２ （吨） 烟尘 （吨） 粉尘 （吨）

北京 １ １７３畅 ５０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９３ ０畅 ０３９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０５

天津 １ １０４畅 ２７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０８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２

河北 ５１６畅 ５８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４２ ０畅 ０１４ ０畅 １０７

辽宁 １ ２３７畅 ２０ ０畅 ０４８ ０畅 ０５２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３１ ０畅 ０２２

上海 ２ ５６４畅 ２６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１ ０畅 ０００

江苏 ６ １６０畅 ４７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０５

山东 ３ ４２６畅 ５０ ０畅 ０１６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７ ０畅 ０１２

浙江 ３ ８５５畅 ６４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２７ ０畅 １３１ ０畅 ０２４

福建 １ ７９５畅 ２８ ０畅 ００４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０６ ０畅 ００２ ０畅 ００５

海南 １２２畅 ３２ ０畅 ０１３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１０

广东 ７ １５４畅 ３５ ０畅 ０１９ ０畅 ０５６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１４

安徽 ７６１畅 ００ ０畅 １６９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３８ ０畅 ０４１ ０畅 ０１８

河南 １ ８９０畅 １８ ０畅 ０２５ ０畅 ０７２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１７

湖北 ５７４畅 ３０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０１１ ０畅 ０２７

湖南 ７３２畅 ４７ ０畅 ０４２ ０畅 ０４９ ０畅 ０５２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０３７

黑龙江 ７９５畅 ２０ ０畅 ０５３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５４

吉林 ３３５畅 ２０ ０畅 ０２１ ０畅 ０５２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４８ ０畅 ０１９

山西 ５６７畅 １７ １畅 ２５２ １畅 ３４１ ０畅 ８７１ ０畅 ４５２ ０畅 ０９８

江西 ４４１畅 １２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７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１７

四川 ８８９畅 １ ０畅 ９２５ ０畅 ６７８ ０畅 ４８１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２０

重庆 ３８３畅 ０８ ０畅 ０１５ ０畅 ５６３ ０畅 ９５２ ０畅 ００９ ０畅 ０２１

贵州 ２６２畅 ７６ ０畅 ０１２ ２畅 ５３３ １畅 ３５２ ０畅 ０５７ ０畅 ０９９

云南 ４４０畅 １１ ０畅 ０２０ ０畅 ９２１ ０畅 ４５４ ０畅 ０２３ ０畅 ０１８

陕西 ４３３畅 ５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４７１ ０畅 ４１２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０３９

甘肃 ２５３畅 ９６ ０畅 ０１７ ０畅 ３２２ ０畅 １０３ ０畅 ０４５ ０畅 ０５２

青海 １０４畅 ８７ ０畅 ００５ ０畅 ０９２ ０畅 ０３６ ０畅 ９３３ ０畅 ０９２

宁夏 ９９畅 ７０ ０畅 ２２３ ０畅 ０４４ ０畅 ２２５ ０畅 １３２ ０畅 １２２

新疆 ２４４畅 ３８ ０畅 ０２２ ０畅 ３２２ ０畅 ０３３ ０畅 ０１２ ０畅 ０２２

广西 ４９２畅 ７５ ０畅 ０５５ ０畅 ３９５ ０畅 ２２１ ０畅 ０３２ ０畅 ０２８

内蒙古 ３８１畅 ０３ ０畅 ０１８ ０畅 １２２ ０畅 ０８１ ０畅 ０３５ ０畅 ０２３

西藏 １６畅 ６０

表注 １ ： 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 ， 水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近一半 ， 其次是大气污染和

固体废物治理投资 ， 各主要污染物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基本也遵循这个次序 ， 因此在测算时仅选取了工业

废水 COD 排放量 、 工业 SO ２ 排放量 、 烟尘排放量 、 粉尘排放量 、 固体废物排放量 （均为最终向自然环境

的排放量） 五个主要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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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注 ２ ： 各地区的负荷值测算仅取各项负荷中前 ８０ ％ 的行业 （以上各项计算选取的行业负荷均超过了

总值的 ８０ ％ ） 进行系数测算 ；

表注 ３ ： 在统计局系统的分类统计中 ， 小型企业不包括规模以下企业 （即年产品销售收入为 ５００ 万元

以下的企业） ， 因此这个口径出来的中小企业产值要小于真实产值 。 在测算系数不变的情况下 ， 中小企业

的污染负荷比例肯定略大于计算值 ；

表注 ４ ： 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库中 ， 有些省市缺少基础数据 ， 因此表格中的相关部分为空白 。

数据空缺的省市的相关污染物排放量未纳入最后的总量计算中 。

表注 ５ ： １９９９ 年以前分行业的数据不全 ， 由于各省 “一控双达标” 行动的达标率在 １９９９ 年后才发生

显著变化 ， 因此 １９９９ 年前的核算系数由 １９９９ 年的数据替代 。

四 、 1997 ～ 2001年中小企业排污负荷比例变化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１年中小企业排污负荷比例变化如图 ７唱１所示 。

图 ７唱１ 　全国中小企业排污负荷比例比变化

五 、中小企业污染变动状况的规律分析

１畅 中小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负荷变化原因分析
（１） 实施 “一控双达标” 行动带来的关停和监管压力是小型企业万元产值污

染排放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
（２） 如第二部分中的分析 ，对东部地区而言 ，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与大

企业无显著差别 ，中西部地区则是小企业的单位产值排污量低于本地区的行业平
均值 。在这种情况下 ，对工业废水 COD 和固体废物这两项污染物而言 ， 中小型
企业在排污负荷中所占比例呈现上升态势 ，因此可以认为中小型企业产值在全国
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上升是其排放负荷增加的主要原因 。

（３） 各地政府对工业废水和大气排放的监管措施严 ，资金支持力度大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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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产值排污量下降明显 ，而非金属和金属矿开采制造业等产生的万元产值固体
废物排放量却变化不大还偶有上升 （据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 说明各地对五个主
要监测指标没有等量齐观 ，对固体废物排放量较大的行业监管力度较弱 。

２畅 目前超标排放企业的特点
（１） 两头大 ，中间小 ，即当地的骨干企业多和小型企业多 ，前者是由于地方

保护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后者则是经济考虑 ： ① 规模不经济 ， 治污设备造价过
高 ； ② 治污运行成本得不到产品市场的价格认同 ； ③ 治污技术达不到要求 。

（２） 与行业有直接关系 。 例如 ， 对于工业废水排放 COD 这项污染物指标 ，
超标排放企业主要分布在造纸 、制革 、电镀 、印染等行业 。这些行业资金门槛和
技术门槛低 ，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占多数 ，从经济上看治污无动力 ，从
监管难度上看治污无压力 ，从技术上看治污有难度 ，而这类企业又是我国大多数
地区都能发展的对资金 、人力资源和市场都要求不高的传统产业 ，因此构成了积
点成面的污染 ，是大型企业治污普遍达标后的难点所在 。而且 ，与生产上的低门
槛相比 ，这类企业治污的资金和技术门槛较高 ，按达标排放要求治污成本在产品
成本中所占比例较高 。这些行业的企业在浙江等省已经普遍要求必须进入有污染
治理设施的工业园区生产 ，国家也已制定了 枟草浆造纸行业废水污染防治技术政
策枠 枟印染行业废水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枠 等 ， 明确了这类企业治污设施的最小经
济运行规模 ，实际上给出了治污的资金和技术门槛 。

（３） 与企业的资金来源有关系 。如果企业能够获得技改贷款 ，则技改在相当
程度上可以起到清洁生产的作用 ， 加上 “三同时” 制度的严格实施 ， 对企业来
说 ，技改和扩大再生产都有利于治污 ，而无财政金融支持的小企业 ，则即便建有
环保设施 ，也会因为市场价格不认可治污成本 ，以致治污设备成为摆设 。

可以认为 ，中小企业由于国家扶持不够 ， 产品竞争激烈 （不可能垄断） ， 因
而治污的经济性是关键因素 。由于考虑环保就会偏离成本最低原则 ，因而环保就
成为成本的优先舍弃因素 。如果不能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补偿 ，单靠监管会导致
很高的监管成本和普遍的权力寻租 。显然 ，只靠压力是不够的 ，治污还需要经济
动力的推动 。

六 、中小企业污染负荷增长的对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 “十六大” 报告中已经肯定了资本收入的合理性 ，这就为民
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可以预料的是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速度仍将保
持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 。中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所占比例又显
著高于其在所有企业中的比例 ① ，可以预见 ， 随着中小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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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进一步提高 ，中小企业在污染负荷中的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
如前所述 ，中小企业治污将面临经济和技术双重困难 。 在现行监管制度下 ，

中小企业都会被挤压出一定幅度的治污成本空间 ，如果现有治污技术的建设和运
行费用不能控制在这个成本空间内 ，治污必然会被业主用各种自我经济保护手段
抑制 。因此 ，通过另一条途径 ，即构成资金支持机制降低中小企业治污措施的成
本以促进或改善其治污状况就愈发显得重要 。

第二节 　中小企业环境污染的治理措施

一 、建立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投融资机制

中国从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就开始实施了 “谁污染 、 谁治理 、 谁付费” 的政策 ，
即工业企业自己治理污染并负担治理成本 。结果这一政策在大型企业中得到了落
实 ，但在中小企业中 ，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困难 。由于企业规模小 ，使得中小
企业难以筹集到污染治理所需资金 ，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在治污上面临经济困难 。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 ： ① 企业自有资金非常有限 ； ② 由
于融资成本高和信贷风险大 ，很难获得商业信贷资金 。因此 ，要对中小企业污染
防治投融资要建立扶持机制 。针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投融资面临的特殊困难 ，对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投融资应该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 ，扶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 、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防治污染 。

在现阶段 ， 中国解决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资金短缺和投资效率较低问题的重
点措施是建立在政府扶持下的投融资机制如专项资金 ， 并推进污染治理设施建
设与运营市场化 。 从中长期看 ， 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和污染防治建立专门的商业
融资机制 。

（一） 主要政策性结论

（１） 政府应该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 。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在污染
防治融资方面都普遍面临特殊困难 ，国内外也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分析日本
的做法和中国的成功案例 ，可以得出结论 ，政府应该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污染防治
融资 ，这也符合中国目前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方向 。尽管政府为中小
企业治理污染花费一些资金 ，但由此而创造出来的良好投资环境 ，将为当地带来
大得多的经济效益 。

（２） 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 ，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污染防治 。中小企
业通常技术落后 ，污染严重 ， 有很多是属于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和淘汰的产
业 。扶持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中小企业 ，应该对扶持对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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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筛选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有技术升值潜力 、经济效益明显以及当地产业链中
不可或缺的成长型中小企业才是政府扶持的对象 。筛选工作应由有关中介服务机
构根据一定的程序和办法进行 。

（３） 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扶持性融资机制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 ① 由政府
直接筹措资金 ，建立专门的政策性扶持机制 ； ② 依靠政策支持 ， 筹措社会资金 ，
建立商业性融资扶持机制 ，该类机制扶持的内容可以将中小企业发展和污染防治
结合起来 ； ③ 制定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优惠政策 。 对于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政策
性扶持机制 ， 可以考虑把国家将建立的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和 “中
小企业发展基金” 作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渠道 ， 同时将现有的 “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 更多地用于中小企业污染防治项目的贷款补助和贷款贴息 。 对于中
小企业发展和污染防治的商业性融资扶持机制 ， 可采用贷款 、 担保 、 发行企业
债券和股票 、 吸纳民间资本等综合手段 ， 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
构 ， 如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等 ， 解决中小企业商业融资中的机构缺位问题 。 针对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优惠政策主要是在税收 、 贷款和土地使用等方面对为中小
企业污染治理提供服务的环保企业实行优惠 ， 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营造有利的
外部政策环境 。

（４） 企业最终必须承担污染防治的成本 。虽然政府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应给
予积极扶持 ，但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 ，企业最终必须承担污染防治的全部或大部
分成本 ，这样才能激励企业改善生产和管理 。 政府是帮助企业 “融资” ， 而不是
代替企业 “出资” 。所以 ，建立中小企业污染治理融资机制 ， 始终应明确企业是
最终的治理费用承担者 。

（５） 让社会中介机构承担融资和投资事务 。在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环保融资过
程中 ，政府不必直接经办这些具体事务 ，可以委托给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 。

（６） 为提高中小企业污染治理的投资效率 ，国家应鼓励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建
立中小企业工业园区 ，实行污染集中治理 ；对分散治理 ，鼓励采取委托治理等专
业化模式 。中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在污染治理中采取了 “自己投资建设和运营设
施” 的小规模分散治理方式 ，这种方式不能利用专业化污染治理企业的技术和管
理优势 ，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 ，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低下 。中国目前出现了委托治
理和集中治理等市场化运作模式 ， 充分利用了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好
处 ，在提高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和治理效果方面作用显著 。同时 ，专业化模式提高
和稳定了污染企业的达标排放率 ，增强了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有利于实现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 ，也促进了环保服务业的发展 。

（二） 关于政策性融资扶持机制的具体建议

国家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应采取扶持的政策 ，针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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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融资扶持机制的建立 ，提出如下建议 。
（１） 国家在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中建立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基金专项” ，

使之用于 ： 企业以污染防治为目的的搬迁补助 ， 补助额一般可占搬迁费用的
１０ ％以内 ；企业集中治理污染的前期建设 。如果是政府所规划的集中治理 ，在企
业搬迁之前的设施建设 ，可全部由该基金专项投资 ，由专门的社会服务机构承担
建设任务 ，待企业搬入后 ，分期向企业收回原投资额 ，还款期可在 ５ ～ １０年 ；向
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项目提供优惠贷款 。如果是企业采取集中治理
以外的其他污染防治措施 ，在资金短缺时 ，可由该基金给予优惠贷款 ，贷款利率
比市场利率低 １ ％ ～ ３ ％ 。 贷款贴息部分应由 “基金专项” 负担 ； 为企业环保项
目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 枟中小企业促进法枠 ， 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是国家 “中小
企业发展基金” 的用途之一 ，所以为企业环保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只要符合该基
金的使用办法就可以 ，不需另外提出专门的担保办法 。

（２） 国家在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中建立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资金
分项” ，使之用于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服务体系建设 （例如建立为中小企业污染
防治服务的社会组织） 、中小企业环境管理政策法规研究 、 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
提供技术指南 、其他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服务的事项 。

（３） 国家在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下建立 “中小企业环境保护资金专项” ，
加大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支持力度 。 根据新实施的 枟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
例枠 ， 建议将现在省 、 市 、 县各级政府建立的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更多地向
中小企业倾斜 ， 建立 “中小企业环境保护资金专项” ， 使之用于中小企业污染
防治的拨款补助和贷款贴息 ， 这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范
围 ， 即重点污染源防治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项目 。 根据中小企业的污
染负荷 ， 从整体上来说 ， 可以将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污染源来看待 。 同时 ， 鉴
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 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
发展 。

除此之外 ，还可以考虑其他资金来源 ， 如 ： ① 财政预算拨款 ， 把一定数量
的财政资金经常性或一次性地无偿转入该专项资金 ； ② 其他资金 ， 借鉴日本经
验 ，通过财政安排 ，把其他带有储备性质或风险保障性质的资金如养老基金 、社
保基金注入到该 “专项资金” 中来 。 把这些资金转入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专项资
金 ， 由使用的企业带息归还 ， 并不损失本金 ， 还能增值 ， 财政在此起的作用是
担保 。

（４） 把支持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纳入有关政府机构的职能之中 ，并成立为
中小企业服务的环保事业团体 。 枟中小企业促进法枠 规定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所属的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 。” 根据这个规定 ，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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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也应当列为 “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 的指导和服务工作职责之一 。目前 ，负责企业工作的政府部门主要关注
中小企业的创业 、创新 、市场等事务上 ， 对中小企业的 “环境保护” ， 未必作为
重要任务去看待 。而环境保护部门一直以来把所有企业都作为一个总的对象加以
管理 ，并没有把 “中小企业” 作为一个专门的管理和服务对象 ，所以也没有专门
的机构来处理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事务 。为了使 枟中小企业促进法枠 得到落实 ，一
定要明确企业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职责 ，把中小企业
污染防治融资的指导和支持职能落实到具体的政府机构上 ，成立类似 “中小企业
环境管理办公室” 等机构 ，具体负责落实 枟中小企业促进法枠 规定的有关任务 ，
包括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融资事务 ； 同时 ， 成立 “中小企业服务的环保事业团
体” ，或包含了为中小企业服务功能的 “环保事业团体” ，具体落实政府对中小企
业污染防治的支持措施 。

（５） 积极创造条件利用银行信贷等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 。单个中小企业向银
行融资时存在规模不经济 、 风险不确定的缺陷 。 为此 ， 建议 ： ① 设立中小企业
污染治理专业投资公司 ，由投资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后为中小企业污染防治提供
资金 ； ② 以排污费质押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 ； ③ 积极利用租赁手段为中小
企业融资 。由中小企业环境治理或投资公司向金融租赁公司申请治污设备的融资
租赁 ，解决银行信贷偏重于短期融资的局限性 ； ④ 中小企业集中的工业园区 ，
可申请发行工业园区建设债券或申请综合建设贷款 ，所筹资金的一部分可用于工
业园中小企业的污染防治 。

二 、积极研究 、推行清洁生产

１畅 推行清洁生产存在的主要障碍
通过近几年来的清洁生产实践 ，虽使许多企业开始认识到推行清洁生产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但就目前实施清洁生产的总体情况来看 ，仍存在着诸多的障碍 ：
（１） 思想认识方面的障碍 。 主要表现为企业的领导人和管理者缺乏明确的

清洁生产意识 ， 对污染预防的潜在效益没有清晰的认识 ， 尚未完全确定和采取
有效的清洁生产具体措施 ， 没有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增强企业
竞争力的举措来抓 ， 未能把污染预防的思想贯穿于生产全过程 。 甚至有的企业
认为 ， 搞污染治理是额外负担 ， 没有自觉性和动力 ， 企业防治工业污染处于被
动地位 。

（２） 组织管理方面的障碍 。主要表现为企业缺乏比较有力的实施清洁生产的
执行机构 ，没有明确的清洁生产目标 、清洁生产审核方案和相应的制度措施 ，以
及巩固清洁生产效果的管理制度 ，企业员工参与清洁生产的程度低 。

（３） 资金技术方面的障碍 。主要表现为因资金短缺 ，企业实施无费 、低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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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生产的方案容易做到 ，而涉及到设备改造 、工艺和产品更新的中高费方案 ，难
以实施到位 。技术缺乏也是一些中小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一个障碍 ，因为中小企
业相对大企业而言 ，其技术开发水平较薄弱 ，企业的管理水平也相对较低 ，难以
适应清洁生产的要求 。

（４） 市场信息方面的障碍 。主要表现为企业缺乏污染预防技术和必需的市场
信息 ，因而难以看到污染防治所带来的潜在效益 。所以 ，企业决策者对防治工业
污染的自觉性不强 。

（５） 政策法规方面的障碍 。主要表现为无法可依和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 ，尤
其是缺少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优惠政策 ，使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和热
情不高 。

２畅 开展清洁生产工作的几点建议
在市场经济中 ，政府推动清洁生产的主要角色应是营造有利于清洁生产的环

境 ，也就是为清洁生产的广泛开展创造良好的法律制度 、 政策环境和文化氛围 。
清洁生产能否广泛 、深入 、持久地开展又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与经济政策是否有
利于清洁生产的开展 。只有使经济社会的每个要素都贯彻可持续的原则 ，形成有
利于节约一切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国民经济体系 ，才能真正推动清洁生产 ，实现可
持续发展 。为此建议 ：

（１） 尽快出台清洁生产法 。推行清洁生产需要有法律作为保证 ，加强清洁生
产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政府推动清洁生产的职能和执法主
体 ，明确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主体地位 ， 加大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动力和压力 。
通过严格执法 ，促使企业加快采用新技术 、 新工艺和新材料 ， 淘汰高能耗和物
耗 、重污染的旧工艺和设备 ，更新落后产品 。同时 ，政府和企业应定期向公众提
供完备 、翔实的环境信息 ，不断提高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 ，促进决策的民
主化和科学化 。

（２） 抓紧制定清洁生产的有关政策措施 。目前 ，政策与法规的滞后是推行清
洁生产的主要障碍 。因此 ，应抓紧制定促进清洁生产的资金扶持政策 ，激励企业
加大清洁生产投入的经济政策 ，鼓励清洁生产的奖励政策和违反清洁生产造成污
染的处罚政策等 。在抓好重点骨干企业的同时 ，应特别采取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实
施清洁生产 。因为中小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
说 ，中小企业排放点分散 、 污染物种类多 ， 大多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环境
中 ，同时又很难监控 。 因此 ， 应将中小企业的环境保护与清洁生产作为政策措
施的一个重点 ， 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 如建设废物处理的公共设施 ， 集
中处理废弃物 ， 解决这些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 对一时无法控制的严重浪
费资源 、 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 ， 要坚决关闭 ， 绝不能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为
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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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加大对科技进步和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投入 。技术进步是推行清洁生产的
重要手段 ，资金投入是重要保证 。 因此 ： ① 要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
要解决的 ，带有全局性 、方向性和基础性的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 ，如高
浓度 、难降解的工作废水治理 、燃煤除尘脱硫 、汽车尾气控制 、固体废物污染控
制等重大关键技术 ，应作为科学研究开发的一个重点 。 ② 各级政府应安排专门
的清洁生产财政支出 ，资助有共性的重点清洁生产技术 、产品 、设备的开发与推
广 ，推动全社会实施清洁生产 。 ③ 对试点城市和企业在资金 、 项目上应给予倾
斜 ，对一些投资较多的节能降耗和综合利用等项目应给予适当财政补贴 ，树立清
洁生产型示范企业 ，真正起到典型示范推动作用 。

（４） 加大对清洁生产的舆论宣传 。持续开展全民可持续发展教育 ，提高全民
的文化科学水平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是实施清洁生产的重要前提 。要
大力开展清洁生产的宣传 ，提高全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形成全社会关注清洁生产
的局面 。关键要提高决策者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 促使决策者尽快改变急功近利 、
竭泽而渔的政策 ，由只注重发展数量和速度的机制转向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上来 ，在安排今天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 ，在规划本地发展的同
时必须保护全局的利益 。 只有这样 ， 才能实现我国经济 、 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 ，促使经济的良性增长 。

三 、加强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１畅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
由于中小企业所处行业 、技术水平 、规模 、发展环境以及企业体制等呈现无

限的多样性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技术也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类型 ，而且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类型也将更加丰富多彩 。

（１）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指中小企业在产品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 ，对其自
身生产或经营的产品所从事的改进 、提高或发明的创新活动 。它可分为重要创新
和渐进创新两类 。一般说来 ，重要创新对企业的发展影响较大 ，渐进创新对企业
的影响有小有大 ，但前者往往比较难以实现 ，投入也大 ；后者较易做到 。

（２） 服务创新 。服务创新是近些年服务业 ，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兴起的
结果 ，它既包括新构思 、新设想转变成新的或者改进的服务 ，又包括改变现有的
组织机构推出新的服务 ，目前兴起的网络服务是服务创新的成功例证 。由于服务
创新投入较小 ，而且市场需求变化快 ，因而是最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技术创新类
型之一 。

（３） 工艺创新 。工艺创新是指研究和采用新的或有重大改进的生产方法 ，从
而改进现有产品的生产或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 。由于工艺创新对开发新产品 、改
进原有产品以及提高原有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都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其重要性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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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于产品创新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工艺创新是渐进的 ，投入大小和难度都比较适
合中小企业的特点 ，因而也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

产品 （服务） 创新和工艺创新之间常常互相影响 、相互交融 、相互促进 ，并
与中小企业的直接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因而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在中小企业的技
术创新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 。

２畅 新事物 ——— 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起步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得到

人们的认同和推行 。绿色技术创新是既要社会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的
产物 。对绿色技术的研究经历了末端工艺 、 无废工艺 、 废物最少化 、 清洁技术 、
污染预防五个阶段 。 E畅Brawn和 D畅Wield于 １９９４年提出了绿色技术的概念 ， 概
括地说 ，绿色技术是指能减少环境污染 、 降低和节约原材料与能源使用的技术 、
工艺或者产品的总称 。它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绿色产品创新 ，指产品在使用过程
中及使用之后不危害或少危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以及可回收利用和再生的产

品 。二是绿色工艺创新 ，指能减少废气污染物的生产和排放 ，降低工业活动对环
境的污染以及降低成本 、物耗的工艺技术 。 我国改革开放 ２０ 多年来 ， 社会生产
力迅猛发展 ，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
化解这个危机 。作为可持续发展主体的企业在充分认识到减少环境污染 、节约原
材料和能源使用的重要性后 ，应及时把绿色技术创新提到日程上来 ，作为经济发
展的新增长点 。

３畅 主要措施
要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带有全局性 、方向性和基础性

的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 ，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要研究如何减少
污染 ；二要研究如何治理污染 。要加强与人体健康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 ，重视农
作物污染问题 ，减少化学农药在茶叶 、粮食上的残留 ；开发生物农药替代传统的
农药 ，减轻对人体的危害 。工业污染防治方面应研制和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
实用的成套技术 ，特别是要重点安排高浓度 、难降解的工业废水治理 、燃煤除尘
脱硫 、汽车尾气控制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 。将中小企业的
环境保护作为研究开发的一个重点 ，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 ，解决他们的环
境污染问题 。

要广开渠道 ，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应当对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继续免征增
值税 ，鼓励对废旧物资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首先应当加
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 ，还自然界青山绿水的本来面貌 。其次要加快发展环保
产业 ，发展绿色产品 ， 引导人们的消费意识 。 再次要增加对自然资源维护的投
入 ，如加快我国防护林工程的建设 ，加强水土保持 ，控制荒漠化扩展的势头 。最
后应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实现水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良性循环 ，在取得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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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也美化生活环境 ，实现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

四 、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

要实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 ，需要有法律作为保证 。加强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 。

自 １９７９ 年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枠 颁布实施以来 ， 我国陆
续出台了海洋 、 水 、 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律 。 新修改通过的 枟刑法枠 中增
加了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一节 ， 明确规定了对于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犯罪行为 ，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适合国情
的 ， 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法律体系 ， 基本与国际接轨 。 应加大执法力
度 ， 严格执法 ， 做到有法必依 ， 违法必究 ， 加强国家和各地环保部门和监察部
门对环境执法的行政监察 。 发挥新闻的监督作用 ， 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态势的
形成 。

五 、 开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

开展国际合作的好处在于 ： ① 通过国际合作 ， 提高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和
环境保护的技术水平 ； ② 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臭氧层耗散
物质替代品开发等国际合作 ， 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材料 、 新能源 ； ③ 通过
国际合作 ， 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治理环境 ； ④ 通过国际合作 ， 共同开
发国际资源 ， 以补充那些国内勘探投入大而且又十分稀缺的自然资源 ， 建立自
然资源的储备制度以便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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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

当今 ， “走向绿色” 已成为世界各主要企业集团的重要战略 ，随之而来的环
境管理标准 ，如欧盟 EMAS 、 ISO１４００１ 等便蓬勃发展起来 。 中国的一些大企业
也积极行动 ，迎接这一战略转变的挑战 。但是 ，有些中小企业对开展环境管理似
乎缺乏认识和兴趣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第一节 　环境管理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一 、规避绿色贸易壁垒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大公司由于通过了 ISO１４０００ 认证 ，促使他们必须关心有合作关
系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的环境表现 。因此 ，中小企业想要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新形
势下有立足之地 ，也必须积极地开展环境管理 ，不断改善自己的环境表现 。

二 、建立一个成功的企业发展战略 ，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

通过开展环境管理 ，企业能够清晰地了解相关的环境政策和法规以及发展动
态 ，从而确保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开发的新产品或服务能适应法律的要求 。 同时 ，
对环境法规的充分认识 ，也能帮助企业避免因无意违反了环境法而遭受罚款 。随
着我国环境保护法制的不断完善 ， “谁污染谁付费” 原则的贯彻落实 ， 全民环境
意识的不断提高 ，市场走向 “绿色” ，只有环境行为良好的企业才有竞争力 。

三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中小工业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９９畅７ ％ ，雇佣了 ７３畅３３ ％的工业企业职工 ，其产值占工业企业总数的 ６６畅９ ％ 。正
是他们在经济中的重要位置和他们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或多或少的负面环

境影响 ，只有所有的中小企业共同行动起来 ，寻找可行的方式来不断地改进他们
的环境表现 ，才能保证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

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家及时地认清经济正在走向 “绿色” 所带来的挑
战 ，逐步重视企业自身的环境表现 ，但是 ，中小企业在实际开展环境管理过程中
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 ， 如 ： 常常对自己的活动会产生怎样的环境影响缺乏了
解 ，因而不知道能为保护环境做些什么 ；企业内缺少环境方面的专业人员 ；开展
环境管理开始时会增加财务和管理负担 ，等等 。



中小企业应该实施环境管理 ，采用各种环境保护对策以促进企业提高自身形
象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从而确保中小企业在新的竞争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 。

何谓 “环境经营 （环境管理） 体系” ？ 环境经营 （环境管理） 体系 （envi唱
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是一种能够让机构有效处理环境问题 、开展环境
经营的基本结构 ，是构成机构整体管理体系 （组织的经营管理体系） 的一部分 。

环境管理体系是为了帮助企事业单位达到减少生产和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环境

负荷 ，即资源和能源使用量 、废弃物排放量的目的 ，同时 ，提供对环境无害的产
品和服务 ，创造良好环境 ，要求企事业单位 ：

（１） 自主确定保护环境的方针和目标等 （P ： Plan ＝计划） ；
（２） 为实现既定目标 ，整顿组织体制并采取必要措施 （D ： Do ＝实施 、运用） ；
（３） 对体系的运用状况和目标的实现状况进行把握 、 评价 ， 并加以改进

（C ： Check ＝检查 、纠正） ；
（４） 对体系进行定期修正 （A ： Action ＝修正） 。
其目的是以如上 PDCA 循环为基本 ，对体系和活动进行持续性改进 。

第二节 　环境管理体系

一 、环境行动计划的组成

１畅 基本理念
如今 ，各工作单位是否存在如下问题 ？
· 即使订立了规章制度 ，但仅限于当时 ，过一段时间就又执行不下去了 。
· 明白了解单位中存在不合理和浪费现象 ，但难以改善 。
· 即使订立了目标 ，也难于实现 。
· 工作集中在特定的人身上 ，那个人一旦休息 ，工作便难于进行 。
为此 ，环境行动计划就应运而生了 。以 PDCA 循环为基础构筑并运行的环

境经营体系需要 ：由全员共同开展 ，而不止依靠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 ；不能作为
当地 、当时的短期行为 ，应该以确定的规则为基础开展行动 ； 明确行动的目标 ，
认真评价活动的结果 ；未能实现计划时 ，需明确其原因 ，将活动长期坚持下去 。

上述措施对改善工作单位存在的各种问题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同时 ，通过构
筑环境经营体系 ，开展保护环境的活动 ，还能期待达到如下几个方面的效果 ：

（１） 通过节约资源 、节约能源和削减废弃物而实现成本的降低 ；
（２） 对环境污染及事故导致的环境风险防患于未然 ；
（３） 单位形象的改善 ；
（４） 通过绿色采购等措施提高推销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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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客户信誉的提高 。
除此以外 ，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必须保护地球和本地区的环境 ，将美丽的地

球传给子孙后代 。
２畅 企业环境行动概要
主要是遵循环境行动的以下几个方面 ：
（１） 对环境负荷进行自我确认 。为了构筑环境经营体系 、采取适当的环保对

策 ，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正确把握自身的环境负荷情况 ，如存在着怎样的环境负
荷 、量有多大等等 。

（２） 对环境对策进行自我确认 。在保护环境上希望企事业单位备有采取具体
措施的确认清单 。通过此项自我确认 ，能够正确认识环保状况 ，并明确今后应当
采取的具体措施 。

（３） 环境经营体系指南 。环境计划在促进中小企事业单位环境投入的同时 ，
为了有效实施环境对策 ，一方面要求以 ISO１４００１ 标准为基准 ， 另一方面作为方
法指南 ，规定了对中小企事业单位易于施行的环境经营体系的形式 。在尝试构筑
新的环境经营体系时 ，不妨立足于上述 （１） 和 （２） 结果的基础上进行 。

（４） 环境活动报告书 。中小企事业单位应当按时总结并公布环境活动报告书
的情况和成果 ，作为环境交流的第一步 。

二 、环境行动计划的实施和修正

１畅 计划的实施
以实现环境目标和环境活动计划为目的 ，完善组织机构并将其付诸执行即进

入了 “计划的实施” 阶段 。其中包括为恰当执行计划而确定的具体规则 。
２畅 计划的评价和修正
确定适当频率监测 （确认） 环境方针和以之为基础的环境活动计划的进展状

况 ，并对其做出评价 。如存在问题的话 ，需要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使问题
不再发生 。

同时 ，在未能达成环境目标的情况 （预计难以达成的情况） 下 ，需对其原因
进行调查分析 ，采取包括重新修正目标在内的必要措施 。必须认识到 ，不能找到
原因 、让问题搁置下去远比不能实现目标更为严重 。

３畅 确认进展状况并纠正问题
针对环境目标的进展情况 、 环境活动计划的实施状况以及法律等的遵守状

况 ，需要定期确认 （监测） 并进行评价 。对环境目标的进展情况 ，可以采取在中
间阶段设定能够正确判断进展状况标准 （指标） 的办法等 ，对于照此继续进展是
否能达成预计目标进行判断 。同时 ，对实施状况需要判断照环境活动计划开展的
活动是否按照既定责任 、任务和日程得以进行 ，此外还要对法律等的守法性进行

·４２１·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确认和评价 。定期确认的频率要根据确认内容定为每年一次 、每季度一次 、每月
一次或者每天一次等 ， 根据各自的内容采取适当频率进行 。 确认 、 评价进行之
后 ，由工作担任人汇报给负责人 ，并根据需要采取适当的对策 。因此 ，结果的汇
报程序是 ，从作业担任人到作业负责人 、再到管理层的负责人 、担任环境行动执
行负责任的环境管理负责人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 。所以应当事先确定好向谁汇报
以及按什么样的频率汇报 。确认 、评价的结果 、目标的进展情况以及活动的实施
状况中如果出现问题时 ，需要对问题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 并采取清除问题原因 、
防止问题再发生的纠正措施 （应对措施） 。同时 ，对尽管在现状中还未发生问题 、
但预计将来会发生问题的情况 ，要实施防止问题发生于未然的预防措施 。在纠正
措施及预防措施的实施中 ，与问题本身相比较 ，实际上弄清楚问题发生的原因更
加重要 。例如 ，原因是否由于操作程序不明确而引起 、还是测定器械的缘故 、是
否因为没对员工进行通知 、培训 、还是由于目标和计划本身的不当等 ，需要查根
究底 ，予以明确 。同时 ，对一个部门内发生的问题情况等 ，还需要通知有关的其
他部门 ，以免同种问题的再次发生 （应对措施的水平铺开） 。

此外 ，在接受 “环境行动 ２１” 认证时 ， 其中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求
切实能够遵守环境方面的法规等 。因此 ，从这方面来说 ，也需要切实的开展确认
工作 。

４畅 整体评价和修正
由企事业单位代表进行的整体评价与修正 。
由企事业单位代表 （经营者） 对环境行动的整体实施状况做出评价和整体性

修正 ，并提出必要的指示 。
企事业单位代表为进行对环境行动的整体修正 ，需要收集必要的信息 ，或者

要求环境管理责任人提出报告 ，对于环境经营体系是否有效运转以及环保活动是否
适当开展等情况作出评价 。企事业单位代表以评价结果为基础 ，针对环境方针 、环
境目标 、环境活动计划以及环境经营体系等是否有需要变更的必要性对环境管理责
任人做出必要的指示 。对活动的修正应至少每年实施一次 ，并记录其结果 。

第三节 　环境审查和认证制度的导入

一 、环境负荷的自我检测

１畅 事业的规模

活动规模 单 　 　 位 年 年 年

主要产品的产量 t
销售额 百万日元

员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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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活动规模 单 　 　 位 年 年 年

总面积 m ２

（ 　 　 　 　 　 　 　 ） （ 　 　 　 ）

（ 　 　 　 　 　 　 　 ） （ 　 　 　 ）

（ 　 　 　 　 　 　 　 ） （ 　 　 　 ）

２畅 环境负荷的状况 （汇总表）

项 　 　 目 指 　 　 标 单 　 　 位 年 年 年

① 能源总投入量

购买电力 MJ
化石燃料 MJ
新能源 MJ
其他 MJ

② 物质总投入量
资源投入量 t
循环资源投入量 t

③ 水资源投入量

自来水 m３

工业用水 m３

地下水 m３

④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二氧化碳 Kg唱CO ２

（ 　 　 　 　 　 ） Kg唱CO ２

（ 　 　 　 　 　 ） Kg唱CO ２

⑤ 化学物质排放量 、 转移量

大气中排放量 t
公共水域内排放 t
土壤内排放 t

⑥ 产品总生产量或者
产品总销售量

产品生产量 t
能减轻环境负荷的产品 t
容器及包装物使用量 t

⑦ 废弃物等总排放量

再使用 t
再生利用 t
热回收 t
单纯焚烧 t
其他 t

⑧ 废弃物最终处理量 最终处理量 t

⑨ 总排水量
公共水域 m３

下水道 m３

BOD g
　 　 ○ □ 中圈定的项目为必须项目 。 另外 ， 假如总排水量难于测算的话 ， 可以把 “水资源投入量” 列为
必须把握项目 。

○ 各指标数值可填写下页以后的总计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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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各指标汇总
（１） 总能源投入量 （MJ）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能源量的计算 ， 用燃料使用量 、 消费量乘以单位发热量求得 （燃料使用量 、 消费量 × 单位发

热量） 。

○ 假如还有上述项目未能涉及但投入量较大的能源 ， 请调查出其单位发热量后 ， 设空栏填写 。

○ LPG 消费量以气体 （m ３） 单位把握时 ， 请按 １m ３ ＝ ２畅 ０７kg 的公式换算 。

○ 该表格中将重油都作为 A 重油计算 。

○ 产品制造过程中作为原材料等投入的石油 、 煤炭等 ， 作为物质总投入量加以把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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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 （只登载了作为必须项目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年 （ 　 　年 　 　月 　 ～ 　 　年 　 　月）

单位

合计 （年）

消费量

（A）

排放量

（kg唱CO ２）
（A × B） or
（A × B × C）

比率

排放系数

（B）
单位发热量

（C）

　
　
　
　
　
　
　
　
　
　
　
　
　
　
　
　
　
　
　
　
二

氧

化

碳

能

源

消

费

购买电力 kWh ０畅 ３７８（kg唱CO ２／kWh）

化
石
燃
料

煤油 L ０畅 ０６７ ９（kg唱CO ２／MJ） ３６畅 ７（MJ／ l）
重油 L ０畅 ０６９ ３（kg唱CO ２／MJ） ３９畅 １（MJ／ l）
城市燃气 Nm３ ０畅 ０５１ ３（kg唱CO ２／MJ） ４１畅１（MJ／Nm３） 　

液化天然气 （ LNG） kg ０畅 ０４９ ４（kg唱CO ２／MJ） ５４畅 ５（MJ／kg）
液化石油气 （LPG） kg ０畅 ０５９ ８（kg唱CO ２／MJ） ５０畅 ２（MJ／kg）
汽油 L ０畅 ０６７ １（kg唱CO ２／MJ） ３４畅 ６（MJ／ l）
轻油 L ０畅 ０６８ ７（kg唱CO ２／MJ） ３８畅 ２（MJ／ l）

化石燃料合计

其
他

热供给 MJ

其他合计

能源消费合计

０畅 ０６７ （kg唱CO ２／MJ）

废
弃
物
焚
烧
处
理

一般废弃物（单指废塑料） t ２ ６８０（kg唱CO ２／ t）
产
废

废油 t ２ ９００（kg唱CO ２／ t）
废塑料 t ２ ６００（kg唱CO ２／ t）

废弃物焚烧处理合计

其
他

其他合计

二氧化碳合计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LPG 消费量以气体单位 （m ３） 把握时 ， 请以 １m ３ ＝ ２畅 ０７kg 的公式换算 。

○ 该表内重油均作为 A 重油计算 。

○ 如果存在上表未涉及但投入量较多的能源时 ， 请参考 “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计算方

法指南 （试行方案 ver１畅 ４）” （环境省地球环境局） ， 来计算排放量 。

○ 关于甲烷 、 氧化亚氮 、 氢氧化碳 、 过氧化碳 、 六氧化硫等 ， 请参考 “企事业单位的温室效应气体

排放量计算方法指南 （试行方案 ver１畅 ４）” （环境省地球环境局） ， 制定出适合于各企事业单位情况的汇

总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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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化学物质保管量 、排放量 、转移量等

年 （ 　 　年 　 　月 ～ 　 　年 　 　月）

合计 （年）

排放 （泄漏） 量 （ t） 移动量 （ t） 贮存量 （ t） 回收量 销毁量

向 大

气 中

的 排

放

向 公

共 水

域 中

的 排

放

该 单

位 向

土 壤

中 的

排放

该 单

位 的

填 埋

处理

向 下

水道

向 该

单 位

以 外

的 地

方

在 单 位 内

贮存

（ 只 包

括氟氯

烃 类 ）
（ t）

（ 只 包

括氟氯

烃 类 ）
（ t）

化
学
物
质

︵
ｔ︶

ＰＲＴＲ
法
规
定
物
质

其
他
物
质

氟
氯
烃
类

计

计

计

合计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对化学物质排放量及转移量 ， 请以重量单位 （吨） 加以把握 。

○ 把握 PR TR 对象物质的排放量及转移量 ， 有 ５ 种方法 ： ① 使用物质收支的方法 ； ② 使用排放系数

的方法 ； ③ 使用实际测量值的方法 ； ④ 使用物性值的方法 ； ⑤ 其他方法 。

○ 关于 PR TR 对象物质的排放量及转移量把握方法的详情 ， 请参考环境省 、 经济产业省的 “ PR TR
排放量等计算说明第 ２ 版”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发行 、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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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产品总生产量或者产品总销售量

年 （ 　 　年 　 　月 ～ 　 　年 　 　月）

产
品
总
生
产
量
或
者
产
品
总
销
售
量

︵
吨
︶

产品等名称 单 　 位
合计 （年）

生产量

产
品

重
量

重
量
以
外

t
t
t
t
t

合计 t

能
减
轻
环
境
负
荷
的
产
品

重

量

重
量
以
外

t
t
t

合计 t

容
器
及
包
装
物
使
用
量

t
t
t
t
t
t

合计 t
　 　 ○ 须把握生产量或者销售量中的任一项 。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对产品总生产量或者产品总销售量 ， 一定要把握其中一项 。

○ 对容器及包装物使用量 ， 计算时以作为容器及包装物再利用法对象的容器及包装物的制造量及使

用量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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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６） 废弃物等总排放量以及废弃物最终处理量

年 （ 　 　年 　 　月 ～ 　 　年 　 　月）

循环资源量 （ t） 废弃物量 （ t）
再使用 再生利用 热回收 单纯焚烧

废弃物最

终处理量

（ t）
合计 （ t）

废

弃

物

等

总

排

放

量

一

般

废

弃

物

产

业

废

弃

物

纸

类

白色优等纸

报纸

纸箱板纸

其他纸

罐

瓶

塑料饮料瓶

纸包装

泡沫聚苯乙烯等

塑料垃圾

厨房垃圾

大件垃圾

其他可燃垃圾

其他不可燃垃圾

小计

污泥

瓦砾类

煤灰

金属碎屑

废塑料

特

别

管

理

废油

废酸 、 废碱

有害产业废弃物

小计

合 　 　 计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上述分类仅作范例使用 。 请按照自身事务所的现状进行分类后制定填写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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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总排水量以及水污染物
（７）唱１ 　总排水量

年 （ 　 　年 　 　月 ～ 　 　年 　 　月）

单 　 　 位
合计 （年）

实绩 （m ３） 比率 （ ％ ）

总排水量 （m３）

公

共

水

域

河流

湖沼

海洋

各种水路

公共水域合计

下水道

合 　 　 计

m３

m３

m３

m３

m３

m３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１ L ＝ ０畅 ００１m ３ 、 １m ３ ＝ １ ０００ L 。
○ 不考虑企事业单位内循环利用的量 。
○ 未经再利用 、 处理等的雨水排水不作为考虑对象 。

（７）唱２ 　水污染物
年 （ 　 　年 　 　月 ～ 　 　年 　 　月）

合计 （年）

平均浓度

数值 单位
排水量 （m３） 排放量 （ g）

水污染物
BOD
COD

　 　 ○ 涂颜色的项目是 “汇总表” 中出现的项目 。
○ BOD 、 COD 栏目内填写企事业单位排放的各项测定浓度 。
○ 以一定期间内的浓度作为平均值 ， 乘以此期间的总排水量 ， 就能计算出各负荷量 。

二 、环境保护对策的自我检测

（一） 环境保护对策检测表的构成

环境保护对策的自我检测的目的是通过认识当时的环境对策状况 ，明确今后
应当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 （表 ８唱１） 。

表 8唱1
环境保护对策检测表

与事业活动投入相关的项目

节能 、 新能源使用的扩大

节约资源 、 绝色采购

节水 、 水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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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环境保护对策检测表

与事业活动产出相关的项目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 防治大气污染

化学物质对策

产品开发 、 设计环节中对环境的考虑

控制废弃物的排放 、 再利用 、 适当处理

排水处理

减少运输环节的环境负荷

建筑物的建设及拆除 、 开发事业中对环境的
考虑

与环境经营体系相关的项目

以开展环保活动为目的 ， 对机构及体制的整顿

环境教育 、 环境活动的推行等

信息提供 、 社会贡献 、 本地区的环境保护

环保商务 、 技术开发

国际合作及海外事业中对环境的考虑

投资 、 融资中对环境的考虑

（二） 检测表的使用方法

对某种行业而言 ，可能包含与本行业无关的项目 。确定没有关联时 ，可以标
注 “／” 符号 。

确定具有关联时 ，可对各确认项目 ，作如下标示 ：

已经开展的项目 ○

在一定程度上开展 ， 今后还需要加强的项目 △

未开展的项目 ×

自我检测完成后 ，对划 “ △ ” 、 “ × ” 的项目中 ，今后还有必要重点开展的事
项 ，可确认为环境经营体系中设定的环境目标 ，研究重点开展活动的方法 。

如果企业希望采取进一步对策 ，可以采用打分统计整体进展状况的方法对活
动状况作定量的把握 。该方法操作如下 ：

统计 ○ △ ×的数量后 ，对自身的活动进行打分评价 。例如 ，针对每个项目设
定对环境贡献的重要程度 ， 同时给进展状况 ○ △ × 打分 ， 就可以做出如下评分
结果 。

对做出 ○ △ × 三者之一确认的项目 ，做如下打分 。
　 　 　 　 　 　 　 　 　 　 　 　 　 　 　 （重要程度）
对环境保护有重要效果的项目 　 　 　 ３分
对环境保护有相当效果的项目 　 　 ２分
对环境保护多少有效的项目 　 　 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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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要 、相当 、多少有效的判断 ，应由自己做出 。
在上面 （１） 中所定分数的基础上再乘以如下分数 。
○ 的项目 　 　 　 　 ２分
△ 的项目 １分
× 的项目 ０分
如 ：判断为 “有重要效果” 的项目 ，为 ○时 ３ × ２ ＝ ６分

判断为 “有相当效果” 的项目 ，为 ×时 ２ × ０ ＝ ０分
判断为 “多少有效” 的项目 ，为 △时 １ × １ ＝ １分

对除 “／” 以外的所有项目 ，计算出上述 （２） 中得到的分数总和 。
该数字即可作为 “环保活动程度数值” ， 并以此为根据 ， 对每年环保活动状

况做出比较 。

（三） 环境保护对策的自我确认

１畅 与事业活动投入相关的项目
１） 节能 、扩大对新能源的使用
如 ： ① 引进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地热发电 、燃料电池等新能源 ； ② 利用

太阳电池产生电力 ； ③ 使用天然气 ； ④ 引进了热电联产 （利用发电时的排热）
系统 ； ⑤ 利用地区冷暖气系统及地区热供给系统 ， 通过太阳能热水系统供给热
水 、暖气 ； ⑥ 热水设备使用绝热化 ，推动能源的节约 ； ⑦ 积极引进节能型空调
设备 ； ⑧ 利用焚烧垃圾等产生的废热 ； ⑨ 提高复印机 、 电脑 、 打印机等办公设
备的能源利用效率 ，积极引进能效高的设备 ； ⑩ 引进电梯节能系统 （运转的高
度控制 、夜间等的部分停止等） ； 皕瑏瑡 设置两层窗户 、 多层玻璃等形式 ，提高建筑
物的绝热性能 ； 皕瑏瑢 将太阳光引入室内 、充分利用地板和墙壁的蓄热和通风 ； 皕瑏瑣 使
用高效荧光灯 、变流照明 （使用高频电流而达到高效率的荧光灯） 等 ，推动照明
器械的节能化 ； 皕瑏瑤 推广使用热泵技术 ；等等 。

２） 节约资源 、绿色采购
（１） 节约资源 。对使用后产品的回收 、再利用等 。
（２） 再生纸的使用 。对复印纸 、电脑用纸 、票证及事务用纸 、印刷品及小册

子 、卫生纸 、名片以及其他用纸 ，推动其向再生纸或者未利用纤维的转换 ；确定
再生纸浆的使用率和白色度的再生纸使用目标与基准 ，掌握其使用状况并积极推
广 ；印刷品上明确注明再生纸浆使用率 ；等等 。

（３） 其他考虑到环境因素的产品购买与使用 。 如 ： ① 优先购买带环境标志
产品 ； ② 优先购买并使用再生材料产品 ； ③ 积极购买并使用间伐木材 、 未利用
资源制成的产品 ； ④ 在筹集木材时 ， 应考虑木材砍伐后的土地是否进行了适当
的绿化 、植树造林及环境植被修复 ， 或者协助参与土地绿化 ； ⑤ 优先购买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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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无漂白产品 （衣物等） 、水性涂料等环境负荷小的产品 ； ⑥ 优先购买使用在设
计上能够修理并更换零件 、零件的再使用 、素材的再生利用等的产品 ；等等 。

（４） 环保物品的筹备标准 。如 ： ① 制定与环保物品等筹集相关的标准 、 清
单 ，并根据现状及时修正 ； ② 按标准 、清单开展的筹集状况 ； ③ 购买原料 、 中
间材料时 ，确认是否环保 ；等等 。

３） 节水 、水的有效利用
如 ： ① 设置雨水储存库及雨水利用设施 ，加强对雨水的利用 ； ② 引进使雨

水渗透到地下的设备 （浸透斗等） 或者找到其他解决办法 ； ③ 推行对污排水
（中水） 的再利用 ； ④ 积极购买节水型的家电产品 、 冲水厕所等 ； ⑤ 在厕所设
置 “水流声音发生器” 等 ，节约厕所用水 ； ⑥ 水龙头设置节水阀 （有排放适量
水功能的阀门） ； ⑦ 在出现地层下陷问题的地区 ， 削减地下水的抽取 ； ⑧ 定期
检查水道配管的漏水现象 ；等等 。

２畅 与事业活动输出相关的项目
１） 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防止大气污染等
（１） 使用环境负荷小的燃料 。如 ：优先购买使用城市燃气 、煤油等环境负荷

小的燃料 。
（２） 在日常业务管理中的注意事项 。 ① 空调的适温化 （冷气 ２８ ℃ 左右 、 暖

气 ２０ ℃ 左右） ； ② 限定空调使用的必要区域和时间段 ； ③ 经常进行对空调 、 冷
却设备的检修 ； ④ 贯彻对电梯的恰当使用 ； ⑤ 推动照明的恰当化 、 白天阳光的
利用 、开关的恰当管理 ；等等 。

（３） 在生产程序管理中的注意事项 。 ① 锅炉执行低充气比运转等供热管理 ；
② 利用锅炉等的废热 ； ③ 通过变流器等控制发动机的转速 ； ④ 在不需要电力时
切断负荷 、切断变压器 ；等等 。

（４）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削减 。 ① 采用大气污染小的程序 、 设备 （低 NOx
燃烧器等） ； ② 在日常管理中注意防止大气污染 （燃烧管理等） ； ③ 对大气污
染 ，设立比法令基准还要严格的自主管理标准 ； ④ 定期实行对煤烟等的测定 、
监视和对煤烟处理设备的检修 ； ⑤ 做事故及灾害发生时防止污染对策的准备 ；
等等 。

（５） 防止恶臭 、噪音 、震动等 。 ① 为防止恶臭的产生 ， 对加强排放口的位
置的管理 ； ② 使用低噪音型设备 、加强对防音和防震设备的设置及管理 ， 实施
日常化测定及监视 ；等等 。

２） 化学物质对策
（１） 彻底进行对化学物质的管理 。 如 ： ① 对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 ， 需要经

常性地掌握其种类 、使用量 、保管量 、使用方法 、 使用场所 、 保管场所等情况 ，
并作记录 、管理 ； ② 对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排放量进行计量与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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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可能有害的化学物质要明确标示 ； ④ 使用能对化学物质的安全性进行信息
传达的 MSDS （化学物质安全性数据表格） ； ⑤ 有害物质的储存库 、管道类应具
备有效防止泄露 、扩散等的功能 ； ⑥ 对有害物质储存库 、 管道等定期进行维修
及检查 ； ⑦ 设置回收使用后的有害物质的回收系统 ； ⑧ 对有害物质运输 、 保管
等 ，开展应对事故发生的准备及训练 ； ⑨ 采取 PRTR措施 ； ⑩ 削减盐类有机溶剂
等的使用 ，积极使用替代物质 ； 皕瑏瑡 采取措施防止燃料油和溶剂等的挥发 ； 皕瑏瑢 减少
户外除草剂 、杀虫剂的使用 ；等等 。

（２） 特定氟的削减 、恰当处理 。 ① 开展对破坏臭氧层的特定氟的削减以及
全部取消 （对生产用氟 、冷却设备和空调设备的冷媒用氟的削减 、氟处理设备等
的代替） ； ② 开展对特定氟的回收 、恰当处理 ；等等 。

（３） 控制温室效应气体 （HFC 、 PFC 、 SF６ 等） 的排放 。 ① 控制制造工序
中 HFC 、 PFC 、 SF６ 等的漏出 ； ② 对制造工序中使用的 HFC 、 PFC 、 SF６ 等的

回收处理 ； ③ 在制造工序中 ， 尽可能使用其他物质替代 HFC 、 PFC 、 SF６ 等 ；
④ 采用不使用 HFC 、 PFC 、 SF６ 等的制造工序 ； ⑤ 尽量选择不使用 HFC 、
PFC 、 SF６ 等的产品 ； ⑥ 对 HFC 、 PFC 、 SF６ 等废弃产品的回收工作 ；等等 。

３） 产品开发 、设计中对环境的考虑
（１） 产品 （包括私人品牌的商品） 设计环节对环境的考虑 ； ① 通过产品的

小型化 、轻量化 ，实现同一功能资源使用量的最小化 ； ② 延长产品的使用长寿
命 ； ③ 实现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能源削减 ； ④ 积极利用再生资源 ； ⑤ 努力实现产
品恰当的更新 ，控制废弃物的产生 ； ⑥ 为便于再利用 ， 通过削减材料的种类及
产品零部件组成数量 、减少螺丝的使用数量 ， 实现易于拆解的产品构造 ； ⑦ 尽
可能将产品包装简单化 ； ⑧ 积极开发有特色的环保型商品 ；等等 。

（２） 对产品出厂 、销售后环境负荷的削减 。 ① 开展对使用后产品 、 容器及
包装物等的回收及再利用工作 ； ② 开展对氟类的回收 ； ③ 关于防止氟类泄漏的
注意事项等 ，将关于产品如何减少环境负荷方面的信息提供给消费者 ； ④ 开展
对零件修理的长期确保 ； ⑤ 在商店设置消耗品回收箱等 ， 开展产品的回收 、 再
利用工作 ；等等 。

（３） 关于产品的产品 （包括私人品牌商品） 环境影响评价等 。 ① 对产品以
及外购部件等 ，制定出环境负荷估计的确认表 ； ② 在新产品开发 、 产品更新时 ，
实施对环境负荷的测定 、记录以及产品的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对产品成为废弃物
时恰当处理困难性的评价 、产品从生产到消费 、废弃的各个阶段对环境负荷的评
价 （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 ； ③ 建立表示产品使用及废弃的环境负荷量 ； ④ 有
计划的对既存产品实施产品环境影响评价等 ； ⑤ 外部请求提供产品环境负荷的
有关资料时 ，要给予协助 ；等等 。

（４） 环保型商品等的销售以及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 。 ① 重点销售使用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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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商品 、可以再生的商品 、可反复使用的商品 、节约资源和节能型商品 、容
器及包装物简单化的商品以及环境标志产品等 ； ② 确定上述商品的销售目标 ，
积极促进销售 ； ③ 销售时明确环保型产品的标示 、 产品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标
示等 ； ④ 积极向消费者等提供关于环保型商品的信息 ； ⑤ 将环境标志以及自己
制定的标志和宣言等标示在产品以及小册子内 ；等等 。

４） 废弃物的排放控制 、再利用 、恰当处理
（１） 控制纸的使用量 。 ① 努力简化会议用资料及事务手续文件 ； ② 彻底推

行双面印刷 、双面复印 ； ③ 利用使用后纸张的背面 ； ④ 对使用过的信封进行再
利用 ； ⑤ 通过电子媒体的利用推进无纸化办公 ；等等 。

（２） 控制废弃物产生的对策 。 ① 控制抛弃型产品 （纸杯 、 内装抛弃型容器
的饭盒等） 的使用和购买 ； ② 优先购买 、 使用盛放在可回收容器 （啤酒瓶 、 大
玻璃瓶） 中的产品 ； ③ 优先购买 、 使用易于再使用或再利用的产品 ； ④ 复印
机 、电脑和打印机等采用易于再利用素材的产品 ； ⑤ 通过使用可重装的产品以
及备品的修理等方式 ， 推动产品的长期使用 ； ⑥ 推动包装 、 捆包 （纸箱 、鱼箱
等） 的削减和再使用 ； ⑦ 控制制造阶段内工序废弃物及不合格产品的产生 ；等等 。

（３） 促进办公用的物品再利用 。 ① 对纸 、金属罐 、 玻璃瓶 、塑料 、 电池等 ，
通过设置分类回收箱 ， 贯彻垃圾的分类处理 ； ② 回收的资源垃圾得到再利用 ；
③ 切书机仅限于机密文件使用 ； ④ 对复印机 、打印机墨盒的回收与再利用 ； ⑤ 吃
剩的食物 、食品残渣等有机物 ， 堆肥化 ， 返入土壤 ， 加以利用 ； ⑥ 废食用油制
造肥皂等再利用 ； ⑦ 包装 、捆包材料的再利用 ；等等 。

（４） 对出厂 、销售等环节内捆包等的考虑 。 ① 推动简易包装 、 改变多重包
装 、论分量卖以及零卖等形式 ，削减包装纸 、容器 、购物袋 、食品盘 、保鲜膜等
的使用 ； ② 促进重装式容器 、产品的销售 ； ③ 促进可回收容器及包装物的产品
销售 ； ④ 对纸袋 、食品盘 、铝罐 、铁罐 、塑料饮料瓶等的回收和再利用 ；等等 。

（５） 生产工序中的环保措施 。如 ：充分利用对生产工序中产生的金属屑 、纸
屑 、废液 、污泥等进行回收和再利用的设备 。

（６） 产业废弃物等的恰当处理 。 ① 根据废弃物管理书 （产业废物运输转移联
单） 对废弃物进行恰当处理 ； ② 定期并直接确认废弃物的最终填埋场所 ； ③ 在废
弃物焚烧时 ，一方面彻底严禁混入氯化塑料等不宜焚烧的物质 ，同时充分考虑煤
烟的处理和附近的环境等 ； ④ 为防止甲烷的产生 ， 通过贯彻对厨余垃圾的分类
处理和再利用以及恰当的焚烧处理等方式 ， 控制有机物的掩埋处理 ； ⑤ 推动对
有害废弃物 、医疗废弃物的管理 （确认一览表的制作 、 产业废物运输转移联单 、
合理处理） ；等等 。

５） 排水处理
如 ： ① 采用水质污染少的程序 、 设备 （废液的回收 、 再利用等） ； ② 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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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排水处理装置 ； ③ 排水需要注入封闭性水域 （湖 、 内湾等） 时 ， 要采取清
除氮 、磷的措施 ； ④ 排水处理采用封闭系统 ； ⑤ 避免混入有害物质以及有机混
浊物质 （厨余垃圾等） ； ⑥ 针对水质污浊等问题 ，设定较法令基准更加严格的自主
管理基准 ，并努力达成 ； ⑦ 定期对排水等的监测和排水处理设备的检修 ； ⑧ 事故
及灾害发生时采取的污染防止对策 ；等等 。

６） 减少运输环节的环境负荷
（１） 在购买 、选择汽车时的考虑 。 ① 购买汽车时 ， 要考虑其排气水平 、 耗

油量以及是否使用再利用素材等情况 ； ② 购置符合最新的排气量限制和噪音限
制的车种 ； ③ 将公用车更换为混合车及低耗油车 、 低排气认定车 、 电动汽车 、
压缩天然汽车等低公害的车种 ；等等 。

（２） 推动运输手段的切换 。将汽车运输转换为铁路 、海运形式 。
（３） 运输的合理化 、运输方法的考虑 。 ① 设定符合载重量的运输单位 ； ② 确

保共同运输和发送 、 返程装载等 ； ③ 重新评价发送 、 运输的计划化及平均化 、
经常性的少量及多频率运输以及 just唱in唱time服务 ； ④ 使用反复性包装箱材 （可
以反复使用的捆包材料） ； ⑤ 确保停车场 、货物处理厂的秩序 ， 防止对周边交通
造成影响 ；等等 。

（４） 汽车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 ① 对停车时关闭发动机 （IDS） 等驾驶方法的
考虑 （急发动和急加速以及空转的排除 、 停车时发动机的停止等） ； ② 控制排
气 、噪音水平 ，开展适当的车辆整顿 ； ③ 在器材搬运口处采取防止噪音 、 粉尘
以及通行堵塞等环境对策 ；等等 。

７） 建筑物的建设和拆除 、房地产开发事业的环境事项
（１） 环境整治和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 。 ① 开展单位内 、 墙壁表面 、 房顶

上等的绿化 （对大气净化 、城市气象的缓和也有积极作用） ； ② 事业活动与本地
区自然环境相协调 ，生态系统和景观等的保护 ； ③ 在计划 、 设计中将环境修复
作为改变环境的替代措施 ；等等 。

（２） 低环境负荷建筑材料的使用等 。如在建筑物的建设 、改建中 ，使用环境
负荷小的建筑材料 、谋求建筑材料的使用合理化 （合板型木材的使用合理化 、高
炉水泥 、环保水泥 、再生材料的积极使用等） 。

（３） 考虑到环境因素的施工方法 。 ① 使用低噪音型的建设机械 ， 防止工程
噪音 、震动 ； ② 防止石棉及粉尘的飞散 ； ③ 防止由工程污水导致的水质污染 ；
④ 防止出入车辆产生的排气 、噪音 、震动等污染 ； ⑤ 防止由挖掘工程 、 填土工
程导致的地基下沉 ； ⑥ 工程中开展对树木的保护 ； ⑦ 开展针对木材 、 混凝土
块 、污泥 、残土等建设副产品的削减 、再利用 、分类和循环 ；等等 。

（４） 为预防建设物 、建筑物环境影响的对策 。 ① 对已竣工的建筑物 ， 开展
从环境方面的管理 、维护等 ； ② 开展对建筑物老化及其运用的诊断 ， 提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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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新评价环保设备方面的建议 ； ③ 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 ；等等 。
（５） 关闭设施 、建筑物拆除等情况下对环境的考虑 。 ① 在关闭设施时 ， 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 ； ② 建筑物拆除时 ，实现去除喷涂石棉 ； ③ 开展转换用途等计
划工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 ④ 恰当处理氟 、 石棉以及其他有害物质 、 使用替
代材料等 。

３畅 与环境经营体系相关的项目
１） 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构造 、体制整顿
（１） 环境方面法规的遵守状况 。 ① 经常获取法规制度的最新信息 ； ② 拥有

应对法规制度变化的程序 ；等等 。
（２） 实施体制的构筑等 。 ① 在环境经营体系的实行中 ， 明确工作分担以及

责任 、权限 ； ② 环保活动的开展中 ，明确担任的人员或组织机构 ； ③ 环保活动
的实施中 ，具备筹集人才 、信息以及其他资源的体制 ；等等 。

（３） 环境交流 。 ① 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 ， 将环保活动所需的必要信息以及
其实际成绩 、评价结果在内部传达 ； ② 拥有应对来自外部的意见及投诉 、 咨询
等的完善组织机构 ； ③ 拥有记录环境交流的结果的完善组织结构 ；等等 。

（４） 环境行动计划的运用 、实行 。 ① 关于环保活动 ， 明确制定必要的操作
程序及运用基准 ； ② 在必要的情况下 ， 协助委托 、 合作公司等贯彻操作程序及
运用基准 ；等等 。

（５） 对客户的影响等 。 ① 对合作公司 、 旗下公司 、 委托业者 、 子公司开展
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评价 ， 作为选择公司时参考 ， 并提供改进援助 ； ② 在委托合
同等情况中 ，将对环境的考察贯彻在合同管理中 ； ③ 对合作公司 、 子公司提供
教育计划 ； ④ 对顾客及订货者 ，提出在环保方面的建议 ；等等 。

２） 环境教育 、环保活动的推荐等
（１） 开展对职工的教育 、 培训 ， 提高环保意识 。 ① 对职工等环境意识的提

高以及环保活动制定必要的教育计划 ； ② 对职工开展教育 ， 包括职工环境教育 ，
使其在环保活动中拥有需要的资格 、 能力 ； ③ 对委托 、 合作公司的职工 ， 也有
适当的应对 ，使他们拥有必需的意识和能力 ； ④ 在招聘职工时 ， 把环境意识的
高低 、具备环境方面知识等作为聘用条件之一 ；等等 。

（２） 对职工等自主性志愿者活动的支援 。 ① 将志愿者休假等作为组织制度
的支援体系 ； ② 对于从事环境方面研究及活动的小组进行支援 ； ③ 对职工以及
学生们参加环境方面国际活动团体或者出席国际会议进行支援 （资金方面的援助
等） ；等等 。

（３） 上班 、上学环节中环境负荷的减少 。如指导大家上班 、上学时尽可能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 。

（４） 环境课程教学计划 （尤其是教育机构） 。 ① 设有与环境有关的科目 、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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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学科或系 ； ② 环境方面的科目是必修科目 ； ③ 图书馆等拥有丰富的环境方
面的图书 ； ④ 实施环境教育 ；等等 。

３） 信息提供 、社会贡献 、地区环境保护
（１） 事业方面环境信息的提供 、 公布 。 ① 公布关于事业活动产生的重要环

境负荷 、有关环境方面的目标 、环境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 ② 对消费者进行信息
提供和启发活动 ； ③ 设置处理来自外部的关于信息提供 、 发布请求的窗口 ；
等等 。

（２） 听取外部有关人士对环保活动的意见 。 ① 定期听取意见 ， 在开展环境
活动时给予充分考虑 ； ② 设置有听取外部有关人士意见的窗口 ；等等 。

（３） 对环保团体的参与 、援助 。 ① 对环境基金 、团体的设立和现有的基金 、
团体进行支援 （人才派遣 、资金方面的援助 、将职工工资的最后一位数集中起来
进行捐款 、对宣传活动的支援） ； ② 开展对环境基金的组合援助 （以企事业单位
代表的身份提供与职工工会随意数额的捐款同额的捐助） ； ③ 对地区志愿者活动
积极参与 、合作并提供支援 ； ④ 实施环境方面的表彰制度 ； ⑤ 通过援助大学开
办环境方面的讲座等形式 ， 提供对研究机构的支援 ； ⑥ 完善总公司内对海外投
资地环保活动的支援体制 ；等等 。

４） 环保商务 、技术开发
（１） 环境方面的信息服务 。 ① 开办面向市民的环境讨论会 、学会 、 研讨会 、

讲座等 ，发行环境方面的书籍 、研究报告书 、 定期刊物 ； ② 拥有面向顾客的环
境信息提供体系 （电脑通信等） ；等等 。

（２） 环境方面的调查 、研究 。如 ：自己或者委托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对环境方
面的调查 、研究 ，并公布其成果 。

（３） 环境方面的顾问业务 。 ① 对环境管理 、 环境基金 、 环保商务 、 环境污
染风险管理提供顾问服务 ； ② 设有负责顾问咨询活动的工作人员 ；等等 。

（４） 对环保有益的金融商品 （捐款寄存金 、环境公益信托 、环保卡等） 。如 ：
开发对环保有益的金融商品 ，确定销售目标 ，努力经营 。

（５） 对解决环境问题有益的技术开发 。 ① 开发可以达到节约资源 、 节能 、
环保目的的技术以及商品 ， 并向社会提供 ； ② 对已经开发出的技术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 ；等等 。

５） 国际合作以及海外事业
（１） 环境方面的技术转让 。 ① 向国外提供环保技术和知识相关的信息 ； ② 通

过派遣技术员 、接收进修生等形式 ，推动技术转让工作 ；等等 。
（２） 协助国外环保活动 。 如 ： 积极协助国外作为环境措施开展的 NGO 活

动 、绿化等诸多活动 。
（３） 海外活动中对环境的考虑 。 ① 积极向海外投资地的员工 、 周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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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必要的信息 ， 积极开展充分考虑环保的企业宣传 ； ② 在海外投资中 ， 通
过对投资前环境影响的事前评价和投资后环境影响的事后评价来进行反馈 ；
等等 。

６） 投资 、融资中对环境的考虑
（１） 充分考虑到环境因素的投融资 。 ① 投资融资时 ， 从环境方面进行审查 ；

② 出售环境基金 ； ③ 拥有对投融资对象事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情报 ；
④ 将社会性责任投资 （SRI） 作为方针加以强调 ； ⑤ 设有担任环境审查的职员 ；
⑥ 制定从环境方面出发的限制行业清单 ， 通过贯彻在融资窗口的限制方式 ， 限
制面向环境上有问题事业的投融资 ；等等 。

（２） 环保型事业的支援 、 培育 。 ① 在金融机构内设有面向节能设备 、 节能
住宅等的特别融资框架以及优惠型利息制度 ； ② 推动环保方面公共融资制度的
利用 ；等等 。

三 、环境经营体系

１畅 任务
由于存在许多制约企业发展环境经营的现实因素 ，所以 ，企业进行环境经营

所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 ，概括起来有以下八个方面 ：
１） 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调
新的环境经营理念要求对企业的经营目标进行调整 ，即认识到单纯追求利润

最大化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 。在此前提下 ，要以经济效益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作为企业的共同目标 。为了改变旧的经营目标而确立新的经营理念 ，应做以下三
个方面的工作 ：

（１） 转换认识
主要有四个方面 ： ① 要提高对全球性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 ； ② 要确立未

来导向型价值观 ； ③ 认识到企业活动的环境问题不是选择性项目 ， 而是必需的
项目 ； ④ 使环保理念成为经营哲学和经营方针 。

（２） 确立环保型经营战略
为了确立环保型经营战略 ，要认识到环保性同品质 、价格一样是决定竞争力

的核心因素 。在新的市场环境下 ，要摆脱企业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相矛盾的传统观
念 ，寻求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可协调的途径 。只有主动引入环境经营战略 ，才会
有新的市场机会 。

（３） 落实环保理念
环境经营不能停留在经营战略层面上 ， 而应落实到企业经营活动中 。 为此 ，

要构筑环保性的组织 ，要加强绿色营销 ，开发清洁技术并构筑清洁生产体制 ，同
时也要引入环境会计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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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培育环保型的企业文化
企业的所有组织和人员应共同拥有追求企业持续发展的环保型的文化 。环境

经营不仅是环境相关部门的业务 ，企业全部经营活动都与环境有关 。所以 ，从企
业战略的制定 、资源的分配 、对员工的激励 、部门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等都要考虑
环境问题 。更重要的是企业最高经营者应正确认识环境问题 ，树立把环境经营贯
彻下去的牢固的信念和意志 。另外 ，所有员工都应对自己业务中的环境问题有一
个清醒的认识 ，并努力寻求改善途径 。

（１） 最高经营者的认识转换
企业最高经营者的认识转换是培育环保型企业文化的前提 。只有企业最高经

营者率先确立环境经营理念 ，才能向全体职工灌输这一新理念 ，企业的环保文化
才能逐步形成 。以下途径有助于最高经营者改变经营理念 ：召开以经营层为对象
的环境经营学术会议 ；介绍环境经营成功案例 ； 开发可行的环境经营战略模式 ；
与先进企业最高经营者进行交流 。

（２） 对员工进行激励
为了促进环保型企业文化的形成 ，激励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要鼓励职工加深

理解与其特定业务相关的环境问题 ，并熟知解决环境问题方法和途径 ，要对环境
改善活动及成果进行奖励 。

（３） 促进环保型企业文化的形成
形成环保型企业文化也需要一些专门的企业文化活动 ， 如研究环保型企业

文化 ； 分析新企业文化的成败因素 ； 介绍成功案例 ； 制定和实行环境理念扩散
计划等 。

３） 构筑环境经营体制和监察体制
在传统的经营体制下 ，企业内的所有组织和成员很难以环境型方式活动 ，所

以进行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 ，构筑环境经营体制和监察体制很有必要 。特别是环境经
营体制的引入不应停留在文件上 ， 而应落实到实际改善环境的活动 。 另外 ，
ISO１４０００规定的对环境经营体制的监察 、 遵守法规 、 对环境成果的检查等综合
性的监察体制的确立 ，保证了持续的环境改善 ，并使环境成果透明化 。

（１） 引入环境经营体制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① 确立环境方针 、 环境目标和细分目标以及具体环境

经营计划 ； ② 进行 ISO１４０００认证 ； ③ 采取实质性改善环境的措施 ； ④ 构筑环
境经营情报系统 。

（２） 确立环境检查制度
环境检查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 ① 构筑长期性内外监察体系 ； ② 把检查

范围扩大到包括环境经营体制在内的所有环境成果 ； ③ 把监察结果反映在经营
决策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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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环境成果的评价及公布
环境成果是检验企业环境经营效果的直接依据 ，所以要确立高效的环境成果

评价体系 。主要包括 ： ① 把环境成果评价对象扩大到企业活动的全部领域 ； ② 制
定环境成果评价标准 ； ③ 通过公布评价结果提高客观性和透明性 ； 刊出年度环
境报告书 。

４） 实现全过程责任
传统的企业活动包括生产 、销售和售后服务 。而在环境理念下 ，其责任范围

扩大到原材料的环保性 、生产 、流通 、使用及废弃等全过程 。此外 ，在进入新领
域和整理现有领域过程中发生的环境问题 ，也在考虑范围之内 。

（１） 扩大环境责任的范围
在环境经营理念下 ，企业的环境责任范围扩大到与企业活动相关的全过程 。

在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下 ，明确责任范围 ，同时要为解决环境问题与关联企业共同
努力 。

（２） 推进全过程评价
为了推进全过程评价 ，要落实 ISO１４０００系列 ；研究 LCA 方法论 ；构筑 LCI

数据库 ；确立包括经济效益在内的环境影响的客观评价体制 ；把握企业的环境特
性及解决方法 。

（３） 利用评价结果
利用全过程评价结果 ，可以进行以下事项 ：产业 、服务 、产品及工艺的环境

差异评价 ；确定解决环境问题的优先顺序 ；反映在政府的环境政策及环境标志制
度中 ；为消费者提供购买环保产品所必要的信息 。

５） 努力实现高效利用资源
在环境问题中最让人担忧的是地球天然资源的有限性 。目前 ，解决资源有限

性的方法并不多 。所以 ，企业应把所有资源当作经济资源 ，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迈进 。为此 ，消除企业活动中浪费资源的因素 ， 尽量控制不可再生原料的使用 ，
尽最大努力避免天然资源的枯竭 。通过再利用把资源节约最大化 ，事前防止废弃
物带来的污染 。为克服资源有限性 ，企业应该扩大资源节约型产业 ，抑制不可再
生资源的使用 ，引入资源循环型工艺 。另外开展再利用运动 ，企业可通过修理后
使用 、条件变更后使用 、再使用 、再利用和再加工等方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另
外 ，企业应在设计阶段考虑再利用因素并扩大再利用事业及参与再利用基础设施
建设 。在提高废弃物管理效率方面 ，企业应努力使废弃物最少化 ，改善废弃物的
处理 、流通系统 ，探求废弃物最佳处理方式及防止二次污染 。

６） 超过法律标准的环境管理
企业的传统环境管理是通过生产现场发生的污染物的彻底管理以符合有关环

境法规的被动的 、功能性 、事后处理方式 。但是 ，为了成功的环境经营 ，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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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单纯的符合法规并对环境的可持续性有所贡献的主动的 、战略性 、事前预防
式方法 。另外 ，在全球化环境下 ，遵守的法规除本国法规外 ，还有交易对象国的
法规 。所以 ，企业需要建立超越法规标准的自己的标准 。在全球化趋势下 ，企业
需考虑国内法及国际法 、各种国际协定及主要对象国法规 。为了主动应对各种环
保法规 ，企业应维持超过法规规定标准的管理水平 ， 准备全世界通用的单一
标准 。

７） 有效的能源管理和开发清洁能源
在这方面 ： ① 开发环保型能源 。 要努力开发替代能源 、 改善现有能源的

加工方法并加强有关清洁能源开发的国际合作 ； ② 扩大清洁能源使用 。 要确
立能源的环保评价标准 、 使用环保型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 为此 ， 要确立
有效能源的评价标准 、 改善能源管理体制 、 回收再利用废能源 、 扩散能源节约
理念 。

企业的清洁技术开发要把握三个方面 ： ① 收集和分析有关清洁技术情报 ；
② 扩大清洁技术研发投资 ； ③ 工艺和生产方法的清洁化 。在技术开发阶段 ， 企
业要考虑到产品及服务全过程的环保性评价标准 ，要对技术开发课题进行事前环
保性评价 ；要以环保性为依据选定研发课题 ， 实现环保性 、 经济性 、 技术性相
协调 。

８） 积极参与社区环保活动
企业要与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积极参与解决社区环境问题 ，努力保持社区生

态体系 。企业要定期检查对社区环境的影响 ，实施反映社区居民意见的改善环境
计划 。企业要公开企业有关环境的信息 ，建立与社区通畅的沟通渠道 。如果没有
环保型社会风气 ，不可能有成功的环境经营 。只有环保型市场秩序形成后 ，通过
环境经营提高企业竞争力才有可能 。所以 ，企业不仅要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 ，而
且也要积极参与提高学生 、居民和一般大众的环保意识的各种教育计划 。为了造
就环保型消费风气 ，可通过媒体加强环保宣传 ，促进形成环保性市场秩序 ，以此
为基础 ，提高企业竞争力 。要加强企业内外环境教育 ，开发行业共同的环境教育
计划 ，建立环境教育场所 ；要自觉抵制非环保的广告活动 ， 扩大环保公益广告 ，
展示环保型消费模式 ；要提供环保型购买决策信息 ，扩散健康的环保价值观 ，制
定并实行对环保型活动的奖励制度 。

２畅 实施体制
中国环境标志要求认证企业建立融 ISO９０００ 、 ISO１４０００ 和产品认证为一体

的保障体系 。同时 ，对认证企业实施严格的年检制度 ， 确保认证产品持续达标 ，
保护消费者利益 ，维护环境标志认证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

中国环境标志应立足于整体推进 ISO１４０００ 国际环境管理标准 ， 把生命周期
评价的理论和方法 、环境管理的现代意识和清洁生产技术融入产品环境标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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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推动环境友好产品发展 ， 坚持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 ， 开拓生态工业和循环
经济 。

ISO１４０００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继 ISO９０００ 之后推出的第二个管理性系列标
准 。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是 ISO１４０００的基本思想 ，它要求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
系 ，使其活动 、产品和服务的每一个环节的环境影响最小化 ，并在自身的基础上
不断改进 。国际企业集团为了增强竞争力 、美化企业形象 、提高管理水平 ，争相
取得该认证 ，以向外界展示其实力和环保态度 。 ISO１４０００ 认证体系在国际贸易
中被称为绿色通行证 ，是发达国家经常采用的一种技术壁垒 ，未符合该认证的企
业在将来的国际竞争中将寸步难行 。

为构筑并运用环境行动的环境经营体系 ，实施环境对策 ，需要构筑有效的实
施体制 。实施体制中需要明确各部门的作用 、责任及权限 ，并通知全体人员 。

为了构筑并运用行之有效的环境经营体系 ，需要明确企事业单位代表以及执
行责任人的作用 、责任和权限 。为让组织内的每个人都能够正确认清自己在环境
经营体系中承担怎样的责任 ， 需要让每个从业人员都能了解已经构筑的组织
机制 。

同时 ，组织的代表需要不仅能起到 “传声” 的作用 ，还必须准备好为适当执
行环境对策所需的资源 。所谓资源 ，也就是指 “人 、 物 、 资金” ， 也就是说要适
当准备好实施环境对策中需要的人员 、设备和费用 。

此外 ， 企事业单位代表还需要任命环境管理责任人 （在小规模的组织内 ，
也可由代表兼任） 。 环境管理责任人代替企事业单位代表负责构筑并运用满足
指导方针要求事项的环境经营体系 ， 并向代表汇报情况 。 因此 ， 环境管理责任
人除承担代替代表构筑并运用整个环境经营体系的责任外 ， 还拥有一些必要的
权限 。

四 、环境活动报告书

总结公布环境活动报告书 ， 不仅是社会的要求 ， 而且对推动组织的环境活
动 、 获取来自社会的信任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 。 （环境活动报告书的构成如图
８唱１所示） 。

但是 ，这种环境活动报告书归根结底是基于一种社会性的说明责任 ，并非环
境活动宣传所用的小册子 。 因此 ， 正确并毫不隐瞒的记载必要事项是非常重
要的 。

这种对信息公开所持的真诚姿态 ，可以说也是获取社会信任 、使组织继续生
存下去的一个重要方针 。而提供虚假信息 、或者刻意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则可
能会导致信誉受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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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在制定环境活动报告书的工作中 ，需要分阶段不断充实记载内容 ，并
根据需要将报告分发给有关单位 、 地方公共团体 、 本地消费者团体以及环境
NGO 、顾客 、股东 、员工 。

汇总环境活动报告书时需要纳入如下事项 ：
（１） 环境方针 ；
（２） 环境目标与其实际成绩 ；
（３） 主要环境活动计划的内容 ；
（４） 对环境活动实施结果的评价 ；
（５） 有无违反环境方面法规及发生过诉讼等情况 。
具体要制定出什么样形式的环境活动报告书 ，其实基本上全部有赖于各企事

业单位的智慧和头脑 。
同时 ，除上述五个项目之外 ，还需要记载组织方面的以下情况 ：企事业单位

名称以及代表人姓名 、所在地 、环境管理责任人姓名以及担任者的联系方式 ，对
事业活动内容的简单记述 ，事业的规模 （主要产品的产量和出厂额 、 员工人数 、
企事业单位的总占地面积等能够了解事业规模的信息） ，等等 。

环境活动报告书需要在接受 “环境行动 ２１” 的审查时提出 。 其后也希望每
年将报告的制定坚持下去 。

第四节 　我国环境污染管理目标及中小企业应对措施

一 、我国环境负荷现状

以 ２００４年为例 ，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４８２畅 ４ 亿吨 ， 比上年增加 ４畅 ９ ％ 。 其中
工业废水排放量 ２２１畅１亿吨 ，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４５畅 ８ ％ ，比上年增加 ４畅１ ％ ；废
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１ ３３９畅２ 万吨 ， 比上年增加 ０畅４ ％ 。 其中工业废水中化学
需氧量排放量 ５０９畅７ 万吨 ， 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３８畅１ ％ ， 比上年减少
０畅４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分别为 ９０畅７ ％和 ７４畅２ ％ ，比
上年分别增加 １畅５ ％ 、 １畅７ ％ 。 ２００４ 年 ， 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 ２ ２５４畅９ 万
吨 ，比上年增加 ４畅５ ％ 。 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１ ８９１畅 ４ 万吨 ，占二氧化硫
排放总量的 ８３畅 ９ ％ ，比上年增加 ５畅６ ％ ；烟尘排放量 １ ０９５畅 ０万吨 ，比上年增加
４畅４ ％ 。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 ８８６畅 ５万吨 ，占烟尘排放总量的 ８１畅０ ％ ，比上年增
加 ４畅８ ％ ；工业燃料燃烧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和工业生产工艺二氧化硫排放达标
率分别为 ７８畅６ ％和 ５９畅４ ％ ， 分别比上年增加 ３畅 ２ ％ 和 ０畅 １ ％ 。 ２００４ 年 ， 全国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１２畅０亿吨 ，比上年增加 １９畅５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５５畅７ ％ ，比上年增加 ０畅 ９ ％ ；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１ ７９２畅０ 万吨 ， 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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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畅７ ％ 。具体数据如表 ８唱２所示 。

表 8唱2 　全国环境负荷现状统计表

（一） 废水排放及治理

（１） 废水排放总量 （亿吨） ４８２畅 ４
其中 ： 工业废水排放量 ２２１畅 １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２６１畅 ３

（２）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 （万吨） １ ３３９畅 ２
其中 ： 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５０９畅 ７

城镇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８２９畅 ５

（３） 氨氮排放总量 （万吨） １３３畅 ０
其中 ： 工业氨氮排放量 ４２畅 ２

城镇生活氨氮排放量 ９０畅 ８

（４）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 ％ ） ９０畅 ７

（５）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 ） ７４畅 ２

（６） 城市污水处理率 （ ％ ） ４５畅 ６
其中 ：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 （ ％ ） ３２畅 ３

（二） 废气排放及治理

（１）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万吨） ２ ２５４畅 ９
其中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１ ８９１畅 ４

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３６３畅 ５

（２） 烟尘排放总量 （万吨） １ ０９５畅 ０
其中 ： 工业烟尘排放量 ８８６畅 ５

生活烟尘排放量 ２０８畅 ５

（３） 工业粉尘排放量 （万吨） ９０４畅 ８

（４） 工业燃料燃烧 SO ２ 排放达标率 （ ％ ） ７８畅 ６

（５） 工业生产工艺 SO ２ 排放达标率 （ ％ ） ５９畅 ４

（三） 工业固体废物

（１）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万吨） １２０ ０３０畅 ０

（２）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万吨） ６７ ７９５畅 ９

（３）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 ５５畅 ７

（４）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量 （万吨） ２６ ０１１畅 ９

（５）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万吨） ２６ ６３４畅 ８

（６）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万吨） １ ７９２畅 ０

（７） “三废” 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亿元） ５７３畅 ３

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污染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多数企业还没
有从根本上摆脱粗放经营方式 ， 技术装备落后 ， 能源与原材料消耗高 、 浪费大 ，
资源利用率低 。为了减轻污染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 ，我国的企业目前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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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是利用各种污染治理措施 ，按排放标准和技术要求对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
后再向环境排放 。这种 “先污染 、后治理” 的 “末端治理” 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
的环境效果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压
力 。 “末端治理” 的弊端日益显现 ： ① 治理成本高 ，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 ； ② 治理难度大 ，并存在污染转移的风险 ； ③ 无助于减少生产过程中
的资源浪费 。

二 、我国环境污染减低目标的设定

１畅 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０５年 ，环境污染状况有所减轻 ，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 城

乡环境质量特别是大中城市和重点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健全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保护法律 、政策和管理体系 。

２畅 具体目标
２００５年 ，二氧化硫 、尘 （烟尘及工业粉尘） 、 化学需氧量 、氨氮 、 工业固体

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比 ２０００年减少 １０ ％ ； 工业废水中重金属 、 氰化物 、 石
油类等污染物得到有效控制 ；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处置 。

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比 ２０００ 年减少 ２０ ％ ， 降水酸
度和酸雨发生频率有所降低 。

重点流域 、海域的水污染防治实现规划目标 ，国控断面水质主要指标基本消
除劣 V 类 ，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

城市地下水污染加重的趋势开始减缓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标准 ，大
中城市的空气 、地表水 、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建成一批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

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监管水平有较大提高 ， 辐射环境保持良好状态 ， 核电站 、
核设施排放废物的放射性水平符合国家标准 。

人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得到遏制 ， 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开始得到保护 ，
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的建设与管理水平有所提高 。

农村环境保护得到加强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基本达到标准 ，规模化畜禽
养殖污染得到基本控制 ，农业水源污染加重的趋势有所减缓 ，建成一批生态农业
示范县 ，创建一批环境优美小城镇 。

环境保护法律 、政策与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 ，环境规划 、环境标准与环境影
响评价得到加强 ，环境科研条件与监测手段明显改善 ，环境信息统一发布与宣传
教育得到强化 ，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与执法能力有较大提高 。

工业污染防治把削减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作为工业污染防治的主线 ，实施工
业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工程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１） 严格控制新污染 。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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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法规 ，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设备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并通过 “以新
带老” ，做到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 。

（２） 巩固和提高工业污染源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成果 。以污染负荷占全国工
业污染 ６５ ％的企业为重点 ， 推行污染物排放全面达标 ， 工业污染源排放的各种
污染物要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 。全面实施排污申报登记动态管理 ，在重点地
区推行许可证制度 。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定期考核和公布制度 。

（３） 淘汰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 。综合运用法律 、经济和行政手段 ，结合
国家工业生产总量调控目标 ，关闭产品质量低劣 、浪费资源 、污染严重 、危害人
民健康的厂矿 ，淘汰落后设备 、技术和工艺 。开展经常性执法检查 ，防止关停企
业死灰复燃 。禁止被关闭淘汰企业的落后生产装置和设备向西部地区转移 。

（４） 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结合产业结构调整 ，提倡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采用
高新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支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 ，节能降耗 ，综合利用 ，实
行污染全过程控制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 。开展清洁生产审计 ，在 ５个
行业和 １０个城市开展清洁生产示范 ，建立 ５０个清洁生产示范企业 。大力推行节
能 、节水 ，实施重点行业的能耗和用水定额标准 。 积极开展 ISO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
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 在国家经济开发区全面启动开展 ISO１４０００ 的活动 ，
创建 １５个 ISO１４０００国家高新技术示范区 ，建设若干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
提高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 。开展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评估和环境信
息公告 。

三 、中小企业环境保护的具体对策

（１） 建立扶持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系统 。 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在国家对
省 、地 （市） 和县安排财政支出时 ，可按一定比例提取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也可
通过社会集资 、发行股票和债券等形式集资组建发展基金主要用于为中小企业新
产品的开发 、技术培训和管理咨询 、 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提供贷款 、 贴息和担保 。
建立中小企业两级信用担保体系 ，由政府出资成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信用担
保协会 。政府可出资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对担保协会进行再担保 。当中小
企业因某种原因无力偿还时 ，担保协会可以从信用保险公库获得一定数额的保险
金 ，替中小企业偿还 ，允许中小企业试点可转换公司债券 。目前 ，我国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发行仅限于国家确定的 ５００家重点国有企业中未上市的公司 。建议允许
中小企业试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探索实行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 。中小企业贷
款证券化即允许商业银行将贷给中小企业的信贷资产集中起来 ，进行结构性重组
和包装 ，然后重新分割为证券销售给市场的投资者 ，并以有关中小企业贷款资产
产生的现金流来支付证券投资者的收益 。

（２） 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对中小企业注册登记实行无门槛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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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法对公司登记规定了许多条件 ，即为企业的产生设置了多重门槛 ，而美国
这样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无门槛制 ：即不问是否有注册资金 ，也不管有无专职的
人员和营业场所 ，只需花 １８美元的登记费 ， 不到两个小时 ， 就可以注册一个公
司 ，取缔一切不合理收费 。调查研究表明 ， 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税赋并不太重 ，
但税外收费却十分沉重 ，中小企业上缴的税外费用大约是税收的 １畅４８ 倍 。 应取
消地 、县以下行政事业单位收取行政性费用的权力 ， 切实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
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职工队伍技术水平很低 ，科技
人员奇缺 ，大多数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没有经过专门的现代化经营管理培训 。 因
此 ，要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技术 、管理培训和服务机构 ，加大对中小企业
的培训力度 ，并在企业诊断 、 法律顾问 、 信息采集与交流 、 技术开发 、 资金融
通 、市场开拓等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 。

（３） 尽快出台 枟中小企业法枠 。 依法建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同时 ， 在国务院
以及省 、地 （市） 和县各级政府依法成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 ，统一负责全国或地
区中小企业规划 、管理 、指导和服务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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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小企业的环境战略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目前中小企业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 、企业片面追求利润 ，产生外部不经济性

中小企业片面追求利润往往产生短期行为 ，在很大程度上忽视环境效益 ，对
环境污染的治理缺乏积极性 ，特别是对那些投入大又无助于降低成本 、增加利润
的污染治理项目 ，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难以解决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
外部不经济性最终转嫁到社会 ，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

二 、企业改革不到位 ，领导环保意识淡薄

老的环境管理问题仍然非常突出 ： ① 中小企业环保的监督管理职能得不到
充分发挥 。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工艺水平 、设施装备水平落后 。加上规划欠妥 ，造
成环境保护欠账较多 。而为了偿还这些老账 ，中小企业就必须花大力气 ，投入足
够的资金 。 ② 枟环境保护法枠 明确规定 ： 建设项目必须执行 “三同时” ， 但中小
企业在新 、改 、扩建过程中 ，由于目前环保设备装备水平 、制作安装水平 、治理
技术及治理资金等多种原因 。环保设施大都无法实现 “三同时” 。 所有这些存在
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单靠中小企业环保部门所能解决的 。这样 ，促进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在很多中小企业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

三 、企业环保与中小企业经济发展不相一致

由于企业环保管理部门不像生产 、设备管理部门那样与中小企业生产有直接
联系 ，因而把环保管理部门当作中小企业的一个辅助管理部门 。企业环保工作并
没有真正纳入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轨道 ，形成中小企业环保工作被动地围绕
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进行工作的局面 。

四 、中小企业环保检查与考核相脱离

本来对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检查与考核是企业环保

部门的重要职责 。然而 ，也许由于考核机制不健全 ，或者考核力度不够 ，或者考
核工作受到各方阻力 ，造成中小企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常常是只花钱而没有效果或



者达不到应有效果 。

五 、中小企业环境管理与污染治理相脱离

目前由于环境管理人才及污染治理技术等多种原因 ，不少中小企业的环保工
作 ，加强了管理就忽视了污染治理 ，环保部门不参与污染治理工作 ，由生产单位
或设计部门单独承担 。造成中小企业环保部门管理工作不到位 ，不能真正体现出
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职能 。

六 、中小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缺乏

中小企业在考虑发展生产的同时 ，往往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生产建设或扩
大再生产之中 ，而将环保配套设施的建设作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置之脑后 。这就
造成了污染年年治 ，污染年年重的局面 。另外由于种种原因 ，政府的环保补助资
金渠道不畅 ，国家又没有这方面倾斜政策 ，致使中小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资金严重
短缺 。

七 、中小企业缺乏先进实用的环保技术

国内外已有环境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不能得到有效地推广应用 。
同时污染治理技术复杂 ，实用性差 ，中小企业进一步提高现有污染治理的水平难
度较大 。

第二节 　促使中小企业重视环境技术的开发

在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的同时促使中小企业重视环境技术开发利用也是一项艰

巨的任务 。以法律为准则 ，以市场为手段 ，结合新型宣传手段 ，推进企业重视环
境技术开发 。

一 、法制手段

以法制手段规范和促进企业对于环境开发和利用 ，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环境法
规 ，引导企业正确开发利用环境技术 ， 并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 ， 使企业有法可
依 ，有法必依 。

（一） 制定正确合理的环保法规

合理的环保法规能激励企业进行降低产品总成本或是提高产品总价值的创新

活动 ，这些技术创新又使得企业能提高一系列投入到生产率 ，这种资源生产率的
改善将使企业更加富于竞争力 ，对于那些不遵循环保法规的企业 ，将会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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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执付出相应的代价 。
１畅 合理的法规将推进企业技术创新
国内一些企业认为环保法规的制定使成本提高 ， 不利于企业发展 ， 其实不

然 。据国外专业机构调查表明 ，环境法规具有提高竞争力的功效 。他们就一系列
受环境法规影响严重的产业和部门的国际案例进行研究 ，具体涉及的行业和部门
包括 ：纸浆与造纸 、漆料与涂料 、 电器制造 、 电冰箱 、 干电池以及印刷及油墨 。
环境法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表 ９唱１所示 。

表 9唱1 　环境法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

部门／行业 环境问题 创新方法 创新效果

纸浆与造纸

利用氯漂白时造成

的二氧 （杂） 芑的
排放

① 改进的烘烤及清洗工序 ；
② 以氧 、 臭氧或过氧化物替
代氯 ；
③ 封闭环式的加工工序 。

① 通过大量利用能源资源的
副产品降低运营成本 ；
② 通过无氧化获得 ２５ ％ 的溢
价 。

漆料与涂料
溶剂中易挥发的有

机化合物 （VOCS）

① 新的漆料配方 （低溶性漆
料 、 水生漆料） ；
② 改进的应用技术 ；
③ 粉末或经过放射性处理的
涂料 。

① 利用无溶剂漆料获得溢价 ；
② 涂料的质量得到某种程度
的改进 ；
③ 更高的涂层传到效率 ；
④ 由原材料的节约带来的成
本的节约 。

电器制造
清洁剂中易挥发的

有机化合物 （VOCS）

① 半水成的 、 萜烯基的清洁
剂 ；
② 封闭环式系统 ；
③ 如果可能的话 ， 无需清洁
的焊孔 。

① 清洗质量乃至产品质量的
提高 ；
② 清洁成本下降 ３０ ％ ～ ８０ ％ ，
通常以一年的回款期计 ；
③ 不必要的生产工序的消除 。

电冰箱

制冷剂中使用的

氟里昂 （CFCS）
能源耗用

处置

① 替代的制冷剂 （丙烷唱异丁
烷混合物） ；
② 更厚的绝缘层 ；
③ 更好的垫圈 ；
④ 改进的压缩机 。

① 成本不变的前提下能源效
率提高 １０ ％ ；
② “绿色” 冰箱取得的 １０ ％
的溢价 。

干电池

（焚烧后） 排放到垃
圾场或空气中的

镉 、 汞 、 铅 、
镍 、 钴 、 锌

① 可重复充 电的氢镍电 池

（基于某种用途） ；
② 可重复充电的锂电池 。

① 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效率提
高 ２ 倍 ；
② 预期未来可以取得价格竞
争优势 。

印刷用油墨 油墨中的 VOCS 水基颜料

更高的效率 、 更明亮的色彩 、
更好的印刷性能 （取决于具
体的使用方法） 。

从表 ９唱１可以看出 ，环境法规可推出促进了企业技术分析 ， 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成本的提高 ，从而实现成本最小化 。

希巴唱盖吉公司 （Ciba唱Geigy） 对其设在新泽西汤姆斯河 （Tom’s River） 染
料厂的废水渠重新进行了检测 。事后 ，工程师们提出了两项工艺改革的建议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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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他们以危害更小的化学转换剂替代了容易产生污垢的铁 ；其次 ，他们停止了
潜在的有害物质向污水渠的排放 。通过以上措施 ，他们不仅减少了污染 ，还使生
产提高了 ４０ ％ ，由此 ，每年的成本节约达 ７４ 万美元 。 由此可见 ， 环境法规的推
出反而促使企业降低了有害物的排放 ，提高资源的生存率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技
术创新 ，同时还为企业提高了产出 ，节约了成本 。

１９９０年 ， 枟蒙特利尔草案枠 及美国的 枟清洁空气法枠 要求电器企业避免使用
造成臭氧枯竭的 CFCS 。此前 ，许多企业都将其作为去除印刷电路板制造过程中
产生的残余物的清洁剂 。这一新方法提高了产品的平均质量 ，同时还降低了经营
成本 。根据同一法规 ，其他的研究者们另辟蹊径 ，开发了一种被称为无清洁焊接
的新技术 ，不需再使用任何清洁剂 。

显然 ，如果没有这次法规的制定 ，那么企业或者说是科学家们也就不会过早
地研制或开发出这一成果 。因此 ，法规对于促进企业创新的意义是相当于助推器
和催化剂的作用 。

２畅 藐视法规的企业将故步自封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些企业僵守固有的模式 ，蔑视环保法规 ，认为法规只会给企业带来巨额的

环保成本 ，因而固不遵循法规改进企业技术 ，最后落后于同行业 ，损失惨重 。

（二） 法规的意义

在目前我国社会环境里 ，企业对社会环境技术开发还很陌生 ，比较排斥 。虽
然有诸多学者都指出开发利用环境技术会给企业削减成本 ，为企业赢得尊重 ，为
社会增添福利 ，然而企业家们并不是很乐意接受 ，鉴于这个因素 ，法规变得十分
的必要 ：

（１） 形成激励企业创新的压力 。有调查表明 ，外部压力对于消除组织的内在
惰性 ，培养创造性思维有重要作用 。

（２） 在创新即由此引致的资源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补偿其成本时 ， 或是通过
学习以全面的降低创新方法的成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时 ， 有助于环境质量的
改进 。

（３） 针对可能的资源无效率问题或是技术改进的潜在可能性 ， 给企业以警示
及培训 。

（４） 提高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从总体上改善环境的可能性 。
（５） 在企业与消费者能够接受并对污染所导致的资源的可能效率更好地进行

衡量之前 ，为环境的改善创造需求 。
借助法规的约束 ，将环境保护的概念融入到每个企业 ，如德国一样 ，无论是

企业还是消费者 ，都非常关注环境问题 ，到那时 ，我们对于相应法规的需求也许
会慢慢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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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手段

通过市场手段促进企业开发利用环境技术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 ，
通过对公众的宣传使消费者接受和喜欢环境产品 ，扩大环境市场 ，那么 ，企业开
发和利用环境技术的积极性将会提高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加入到环境技术利用的
行列当中 。

如果单单依靠法规 ，也就是借助于政府的领导 ，那么环境技术的开发将会像
２０世纪 ６０ ～ ７０年代的中国陷入计划经济利用率低下 ， 劳动效率不高的模式中 ，
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 ，运用市场的调节才能有效的激励企业开发利用环境技术的
积极性 。

１畅 以需求为斧
市场经济是以需求 （即消费者） 为立足点的 ，任何的供给都是要满足现实的

需要 ，有需求的市场就会有供给的一方 ，所以 ，要鼓励环境技术开发和利用 ，首
先要鼓励消费者使用和青睐环境产品 。

当前 ，消费者对环保产品有诸多的疑惑 ：第一 ，对环保产品的认识不够 ，什
么是环保产品 ，环保产品包括哪些 。第二 ，环保产品的质量能否过关 ；第三 ，环
保产品的价格是否更高 。这些疑惑都待于企业和社会共同解决 。

（１） 要解决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认识不足 ，就要加大宣传力度 ，政府和企业
联手宣传环保产品 ，正如现今 “全民节约” 活动一样 ，在各大媒体 ，各大会议大
力宣传 ，让环保产品观念深入人心 。

（２） 质量是消费者关注的第一焦点 ，要使消费者确认环保产品的质量 ， 信任
环保产品 ，当然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要确保环保产品的质量
真正过关 ，然后试图劝说 ，信誉高的大企业和政府机关采购环保产品 ，建立环保
产品的良好口碑 。

（３） 环保产品的价格是消费者关注的第二个焦点 ， 要降低环保产品的价格 ，
成本是关键 ，要降低成本就要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 ， 这样才能降低产品的成本 ，
进而降低环保产品的价格 。

消除消费者的疑惑 ，扩大消费者群 ，从而扩大需求 ，这样就确保了买方市场
的稳定和连续性 。

２畅 以供给为盾
有了需求 ，供给得跟上去 ，这样有需有供 ，供求相当 ，才是市场之道 。
企业家们不是做公益事业的 ，他们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没有利润 ，是没有企

业愿意放手去做的 ，所以保证供给的关键是利润 ，提高利润的主要途径是降低生
产成本 。大规模生产 ，实现规模经济 ，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这是经济学中最明白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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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科学技术 ，提高生产率 ，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 这也是途径之一 。 这样 ，
通过一系列的途径 ，以需求为斧 ，以供给为盾 ，创造一个有进有退 ，有攻有防的
拓展方式 ，扩大市场份额 ，增强市场的稳定性 。

三 、宣传手段

结合新型的宣传手段 ，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政府或环保主义者可以
宣扬正确的法规标准 ，教育公众去寻求创新的环保方法 ，进行创新激励 ，促进资
源生产力的提高 ，或者借助新型的宣传手段 ，帮助相关产业谋求发展 。

传统的宣传方式是以媒体为主 ，政府 、环保组织向企业鼓吹环境技术开发和
利用的益处 ，希望企业能采用 ，然而大部分与中小企业资金不够 ，技术有限 ，在
未看到环保技术开发和利用市场的利润时 ， 不敢承担过大的风险 ， 只能停步观
望 ，而政府 、环保组织对此也是爱莫能助 、坐守旁观 。所以 ，要激励这些企业积
极采用环境技术 ，最主要的是有企业领头羊 ，敢于率先 “吃螃蟹” 。

所谓新型的宣传手段 ，是在传统的宣传方式上 ，政府和环保组织不仅参与宣
传 ，也积极地加入到企业的行列中 ， 帮助或自建企业实践环境技术开发和利用 ，
以帮助该产业谋求发展 。

在这一点上 ，德国就是做得相当好 ， 德国的绿色和平组织于 １９９２ 年指出 ，
使用于丁烷和丙烷的混合物替代氟氯烃 ，较之人们当时普遍认可的氟氯烃更加安
全 ；这是绿色和平组织第一次介入化工产品的生产 ，同时 ，该组织发起了一场声
势浩大的广告攻势 ， 为一家小型的 、 面临倒闭的电冰箱厂 Foron 公司的产品促
销 。这一举动因媒体的广泛参与而影响深远 ，直接导致了 Foron公司以丁烷和丙
烷制冷剂的电冰箱的热销 。不久以后 ，其他厂家也纷纷效仿 。

另一案例也说明了创新的宣传手段极大的激励了相关产业利用环境技术 。
当德国的绿色和平组织意识到 ， 杂志社和读者可能对无氯纸张的优点不甚了解
时 ， 便自己创办了一份无氯纸张的杂志 ， 杂志的风格完全效仿德国一家政治性
杂志 ——— Der Spiegel ， 同时鼓励读者去敦促出版商使用无氯纸张 。 此后不久 ，
Der Spiegel以及其他几家大型出版上果然采用了无氯纸张 。 同样 ， 如果其他环
保组织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环境问题的创新性研究或传播上来 ， 收获将会
递增 。

第三节 　环境技术开发和利用的双赢策略

一 、双赢的策略

有一些观点认为 ，正如每一场战争都有一个失败者一样 ，环境和经济两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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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产生一个输家 。如果环境获胜了 ，意味着企业失败了 ，反之亦然 。这种观点
之所以流行 ，部分起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是政治或道德问题这一说法的认可 。根
据人们的定义或设计 ，一项改革或选举要么胜利要么失败 ， 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
然而 ，事实上 ，经济问题并非总是如此 ； 相反 ， 人们往往会追求一种双赢的策
略 。诚然 ，有些环境问题不可避免会出现要么输要么赢的结局 ，但是 ，如果把这
种情形认定是事物一成不变的全部 ，显然也是错误的 。

前一节中讨论了如何促使企业更好的重视环境技术开发 ，其最终的目的就是
让企业明白 ，环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将使企业和环境都将成为赢家 ，环境和经济
最终和谐将成为一个双赢的局面 。

由此可见 ，通过环境管理 ，管理者可以对产品重新进行设计 ，减少对环境有
害或导致资源枯竭的原材料 ， 最终极大的降低生产成本和费用 。 这样环境改善
了 ，企业的经济状况也因此变好了 ， 这当然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双赢的美好局面 ，
对于企业也是一举两得 ，既增加了利润又赢得了环保的美名 。

二 、中小企业该如何开发和利用环境技术

当企业明白了环境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是一举两得的道理后 ，摆在企业当前的
就是应该如何着手开发和利用环境技术 。而国外先进的环境管理经验则具有借鉴
意义 。

１畅 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 ，也是一个资源消耗大国 。 现前 ， 国际原油越来越稀

缺 ，国际油价也一路飙升 ，面对世界自然资源的减少 ，环境技术的首要目标就是
要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 。

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可分为两步走 。首先 ，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 ，尽可
能避免对于能源 、 水 、 原材料以及其他资源的浪费 。 其次 ， 加强资源的循环利
用 ，对资源进行再投资 。

２畅 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率
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改进技术 ，大力采用创新技术 。在国外 ，提

高自然资源生产率还有另一途径 ，即实现全方位设计 。如果我们稍作留意就会发
现 ，通常 ，人们在购买小物件时 ，所考虑的只是物件本身的费用 ，而非整体运营
的成本 ，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浪费 。 所以 ， 采用全方位设计 ， 从整体出
发 ，以成本最小化为最终目标 ，从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

３畅 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
近几年 ，资源的循环利用意识已经在我国出现 ，沿海一些发达城市随处可见

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的垃圾桶 。 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 ， 减少资源的浪费 ，
对资源进行再投资 ，这将是环境技术开发的一个着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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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 加强与政府的合作
目前 ，在环境技术开发市场尚未完善 ，消费者对环保产品尚未普遍接受的阶

段 ，与政府合作开发环境技术是企业最好的选择之一了 。与企业而言 ，开发利用
了环境技术 ，巩固发展了企业的技术 ，赢得了利润 ；与政府而言 ，环境技术的利
用改善了环境 ，维护了法律 ，创造了效益 ，赢得了名声 。

在与政府合作这一点上 ， 西雅图的再循环塑料营销公司 （Recycled Plastics
Marketing of Seat tle ，RPM） 与西雅图市签署了一项协议 ，同意为西雅图的集中
减少污染工程生产一种家庭用废品箱 。 RPM 的这种废品箱百分之百的取材于在
循环的塑料 。事实上 ，西雅图废品箱完全是用再循环工程回收的 HDPE 牛奶罐
为原料的 。合作过程中 ， RPM 的生产原料得到了保证 ， 市政当局则承诺购买一
定数量的产品 ，然后将这些废品箱免费送到居民家中 。在这里 ，尽管废品箱是免
费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大大减少了不得不由专人收集的垃圾的数量 ，进而又
大大降低了城市的废物管理成本 。类似的合作关系 ，表明了在地区性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再循环工程的潜在效率 ，以及政府与企业间的双赢的可能性 。

第四节 　中小企业的环境战略

一 、探索环境保护的途径

当前如何做好中小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是目前企业环保部门需要探讨的重要

问题 。努力探索适应市场机制的环境保护途径 ，使中小企业环境保护事业跟上时
代的步伐 ，从而保障中小企业生产建设持续 、快速 、健康发展 。

（１） 把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各级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环境
意识 ，仍然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形成职工人人关心环保 ，人人参与环
保的局面 。人们的环境意识提高了 ，特别是领导的环境意识提高了 ，环境保护就
有了一股潜在的动力 。

（２） 模拟政府 ，强化环境管理 。 各中小企业要加强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 ，
进一步强化对环保工作的宏观调控 。坚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 “三同时” 制
度 ，实行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 ，落实以 “环保一票否决” 为核心的环保目标责任
制 ，建立排污申报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使环境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
配套 。同时将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 ，与污染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中小企业的
污染治理服务 ，为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 。

（３） 依靠科技进步 ，发展环保产业 ，推行清洁生产 。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
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 。中小企业针对本行业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积极研
究开发或引进无废 、少废 、节水 、节能的新技术 、新工艺 ，筛选 、评价和推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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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新技术 ，用清洁的原材料 、清洁的工艺 、严格的管理进行生产 ， 大力发展
质量效益型 、科技先导型 、资源节约型环保产业 ，保护环境和提高中小企业的效
益 。同时实施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 ， 由浓度控制到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 ，
由分散治理向分散与集中控制相结合的 “三个转变” 。 要把环保工作变被动为主
动 ，才能真正实现 “三效益” 的统一 。

（４） 加强环境监测 ，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环境监督检查必须严格做到以法规
为准绳 ，以事实和科学手段为依据 。加强环境监测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环保
工作的重要方面 。有环境监测站的中小企业 ，环境监测应逐步从以环境质量监测
为主转向污染源监测方向上来 。 而且要把污染源监测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监督任
务 ，配合环境管理开展监视性监测 、追踪监测和仲裁监测 。

（５） 运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保 。中小企业在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调控中小
企业经济运行的同时 ， 应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来调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
系 ，增强中小企业保护环境的责任感 、压力感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建立环保奖
惩制度 ，完善中小企业内部排污收费制度 ，设立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调动中小企
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 。

（６） 树立社会营销观念 ，实现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 从社会营销观念出发 ，
中小企业在制定营销政策时 ，必须综合考虑中小企业 、顾客 、环境 、资源等方面
的因素 ，以保证中小企业在日益加剧的竞争中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７） 推行 ISO１４０００和 HSE管理体系 ，顺应时代的发展 。 IS０１４０００ 和 HSE
是目前世界上比较科学的环境管理体系 ，是一套针对所有组织的 ，强调环境管理
一体化污染预防与持续改进的标准 。它的实施将从环境管理和经济发展的结合上
去规范中小企业和社会团体等所有组织的环境行为 ，最大限度地合理配置和节约
资源 ，减少中小企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 维持和持续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环境 。

二 、环境保护的措施

为了推动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有效控制中小企业的污染 ，切实改善生态环
境 ，需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

（１） 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 。 从近期的中小企业污染源调查结果来看 ， 小造
纸 、小化工 、小印染 、小冶炼 、 小电镀 、 土焦 、 土硫磺等造成的污染十分严重 ，
这些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不大 ，但却是排放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控制住这些企业污
染的发展 ，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住了中小企业的污染 。因此 ，需要制定相应的产
业政策 ，鼓励发展无污染 、少污染的行业和产品 ，抑制重污染的行业和产品的发
展 。这要作为有效控制工业污染 ， 提高其经济效益 ， 保障其健康发展的重要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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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加强区域规划和合理布局 。中小企业的分散布局是降低企业效益 、扩大
污染危害的重要原因 。因此 ，要把中小企业的发展同城市的规划建设结合起来 ，
引导中小企业合理布局和适当集中 。有计划地建设工业小区 ，对企业污染采取分
散处理与集中治理相结合的措施 ， 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 禁止在自然保护
区 、居民区 、水源保护区 、风景旅游区 、名胜古迹周围建立有污染的企业 。

（３） 大力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 。要引导中小企业扩大企业生产规模 ，推
行集约化经营 ，采用新工艺 、新技术 ，以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 ，减轻环境污
染 。对于新建企业 ，要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和清洁工艺 ，减少每个生产环节的污染
物排放 ，对污染实行全过程控制 。对于老企业 ，要大力加强技术改造 ，提高企业
的技术含量 ，以降低物耗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 。同时 ，要积极研制开发污染处理
技术 ，对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实行综合利用 ，化害为利 ，变废为宝 ，以提高企业的
经济效益 。

（４） 实施严格的环境监督管理 。首先要根据中小企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实
行分区域管理 ，对东 、中 、西部分别提出不同的要求 ，采取不同措施 。例如 ，对
东部地区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应与城市企业同样要求 ， 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
“三同时” 、排污收费 、集中控制 、限期治理等制度措施 ，严格执行国家颁发的环
境标准 ；对中部地区 ，重点控制产业结构 ，限制重污染行业的发展 ，认真抓好工
业的合理布局 ；对西部地区 ， 重点引导好资源型产业的发展 ， 注意采用适用技
术 ，特别注意避免对水源的污染 。其次 ，根据各地具体情况 ，建立健全政府的环
境目标责任制度和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切实把生态保护和中小企业环境
管理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 。根据各地中小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建立和健全环境
保护机构和管理制度 ，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组织和制度上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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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外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节 　中小企业与能源的合理使用

电子产业的特征 ，就是具有高度有效的全球连锁供应 ，外部采购的制造厂和
瞬息万变的市场压力 。尽管拥有这些高度的关注 ，许多公司与工业团体却在寻求
时间去管理由他们产品所带来的环境影响 。由于高速变化的科技与生产方法 ，特
定产品环境因素的改善是很困难的 。于是 ，众多公司在包装 、购买 、资源管理和
供应商网络领域内寻找方法去降低他们产品带来的总体环境负担 。 在这个行业 ，
电子部件的包装和运输经常通过一次性使用包装来空运 ，包装废料和运输方面给
电子产业带来巨大的环境负担 。 换句话说 ， 也就存在了改善这种情况的大把机
会 。我们将通过分析一个具有世界范围性质的电子产业 “包装回收系统” 来研究
企业的能源节约 ① ，该系统的关键在于一个金钱与环境的权衡取舍 ： 减少纸板包
装与增加陆地和水路的运输 。经过分析 ，这个新的系统在降低消耗以及能量和环
境影响方面 ，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这种方法在电子产业内部的正式应用可以节
省 １５亿美元的花费以及几十亿的消耗 。

我们来为 Quantum （电脑存储产品） 公司运输到世界范围的原始设备制造
商 （OEMs） 的大量硬盘驱动器设计与评估一套新的包装系统 。 这个系统是一种
拥有较小环境覆盖区以及相对大量地从 OEMs 手中回收和再利用旧包装的包装
设计 。在 ２０００年 ， Quantum 公司成为全球个人电脑硬盘驱动器 （HDD） 的最大
供应商 ，并且卖出了大量的存储产品给 OEMs和分布世界的客户 。

为了这个研究 ，由 OEMs 与部件供应商之间发起了针对电子行业中改良措
施的问卷调查 。这些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识别有可能得到环境改善的提
示 。然而 ，他们同时也了解到该行业在所有功能领域中的最好表现 。

通过调查研究 ， Quantum了解到了它的客户对 １９９９ 年中出现的内部供应链
的包装再利用项目 （Quantum的主要竞争者们也计划去构建） 产生了兴趣 。 硬
盘驱动行业有转向商业市场的趋势 ，任何成本或市场优势都存在着较大的潜在收
益 。内部股东决定在 Quantum 、 它的亚洲制造业伙伴和它的 OEMs 客户之间进

① 资料来源 ： Scot t M at teh w s H ． ２００４ ． T hinking ou tside of “ the box” ：Designing a Packaging take唱
back sys tem ． Calif ornia M anagement Review ， ４６ ： ２



行包装再利用项目的设计与执行 。然而 ，为达到成功的目的 ，要克服许多障碍与
限制 。另外 ，这个新的开端需要对机构里每一组交易进一步地验证与观察 。

包装再利用项目背后的经济动机很容易被发现 。 Quantum 的电脑硬盘驱动
器 （HDD） 大约有 ９５ ％是以大型包装形式运送到 OEMs 客户手中的 （例如 ， 新
加坡 、英国和日本的 PC装配线） 。基于 Quantum 是将大量的货品运送到全球范
围内少数不同的地点 ， 且运送后 ， 包装部件几乎完好无损等情况 ， Quantum 可
通过对包装与后勤系统的回收与再利用进一步设计 ，来降低金融与环境方面的负
担 。这个产品回收或反后勤部署包含了计划 、管理以及对新产品的运送网络和陈
旧不能再利用部分的回收进行最优化处理 。

如果设计正确的话 ， 这种系统会体现出成本的有效性 。 然而 ， Quantum 在
寻求以上项目的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 ，并且它需要量化出不同包装系统所带
来的预计能量和环境的影响 。

一 、包装回收系统生命周期的评估

预计大范围的环境影响是一个超越内部股东资格能力的任务 。 Quantum 的
环境管理小组需要估计和量化这个项目的环境因素 。这种用来考虑不同因素的方
法就是生命周期评估 （LCA） 。 LCA 作为 ISO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标准的框架 ， 通过
材料的提炼 、材料处理 、部件的制造 、 最后的装配 、 递送和部署这一设计过程 ，
来考察产品或过程的不同方面 。图 １０唱１显示了一个典型产品生命周期的纵览 。

图 １０唱１ 　典型产品的生命周期

Quantum 使用了一个快捷 、 零花费的方法 ， 即 “经济输入输出 —生命周期
评估” （EIO唱LCA） ， 来预期和量化由这个再使用项目带来的环境效益 。 EIO 唱
LCA 模型利用美国 １９９７年输入 —输出表格 ，描绘出不同的经济交易 、 资源需求
和由特别产品或服务要求的环境排放 。我们是通过预先成本和每年收益与成本的
流量来对这个新包装系统进行大体的分析 。针对一个项目 ，最初成本会随着花费
在新包装系统 、检测系统等等上的时间与精力的增加而增加 。每年的花费由增加
了的后勤工作而产生 ，每年的收益则由降低了的包装费用而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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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包装系统的细节

OEM 在 １９９９年末使用的大宗集装箱是由 １３ 个部分组成 ， 包括了一个波状
纸板盒和为运送每 １２个驱动器而使用的角支托 ， 以及聚氨酯泡沫塑料 。 正如上
面所提到的 ，安全地将产品运到客户手中是重中之重 。包装工业部门的大纲是想
让所有的包装可以被再利用很多次 。然而在运输过程中 ，包装极有可能会经历粗
糙的搬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包装的内部垫子与外部波状纸板盒被专门用来抵
抗冲击和满足公司制定的防震要求的 。因而 ，这些包装需要相当的耐用 ，并且由
于大部分包装盒是一块装运的 ，所以当它们抵达客户手中总体还能保持原样 。一
个地方的后勤运作包括空中运送到 OEMs ，随之进行实地的配置或进行包装的再
利用 。由于这种实地的花费是应归客户负责的 ，因此 ，包装再利用系统将给客户
带来潜在的总体花费的降低 。

这种新包装被设计为有能力容纳二十个驱动 ，并且只由一个波状纸板盒 ，四
个波状角支托 （两个贴在盒子上） ， 一个膨胀聚氨酯 （EPP） 泡沫板盒与盖子组
成 。所有这些部件都可以从 OEMs手中收回 ， 但只有两个波状支托和 EPP 的板
与盖子能被再利用 。如上所述 ，包装盒有可能被利用很多次 ，但要注意的是多次
利用过的包装盒会有污迹或是若干运输后留下的标签 ，这些会被认为是质量低下
且会导致售后问题的增加 。基于这个原因 ，每个包装盒都需要有新的纸板 。

从客户方面的返回运输是由专门一方处理的 。 其后勤运作包括空中运输到
OEMs ，由本地方处理纸板和塑料的再回收与再利用 ， 还有通过海洋货柜与卡车
进行反后勤部署 。这个新的再利用包装设计利用新的包装 （EPP 和少量波状纸
板材料） 代替了老旧 、沉重的聚氨酯泡沫和波状纸板 。虽然新包装比旧的轻 ，但
驱动器的重量才是运送费用的决定因素 ，因而 ，轻点的包装盒不会带来运送费用
上的太多节省 。基于这种设计的改变 ，每个包装盒需要较少的空间 ，且运送重量
也减轻了 。出于重量减轻的结果 ， 工人们的表现得到了改善 。 Quantum 同时对
大宗包装进行再设计以提高货盘和包装盒密度 。

新的设计把包装部件由十三减少到了五个 ，并且机构内部测试显示出再利用
包装组件可轻松使用十次 。这个内部测试包括将货物箱置于在困难 、不可预知环境
中的十次运输 。测试结果高于 Quantum和 HDD行业的严格要求 ，且包装和产品仍
然完整无损 。下一步 ， Quantum从第三方寻求投标 ，让投标者去处理反后勤部署 、
分类和递送包装材料 。在以追寻有着最快偿还期的地点的目标下 ， Quantum 提出
了限定 OEMs地理位置的标准 ，其指标定在基于地点和数量对二手材料的收集上 。

为了获得管理高层对 PRP的认可 ， Quantum提出了一个成本模型 ，来验证一
个预计 ，即由运输 、分配 、质量控制和客户管理带来的成本增加将被新包装带来的
成本降低所抵消 。另外 ， Quantum的项目在它的售后服务功绩上 （客户对消耗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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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满意度 ，帮助 OEMs符合 ISO１４００１环境指标） 和环境收益上得到了证实 。

三 、环境功效的估计

虽然 PRP最初寻求财政收益 ， 但实行该项目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降低在后勤
系统中出现的额外包装废料 。像上面提到过的 ， 包装废料的成本是由客户负担 ，
而不是 Quantum 。通过分类的另外一方收回包装 ， Quantum 会提高后勤成本 。
像上面提到过的 ， Quantum 使用了输入输出 —生命周期评估 （EIO唱LCA） 模型 ，
来预期和量化由这个再使用项目带来的环境效益 。

这个输入 —输出模型显示的是总体供给链在生产所有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条件
下所产生的影响 。同时 ，我们可以把这些分为直接经济影响和间接经济影响 。当
我们考虑生产的环境影响时 ，间接影响的作用就会大于直接影响 。因为间接影响
是与生产相关而不是由生产带来的影响 。这个理念在分析生产的环境影响过程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像上面提到过的 ， EIO唱LCA 是对所有不同的供给链制造业 、 运输 、 采矿和
与生产产品或服务相关的需求进行评估 。 举个例子 ， 使用者可能希望查出花费
３千美元水运 ，或是 １万美元空运给客户的种种牵连影响 。 这个模型不仅包括使
用运输工具的影响 ，还包括制造它们和使用它们耗用燃料的影响 。 现在 ， EIO唱
LCA 模型在使用美国 １９９７年经济输入 — 输出模型 ， 所用的数据是一个包含 ５００
个部分的模型 。这个 EIO唱LCA 模型在污染物质 、温室气体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方
面 ，提取出不同的环境影响数据 ，把 ５００个部分的每一个都拓展开来 。

EIO唱LCA 模型最大的优点是它把供给链影响放到了结果中 。 大多其他的做
法是只考虑生产产品的第一轮影响 ，例如 ，研究在构建硬盘中需要在装配线上运
行的主要部分 。它们没有能力去考虑供给链上的高级影响 ，例如 ，金属 、硅片和
驱动器中使用的电线 。然而 EIO唱LCA 模型却能展现由产品设计带来的经济和环
境影响的更真实画面 。图 １０唱２显示了 EIO唱LCA 显著的案例结论 。它总结了在美
　 　

图 １０唱２ 　美国纸板生产中能量使用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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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产纸板的一系列供给范围的能量使用 。 EIO唱LCA 估计供给链从 ５００ 个部分
中购买 ，但在图 １０唱２中只显示出排名前五的纸板生产输入 。 应注意到这前五部
分 （纸厂 ，供电 ， 冲切纸 ， 货运和化学制剂） 消耗了纸板供给链使用能量的
８０ ％ 。

通过一个相似的估计程序 ，运输的问题也很复杂 。过程中一个相关的有趣的
发现是 ，在公司的所有运作中 ，二氧化碳释放的主要功臣是运输而不是制造 。这
一发现促使我们去研究 PRP 的净环境收益 。

我们分析一个回收的特殊例子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在中心运送设备和最偏
远的全球场所之间 ， PRP 包装被使用一次和使用 １０ 次进行比较 。 EIO唱LCA 估
计出 ，降低纸板和塑料的使用能使原材料成本减少 ４０ ％ ， 相对的 ， 在后勤工作
增加的情况下 ，电的使用减少了 ５７ ％ ， 总能量使用减少了 ３９ ％ ， 二氧化碳降低
了 ４２ ％ 。因为上面的这个例子是设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 所以在普通情况下 ，
其他地点会有短一点的运送路程 ，那么运输和后勤的影响会小一些 ，也就会显示
出更大的环境收益 。

像之前提到过的 ， PRP 对于企业来说能起到成本节省的作用 。 在全球所有
大宗船运范围内 ，每个驱动的包装成本降低了 ８０ ％ （包括后勤） 。 客户方面包装
废料管理成本也大大减少了 。

Quantum 的硬盘驱动大宗包装再利用项目大大减少了在运送产品给世界范
围 OEMs客户时 ，原材料上的使用 。 这个项目达到了满足内部部门团队与外部
OEMs客户合作要求的目标 。 尽管面临一些挑战 ， 这个项目还是做到了降低
Quantum 与其客户的成本 。这个 PRP系统将包装组件从 １３个减少到了 ５个 。另
外 ，不同的环境影响 ，例如包装废料和排放问题 ，都由于该项目的应用而大大地
降低了 。这个 EIO唱LCA 模型估计出 ４０ ％ 供给链能量使用的降低和 ４０ ％ 温室气
体的减少 。于是 ，该系统成功地将包装使用的减少带来的节省抵消了后勤成本的
增加 。总的来说 ，由于对这个新项目的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以及较高的运输和仓
储费用 ，该系统实际带来的成本节省可能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来实现 。

第二节 　中小企业的生产活动与环境保护

我国 １９９３年初开展清洁生产工作以来 ， 已经在纺织 、 印染 、 造纸 、 化工 、
电镀 、酒精 、建材等十几个行业的上百家企业中进行了企业清洁生产审计 。审计
结果表明 ，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计方案 ，企业不仅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 ，而且
通过节约原材料 ，降低能耗物耗 ，优化生产过程 ，改进生产工艺及管理 ，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效益 。

自 １９９９年 １月开始 ，荷兰阿姆斯特丹 IVAM 环境研究所 、 中国国家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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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心 、安徽省环保局 、云南省环保局通过在安徽 、云南两省四个行业 （中小水
泥企业 、酒店业 、化肥 、啤酒和酒精行业） 的几十家企业中进行清洁生产的示范
和推广 ，提高两省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促进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
和保护环境 ，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该项目中来自中小水泥企业 、 酒店业 、 化肥 、 啤酒和酒精行业共 ２６ 家企业
参加了示范阶段 ，通过清洁生产审计示范工作 ，这些企业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
但产生和实施了较多清洁生产方案 ，同时也获得了较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大
部分企业已经大幅度削减了其主要的环境污染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每
年获得经济效益均超出投资的数倍 。

该项目根据示范阶段的成果编制了中小水泥企业 、化肥 、啤酒和酒精酿造以
及酒店业等四个行业的自我清洁生产审计指南 。这些指南 ，首次在我国将行业的
主要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 、 典型工艺步骤及相关清洁生产方案 、 典型输入物
料 、特征污染物和最佳可行污染物控制技术及清洁生产操作结合起来 ，对帮助这
四个行业推行清洁生产提供了明确和具体的技术指导 ，开拓了我国在产业部门深
入推行清洁生产的新路子 。我国清洁生产工作 １０年来一直集中在第二产业进行 ，
本项目在酒店业中开展的清洁生产审计 ，以及编制的酒店业的清洁生产自我审计
指南 ，第一次将清洁生产审计扩大到第三产业 。

下面 ，我们根据该项目的 枟水泥企业清洁生产自我审计指南枠 ，从产品更新 、
加强管理 、过程优化 、技术改进四个方面分析中小水泥企业在水泥生产过程中如
何进行清洁生产 。

一 、产品更新

水泥生产是高能耗 、高污染的重点行业 。绿色水泥的发展对于提高水泥企业
的绩效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绿色水泥的含义包括 ：大幅降低生产能耗 ；显著减少
生产过程中 CO２ 排放量 ；固体工业废渣的高级利用 ； 水泥产品的质量和标号得
以提高并与国际接轨 ，用于混凝土工程有利于改善和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 、强度
和耐久性 。

同济大学材料工程研究所研制成功了一种新型矿渣水泥 ，它的特点是 ：矿渣
掺量大 、标号 （强度） 高 、发热量低 。生产工艺主要特点是 ：矿渣和熟料分别细
磨 ，然后均匀混合 。它的技术关键是矿渣的高级利用和熟料 、 矿渣的最佳匹配 。
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在上钢一厂水泥厂进行了试验 ，生产出这种新型矿渣水泥 （５２５号）
２００吨 。试验结果表明 ，这种水泥属于节能 、利废 、环保的高性能水泥 ， 其总能
耗降低了 ２５ ％ ～ ３０ ％ ； CO２ 排放减少了 ４０ ％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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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强生产管理

水泥生产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其中原料的转运和贮存过程存在潜在的粉尘
排放 。为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粉尘排放 ，需要合理的工厂设计以及合理操作 。

对于降水量相对较少的地区或原料湿度较低的时候 ，原料的贮存和处置须额
外注意 。原料中的石灰石 、黏土 、煤和铁粉通常在露天的原料堆场中贮存 ，没有
屏障阻止刮风时粉尘的飞扬 。下雨或刮风时 ，原料细粉容易被冲走或刮走 ；如果
道路为土路 ，则易起尘 ， 不易清扫 。 所以 ， 采用露天原料堆场贮存或原料晒干
时 ，可以设置屏障减少流失造成损失 。同时可以进行地面绿化 ，并铺设水泥道路
和堆场 。

安徽舒城昌龙水泥厂是中荷清洁生产项目中开展清洁生产审计的企业中做得

最好的一个 。整个工厂绿化很好 ， 堆场和道路都铺设了水泥 ， 未见裸露的地表 ；
煤 、黏土 、矿渣及石灰石的贮存在围好的堆场或堆棚内 。机器设备维护完好 ，输
送机大都是封闭式操作 ，污染控制设备和指导水泥生产的检测仪器十分齐全 。工
厂还进一步植树种草 ，绿化美化环境 ，车间地面的干净程度堪称模范 。

此外 ，工厂还引进了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明确责任 、任务和目标 ，对日常生
产操作进行监督检查 ，提高和保持生产管理绩效 ① 。

三 、生产过程优化

原材料粉磨对于保证水泥窑系统进料的均质性 ，进而保证原材料的彻底化学
反应是必需的 。在实际生产中 ，输入磨机进行粉磨作业的功转变为有效粉碎功非
常少 ，一般仅 １ ％ ～ ３ ％ ，最多不超过 １５ ％ 。 而水泥生产中 ， 每生产一吨水泥需
粉磨各种物料达 ３吨 ， 使粉磨电耗占生产总电耗的 ６０ ％ ～ ７０ ％ 。 因此 ， 改进粉
磨作业 ，提高粉磨效率 ，提高有效功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 。

广西平南县水泥厂从 １９９４ 年到 １９９８ 年 ， 配备 矱４m 高效离心选粉机和 ８m２

高压静电收尘器的 矱２畅４m × ７m生料磨的产量一直徘徊在 ２７ ～ ２９ 吨／时左右 。 专
家的分析结果表明 ，磨机的破碎能力差是由于平均球径过低造成的 。由于一仓能
力不足 ，造成较大 、较多的粗粒进入二仓 ，致使二仓粉磨能力下降 ，出现近 ２米
长细度几乎不变的现象 ，且细度值偏大 。经多次测定 ，结果为 ：出磨 、回料 、成
品三细度各为 ４３ ％ ～ ４４ ％ ， ５６ ％ ～ ５８ ％ ， ８畅５ ％ 。计算循环负荷率为 K ＝ ２４６ ％ ，
选粉效率为 E ＝ ４６畅４ ％ 。从符合率和选粉效率上看 ，效率明显偏低 ，这是由于出
磨生料细度过大 ， 致使回料过多造成的 。 因此 ， 必须降低出磨物料细度 ， 重新
级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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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 ，专家给出改进方案 ：首先 ，调整一仓平均球径 ，适当增加填
充系数 ，增强研磨能力 ；其次 ，增设管道锁风装置 ，并去掉一级旋风收尘器 ，提
高磨机通风能力 。最后 ，在磨机物料入口内 、螺旋输送机前增加一块导料板 ，伸
入内螺旋 １５cm 。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 水泥厂对上述方案进行了实施 ， 结果表明 ： 出
磨 、回料 、成品三细度各为 ３９ ％ ， ６３ ％ ， ７ ％ 。 计算循环负荷率为 K ＝ １３３ ％ ，
选粉效率为 E ＝ ６５畅４ ％ 。同时 ，磨机的产量维持在 ３５ 吨／时以上 ，较改造前提高
了 ２１畅２ ％ ；能耗则降低了 １０畅７ ％ ① 。

四 、技术革新

熟料煅烧过程是水泥生产各阶段中对水泥质量 、生产成本及粉尘排放影响很
大的一步 。在熟料煅烧过程中 ，生料 （在湿法工艺中为生料浆） 被送入水泥窑系
统中经历干燥脱水 、预热 、煅烧 、烧结 、冷却的过程 ，生成水泥熟料 。而后将熟
料在空气中冷却 、储存 。

在熟料煅烧过程中 ，维持窑内物料温度在 １ ４００ ～ １ ５００ ℃ 之间 ，峰值温度约
２ ０００ ℃ 十分重要 。同时 ，熟料应在氧化条件下进行燃烧 ， 因此需要提供给煅烧
区域过量的空气 。

自 １８９５ 年发明至今 ， 回转窑已成为全世界所有现代化熟料生产装置的核
心 。 采用立窑进行水泥生产的国家已为数不多 ， 立窑主要在一些小规模水泥企
业中使用 。 早期回转窑是湿法长窑 ， 它的热能消耗主要在窑本身 。 随着干法工
艺的发展 ， 实现了在窑外进行物料的干燥 、 预热 、 煅烧等过程 。 现代化的回转
窑由一个长径比在 １０ ～ ３８ 之间的钢筒构成 ， 该钢筒由 ２ ～ ７ 个或者更多的支柱
支承 ， 倾角 ２畅 ５ ％ ～ ４畅 ５ ％ ， 转速每分钟 ０畅 ５ ～ ４畅 ５ 转 ， 从而带动窑内部物料运
动 。 整个回转窑内内衬不同类型的以耐受很高的峰值温度 （燃气 ： ２ ０００ ℃ ， 物
料 ： １ ４５０ ℃ ）

原料的预热对于燃料的经济性 、回转窑的尺寸 、排气温度及排放的粉尘浓度
都十分关键 。过去带有热交换器的长窑占主导地位 。 由于能源成本的显著攀升 ，
导致水泥成本上升至 ５０ ％ 以上 ， 使更加高效的活动炉排预热器 、 悬浮预热器逐
渐兴起 。这类预热器可使窑的尺寸显著减小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预分解系
统得以应用 ，它将原料的预热和煅烧结合起来 ， 进一步有效地减小了窑的尺寸 ，
而提高了产量 。

浙江建丰集团有限公司金松水泥厂在生产过程中发现 ：罗茨鼓风机适用输出
一定数量的空气 ，不能根据立窑的操作方式进行调整 。例如 ，当立窑仅需要少量
空气时 ，罗茨鼓风机提供的过量空气不得不白白排放掉 。从而导致操作效率降低

·０７１· 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全 ———理论 、实证与案例分析

① 资料来源 ： 枟水泥枠 （月刊） ，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降至 ４０ ％ ） ，能耗增加 。
针对这个问题 ，水泥厂于 １９９６ 年 ， 将配备 ２１５ 千瓦电动机的罗茨鼓风机改

造为配备 １６０千瓦的高压离心鼓风机 ，结果平均能耗从 ９畅９５千瓦时／吨熟料降至
８畅４６千瓦时／吨熟料 。 不仅如此 ， 他们在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 对 ２ 号立窑配备的高压
离心鼓风机的进行变频调速改造 ，这一措施使得 ２ 号窑的平均能耗从 ８畅 ４６ 千瓦
时／吨熟料降至 ６畅４７千瓦时／吨熟料 。这两个措施的投资总额为 １９万元 ，能耗的
总削减量为 ３畅４８千瓦时／吨熟料 。如果 ２号窑的产量为 ９万吨熟料 ，则企业可节
省资金 ２１畅５万元 。资金回收期为 １年 ① 。

第三节 　中小企业与环境 ISO
建立 ISO１４００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国际间不重视环保的恶性竞争 ， 它同时也

避免了因为标准不统一而造成的贸易障碍 ，保证了环境管理系统的一致性 。但是
很多企业为了能取得竞争优势 ，或者是因为不了解该标准 ，或者是企业本身的体
制不够健全 ，难免会把该标准看成另一种贸易障碍 ，所以都希望尽快取得该标准
的验证以化解威胁 。事实上 ，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的真正好处并不只在取得验证以保
持外销的竞争力及提升公司的形象 ，而是在可以借此来增加营运的环保绩效以及
经营效率 ，并改进企业的体制 ，建立持续发展的经营基础 。

日本在 １９９３年就开始拟定在 JIS 标准中制定与环境管理相关的规定 。 其中
电子业最为积极 ，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 ， 大型电机企业 ， 包括三洋电机 、日立制作所 、
SHARP 、富士通 、 SONY 、富士电机 、东芝 、松下 、 NE 等成立了 “日本品质系
统审核登陆认定协会 （JAB）” ，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环境标准验证的工作 。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已经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汽车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
及其产品使用 、维护和报废都可能对环境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日本丰田汽车公司
早在 １９６３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环境管理机构 “工厂环境管理委员会” 。在委员会的
监督下 ，每位职员下班都必须关灯 ，关电脑 ，复印纸两面都必须使用 。日本本土
的丰田环境中心 ，把从各个公司收集的可燃性废弃物作为燃料 ，生产电力和蒸汽
（相当于每年节约 ２１ ０００吨标准煤） 。 丰田在做法上就是把树立环保理念由大到
小灌输 、执行到每一位员工 ，也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环保意识 ，丰田汽车一步一
步地走向成功 。

进入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世界汽车行业普遍受到石油危机的威胁 ，丰田凭着耗
油量少的经济型车一举战胜了汽车行业的 “巨无霸” 福特和通用 ，占领了当时的
美国市场 。面对着越来越严格的汽车废气排放规定 ，丰田开发出稀薄燃烧 、 D唱４

·１７１·第十章 　中外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① 资料来源 ： 枟水泥枠 （月刊） ，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直喷发动机 ，以改良现有的内燃机构 ，同时也致力于再生利用和改善工厂环境等
工作 。

为了推进环保汽车的开发进程 ， 丰田制定了以解决地球环境问题为目标的
“丰田地球环境宪章” 。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 丰田公司制定了 枟关于保护地球环境的
方针枠 ，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为了在企业活动中贯彻落实地球宪章 ， 又制定了 枟丰田环
境保护计划枠 ， 并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实施建立在规定了 ２００５ 年度目标的第三次经
营管理计划基础上的各项活动 。 在 ISO１４０００ 标准颁布之初就已通过了其相关
认证 。

丰田汽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 ，并且有层层负责的严密组织
结构 。同时 ，丰田公司一直将环保问题视为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力争在汽车的开
发 、生产 、使用到报废的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体现出保护环境的精神 。 当
前 ，公司正在研究 “防止温室效应” 、 “防止大气污染” 、 “资源的有效利用” 这三
面的环保课题 ① 。

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汽车产品的大量普及使用 ，汽车企业建立和实施
环境管理体系就愈来愈显得必要 ， 而 ISO１４００ 环境认证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该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 ， 截止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 全球共有 ５５ ０００
余家企业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其中中国汽车行业获证企业仅 １００家左右 ，不
足汽车企业总数的 ５ ％ 。

东风汽车公司作为中国首家通过 ISO１４００１ 的特大型汽车集团和汽车企业 ，
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公司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推行清洁生产 ， 其总体思路
是 ：各专业厂 （子公司） 以创建清洁生产车间为契机 ， 通过实施清洁生产审计 ，
查找物料流失和污染物产生的环节和原因 ，然后采用工艺更新 、设备改造 、优化
物流等措施控制生产环节 ，注重产品的环境效益 ，达到 “节能 、降耗 、减污 、增
效” 的综合目的 。通过清洁生产 ，不仅树立了东风良好的环保品牌 ，也为东风汽
车公司建立和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２００１年开始 ，东风汽车公司着手实施环境管理体系 ，由于 ISO１４０００ 标准明
确规定了环境管理体系的规划 、 实施与运行 、 检查和纠正 、 管理评审等系统要
求 ，这为东风汽车公司建立和实施规范的环境管理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东风汽
车公司通过三级管理体制对环境工作进行动态循环管理 ，达到持续改进环境管理
的目的 。日前 ，东风汽车公司正在通过组建环境 、职业安全健康二合一的管理体
系达到对环境 、安全的全面有效管理 。

虽然东风汽车公司在环境管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可喜成绩 ，不过与国
外著名汽车企业 ，比如上面提到的丰田汽车公司相比 ，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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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漏洞 。比如丰田汽车环境管理体系的组织机构严密 ，从社长到工厂环保负责人
再到环保管理员 ，从水质 、大气 、噪声振动 、废弃物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 ；而
东风汽车只是在上级公司有专门的环保部门 ，当环境管理体系落实到下级子公司
时却仅仅只有在生产科才会有个别环保专员 ， 且环保专员之间并无细化的分工 。
另外 ，绝大部分中国汽车企业环境管理体系仍然不健全 ，缺乏基本的管理制度和
全面系统控制 ，有部分企业甚至无视环境管理相关法律 ， 只抓质量管理 。 为此 ，
汽车企业尽早建立健全的环境管理体系已势在必行 ① 。

不仅汽车行业重视环境管理体系 ， ISO１４０００ 体系认证作为进军欧美市场的
通行证之一 ，受到越来越多制药企业的关注 ，建立和实施 ISO１４０００ 标准不仅有
助于企业实现清洁生产 ，改变逐渐恶化的生态环境 ，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
水平 ，降低生产成本 。因此 ，越来越多的制药企业开始了自己的认证之路 。华北
制药集团公司的前身华北制药厂是中国 “一五” 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 ，由前
苏联援建 １５６项重点工程中的抗生素厂 、淀粉厂和前民主德国引进的药用玻璃厂
组成 ， １９５３年 ６月全部投产 。 华北制药厂的建成 ， 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生产抗生
素的历史 ，结束了我国青霉素 、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 ，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显
著改善 。

华北制药集团公司作为我国医药行业的特大企业不仅在深化企业改革 、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 ，扩大企业规模 ，调整 、优化组织结构与产品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的 ，而且比较重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并加大环境保护 、清
洁生产和绿色营销等方面的工作力度 。具体地说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畅 确立环保理念 ，健全环保政策与规章
华药围绕可持续发展 ，确立了 “一切为了人类健康” 的企业理念 。在集团内

认真宣传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环境保护的政策 、方针 、法规 ，并将可持续发展及环
境保护的理念纳入到企业经营理念体系 ，逐步形成了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开发绿
色产品 ，实施清洁生产 ，引导绿色消费的经营理念 。另外 ，华药集团还根据国家
的环保政策与法规 ，制定了有关环保规章制度 ，如 ： 枟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枠 、 枟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枠 、 枟建设项目环保 “三同时” 管理办法枠 、 枟环境监测与
考核制度枠 、 枟排污费分摊管理办法枠 等 。

２畅 建立健全环保管理机构
华药集团公司设有环保管理委员会 ，公司总经理担任主任委员 ，该委员会具

有决策公司重大环保事项和发展规划 ，制定环保规章制度职责 。华药集团公司还
设有专职的环保部 ，负责环保管理工作 。 集团公司所属 ２０ 多家子 （分） 公司设
有专 （兼） 职的环保管理机构 ， 初步形成了环保管理网 。 １９９０ 年 ， 原国家医药

·３７１·第十章 　中外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① 资料来源 ：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管理局在华药成立了国内首家以研究抗生素废水治理技术为主的环保研究所 。
２０００年 ，华药环保所与河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 “国家环境保护制药
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 。

３畅 加大了环保投入与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抗生素生产耗水量大 ，生产所排放废水中有机物含量高 ，且成分复杂 ，尤其

是青霉素生产废水治理是华药环保的重点和难点 。华药老厂区青霉素废水每天排
放量 １ ５００吨 ，其中 COD浓度在 １５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mg／l 左右 ， 总污染量占到老污
染源的 ７０ ％以上 。华药集团公司非常重视青霉素废水治理问题的研究 ， 先后投
资 ５００多万元进行青霉素废水治理技术的小试 、中试和生产规模试验 ，并试验出
华药特有的废水处理办法 ，即 ：两步厌氧 —两步好氧工艺 。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开始投
资 ３ ４６０万元用于青霉素废水治理项目 ， 工程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开始试运行 ， COD
去除率达 ９０ ％以上 ，每天去除 COD 达 ２０ 多吨 。 该项目已通过国家环保局的验
收 。另外 ，华药集团还投资 １ ０００万元新建了两个近 ５ ０００立方米的 SBR 好氧生
物处理装置及配套设施 。

４畅 对新上项目实行环保 “三同时”
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华药集团公司先后建设了十几家企业 ，集团公司环

保管理部非常重视新建项目的环保监督管理 ，并按环保 “三同时” 要求 ，控制新
污染源的产生 。例如 ，在良村开发区投资建设的倍达 、先泰 、爱诺三家公司 ，华
药集团统一投资 ３ ０００多万元 ，统一建设了污水处理中心 ， 并通过了河北省 （受
国家环保局委托） 环保局的 “三同时” 达标验收 。

５畅 积极推进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工作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是以改变企业环境绩效为目的的环境管理体系 。 我

国加入 WTO 后 ，华北制药集团非常重视 ISO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的推进工作 ，
并在 １８家子公司推行这一工作 。华药维尔康公司就是较早推行 ISO１４０００ 环境
管理体系的企业之一 ，该企业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 ， 在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先后投资
１ ０００多万元用于推行 ISO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 ， ２００２年 ５月 ３１日维尔康通过了
华夏认证中心专家组 ISO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审核 。 在推行 ISO１４０００ 环境
管理体系过程中 ，重视强化环保意识 ，并在企业内形成了强化环保 ，实施清洁生
产和绿色营销的共识 。确立了以 “强化环保意识 ， ‘三废’ 转为资源 ， 遵守法律
法规 ，做到持续改进 ， 实施清洁生产 ， 关爱人类健康” 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方
针 。维尔康公司坚持环境治理与生产相结合 ， 并形成了 “源头控制 ， 综合利用 ，
治理达标” 的环保运行机制 ，并获得了良好的效益 ，仅每年的 “三废” 转为资源
所获效益就在 １００万元以上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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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小企业环境对策与环境经营战略

所谓环境经营 ，是指生产经营适于环境保护或有利于减轻环境负荷的商品 ，
提供环境保护方面服务的企业经营活动 。 日本企业的环境经营以环境保护为前
提 ，以与环境共生为目标 ， 按照环境管理体系标准 ， 对产品实行从 “摇篮到坟
墓” 的全过程经营管理 ，谋求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环境
经营在日本企业的兴起和兴盛体现了产品生命周期评价和环境效率性的原则 。

一个企业 ，为了继续生存必须开展事业活动 ，事业活动自然要顾及本企业的
利润 。所以 ，作为以 “赢利” 为目标的企业 ，追求利润是永恒的主旋律 。而精工
爱普生集团将与 “利润” 似乎毫无瓜葛的 “环保” 提到了公司的经营理念中 ，并
进行巨大的投入 ，将事业活动与环境活动作为 “一部车的两个轮子” 。 这一切基
于爱普生关于环保的两个独特观点 ： ① 任何企业活动都会对地球环境造成损害 ，
只有企业在生产过程和产品设计的各个方面积极地推进环保 ，才能保证地球环境
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 ② 爱普生对环境保护的追求带动了爱普生技术的进
步 。比如为了节省能源 ，爱普生发明了无需电池的 “全自动手表” 和更省电的液
晶显示屏等独特的技术 。

爱普生集团认为 ，在生产过程中 ，用同样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这意味
着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 ，是保护环境的另一种方式 。环境保护和提高公司的运
营效率其实是互相促进的 ，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举例说 ，爱普生占有了手机液晶
显示器很大的市场份额 ，之所以受大家的欢迎 ，就是因为它很节省能源 ，能保证
一块小电池用很多天 。尽管在开发这种节省能源的显示器时投入很大 ，但最终产
品得到了市场的认同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同 ，环保投入有了回报 。

对生产企业来说 ，提高生产效率是公司发展的推动力 。而提高生产效率就可
以节省能源 ，节约资源 ，有利于保护环境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爱普生不断推
出更节省能源和更精致小巧的产品 。由保护环境而形成的 “开发制造更小更精致
的商品” 的理念是爱普生公司提高生产力及技术实力的根基和动力 ，也成为公司
的企业文化 。而且 ，在以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评估生产技术时 ，要与前所未有的
高新技术开发相结合 。这是爱普生集团事业活动与环境保护活动的宗旨 ，也是环
境经营的根本 。他们坚信只要遵循创造符合环境世纪要求的原则 ，坚持环境经营
的实践 ，就可以保持精工爱普生集团的可持续发展 。

爱普生集团在 １９８９年 ７月制定 ，并于 １９９９年 ３月修订了 “面向构建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 、努力实践环境经营理念” ，其内容包括 ： ① 创造 、 提供与环境相协
调的商品 。以 “节能设计” “节能资源” “排除有害物质” 为方针 ，继续向创造出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降低环境负荷的环保商品挑战 。 ② 改革全工艺流程 ， 树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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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达到减少环境负荷的目的 。以 “防止地球升温” “控制废弃物排放量
和资源再生化” “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对应及降低环境负荷” 为三大支柱 ， 进一
步设定详细指标开展活动 。通过减少能源利用总量与排放的实施 ，以及化学物质
数据管理系统的应用 ，实现在全部制造工序中降低对环境的负荷 。 ③ 推进已使
用商品的回收 、再利用 。 从产品计划阶段就开始考虑 ３R （减量 reduce ； 重复使
用 reuse ；再生利用 recycle） 原则 ，推进集团回收再生利用系统 ，努力实现资源
再生型 、循环型社会 。 ④ 向地区性社会和国际性社会公开 、 贡献信息 。 为实现
各利害关系拥有者间更良好的合作 ， 以环境报告书为基础 ， 围绕环境广告 、 网
页 、展览会等领域推进环境保护交流活动 ，不仅停留在地区社会 ，而是以全球的
试点积极开支环境贡献活动 。 ⑤ 持续改善环境管理体系 。 为切实实现根据经营
理念所定制的环境方针及每年依据该方针制定的环境计划 ， 建立以 ISO１４００１ 为
标准的环境管理体系 。并围绕 PDCA （plan唱do唱check唱action） 周期 ， 持续地对该
体系进行改善 。

根据这样一种理念的指导 ，我们在爱普生集团可以看到 ：每天中午休息时间
要关闭不必要的照明灯 ；除了到访的客人 ，任何员工不可以使用纸杯 ；纸张不但
要双面使用 ，双面用过的纸还要再用于粘贴报销用的票据 ；公司很多资料使用再
生纸印刷 。小到员工日常的行为规范 ，大到公司的组织结构 ，无不体现出这个公
司 “环保至上” 的理念 。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环境保护的成本及效果 ， 精工爱普生集团于 １９９９ 年度开
始引进采取第三方验证的环境会计 ，作为决策和实施效果测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
工具应用于环境经营中 。爱普生技术 （深圳）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导入环境会
计体系 ，而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 ，中国国内所有生产基地都建立了环境会计体系 ， 以
便更准确地了解环境保护的成本及其效果 。

据专家介绍 ，环境会计将会计学和自然环境相结合 ，以货币和物量为主要计
量单位 ，以有关环境法律 、法规和国际公认准则为依据 ，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 ，确认 、计量 、记录 、报告环境污染 、环境防治 、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
的成本和费用 ，分析环境绩效以及环境活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是一套科学 、完
整的体系 ，也和财务会计的定位有所不同 。

根据 ２００１年度环境会计统计结果 ， 该年度精工爱普生集团通过采取各种措
施 ，减少能源消耗的经济效果为 ３３亿日元 ， 比上年度增加 ７２ ％ ， 二氧化碳排放
量减少了 ９ ％ ； 再生利用率从 ８５ ％ 提高为 ９１ ％ ， 取得的经济效益为 １３ 亿日元 。
精工爱普生集团通过推进环境会计体系 ，可以量化管理环境保护活动的支出和经
济效果 ，并对未来的环境工作进行指导 。

目前 ，爱普生所有企业活动的基础 ， 均与 “共生 、 与自然为友” 息息相关 。
同时 ，爱普生采用了一些重要措施来推进环保活动 ，例如制造和提供与环境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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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 ；革新工艺流程 ，以达到减少环境负荷的目标 ；推进废旧商品的回收和再
利用 ；持续改进环境管理系统等 。与此同时 ，他们对地区社会 、国际社会积极公
开环境信息 ，在向无氟里昂挑战取得成功后 ，爱普生向国际社会无偿公开了替代
技术 ① 。

第五节 　中小企业与环保技术的研发

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遇到的困难很大 ，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普遍对中小
企业的技术创新予以扶持 。政府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与政府提供其他公
共物品的方式相类似 ，既采取直接支持方式也采取间接支持方式 ， 所不同的是 ，
它需要符合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要求 ，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和要求 。当
然 ，发达国家的这些扶持方式都是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 。

美国有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 ： 枟小企业技术创新发展
法枠 （１９８２年） 和 枟加强小企业研究发展法枠 （１９９２年） ，根据这两个法案 ，设立
了 “小企业创新发展研究 （SBIR） 计划” 和 “小企业技术转移研究 （ST TR） 计
划” ，要求部分联邦部门 （包括国防部 、卫生部 、能源部 、环保署 、航空太空署 、
农业部 、运输部 、商业部等） 拿出一定比例的研究与开发经费 ，鼓励小企业参与
联邦的研究与开发 ，鼓励大学或研究开发机构的创新成果向小企业转移 ，实现商
业化 。根据 枟联邦技术转移法枠 （１９８６年） 和 枟国防授权法枠 （１９９１年） ，对拥有
大量军工技术的国家实验室的技术成果转让作了明确规定 ， 鼓励科技信息传播 ；
强调联邦研究机构与大学 、工业企业之间合作的重要 ，并赋予联邦机构在与企业
进行合作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 要求国家实验室在进行技术合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 ，促进技术的军转民 ，并开发军民两用技术 ；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参与联邦政府
资助的研究开发活动 ，加强与政府研究机构或大学进行合作研究 。 枟小企业投资
法案枠 （１９５８年） ，该法案批准成立小企业投资公司 ， 通过各种措施鼓励私人资
本和长期贷款资金向小企业流动 ，以解决小企业长期资本的短缺 。此外 ，还从保
护知识产权等其他方面立法 ，支持和促进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

小企业创新研究 （SBIR） 是美国环保局 （EPA） 研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旨在为实现环保局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总体目标服务 。通过该计划 ，环保局为
中小型高技术企业提供研发资助 ，鼓励企业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创造新的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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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该计划创立以来 ，几十项创新技
术和工艺已经产生 。许多技术和工艺很快地实现了从 “概念论证” 到市场化的转
变 ，其他一些项目也正在为商业化寻找启动资金 。

SBIR计划是研发部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 小企业创新是完成战略计划
目标的重要机制之一 。未来的 SBIR研究领域将从战略计划的具体课题中产生 。

目前研发部战略计划强调的六个领域 ，同时也将是 SBIR 计划未来研究的重
点 ，包括 ：饮用水的消毒 、颗粒物 、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生态环境 、导致内
分泌失调的环境因素以及污染防治技术 。在每一领域 ，战略计划都列出了用以挑
选优先研究领域的以危险性为基础的选择标准 。标准包括 ：控制该环境危险的选
择是否存在 ；新的解决方式是否在技术上有效 、经济上可行 ；是否已有公司开发
这一技术 。这些标准同样成为 SBIR计划中使用的对项目建议的选择标准 。 其他
备受研发部关注并将成为 SBIR计划的领域还包括 ： 空气污染控制 ；室内空气质
量 ；全球气候变化 ；污染场所的危险评价 ；污染物管理和污染地点的补救 。

根据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 年预算超过 １ 亿美元的联邦机构必须建立该计
划 ，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该计划的投资 。 １９８２ 年计划创立时的比例为
１畅２５ ％ ，据 １９９２年法案 ，该比例于 １９９３ 年上升为 １畅 ５ ％ ， １９９５ 年为 ２ ％ ， １９９７
年 ２畅５ ％直至 ２０００年 。 １９９２年法案将第一期的最高支持资金由 ５ 万美元提高至
１０万美元 ，第二期的支持额度由 ５０万美元提高到 ７５万美元 。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每季度发布项目申请通知 ，为感兴趣的小企业提供有关提
交申请的时间和研究课题 。每一联邦政府机构都单独对研究领域及支持的资金负
责 。 EPA 每年 １０ ～ １１月间通过因特网和邮寄方式发送申请通知 ， 确定对通知感
兴趣的公司和该公司对某个研究课题的想法 。公司提交的想法和建议只能针对通
知中的一个课题 ，或是一个课题中的某个重要部分 。 SBIR 计划仅限于基于以下
标准的小企业 ：独立经营并在美国设有主要营业地址 ；包括附属机构在内不超过
５００人为盈利机构 ；美国公民或持绿卡者至少拥有 ５１ ％的股份 。

所有 SBIR项目 ，从概念论证到商业化 ，分为三期 ：第一期的目标是确定建
议的科学性和技术可行性 。这一期 EPA 一般授予小企业 ６畅 ５ 万美元 ， 期限为六
个月 ；第二期为研究的重点 ，也是研发投入需要最多的时期 。只有第一期成功的
小企业才有资格申请 ，项目竞争性的授予基于第一期项目的结果 ，以及第二期建
议的科学性 、技术可行性和潜在的商业化价值 。该期 EPA 授予 ２２万美元 ，期限
一般为 １ ～ ２年 ；第三期为对第二期结果商业化利用的研究和开发时期 。 SBIR 资
金不能用于支持第三期项目 ， 研发者一般从非联邦政府投资中寻找商业化的资
金 。 EPA 第一次于 １９９５年对 ５个极有希望的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该支持通过
环境技术计划得以完成 。

EPA 收到的所有的 SBIR项目的第一期 、 第二期都需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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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该项目建议的科学性和技术可行性 。审查依据项目申请通知中公布的选择标
准进行 。

自该计划实施以来 ，扶持了不少的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下面是其中一个
成功例子 。

ENOX技术公司研发的等离子体燃烧点火系统确保了点火的稳定性和稀混
合气发动机燃烧的彻底性 ，并获得了专利 。 INOX 系统大大降低了燃烧温度 ， 提
高了发动机效率 ，有效降低了 NOX （氮氧化物） 的排放 ， 延长了发动机的寿命 ，
减少了发动机的维修和养护 ，使用的燃料费用也仅为其他发动机的零头 。

INOX 系统在核定机载 、 不损耗能效的情况下 ， 通常可将 NOX 的排放降低

至 ３畅０g／hp hr 。安装该系统可将 NOX 的排放下降 ４０ ％ ～ ９０ ％ ， 从而使排放控制
在各州允许的范围内 。 普通系统要达到 CAAA 排放要求约投资 ７５ 万美元 ， 而
INOX 系统仅需 ４万 ～ １０畅２万美元 ，安装也极为方便 ，不需要对发动机做大量改
动 。 ENOX 公司已使用其专利产品 INOX 系统对 １００ 多台发动机做了改造 。 １９９５
年 INOX 点火系统被称为 “技术上最有效的新产品” ， 由此 ENOX 公司被授予

R&D１００Award 。该公司的成功赢得了 １９９６ 年第一届 Tibbet ts Award （该奖旨
在奖励促进州和地方经济发展的 SBIR模范项目） 。 INOX 点火系统的商业化极大

地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和销售 。公司由 １９９０年成立之初的 ３人发展到 ２５人 ，销售
额达到 １ ０００万美元 ① 。

第六节 　中小企业的环境教育与信息支援

“环境教育” 这个概念自 ２０世纪中叶被提出以来 ，不同的国家和团体对它的
内涵界定是存在着差别的 。迄今为止 ，不管提出多少种 “环境教育” 的定义 ，在
核心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共识的 ，即环境教育在实质上就是对民众所进行的旨在保
护环境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育 。而把保护环境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通
过一定的教育方式或途径内化为社会民众的自觉意识或个人素质也就成了环境教

育的根本目的 。
环境教育对日本构筑循环型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加强环境教育 ，提高

国民的环境意识 ，不仅有助于培养国民的环境价值观 ，帮助国民提高认识 、改变
观念 ，使国民醒悟到自己对地球的责任 ，而且可以使国民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最后 ，还有助于国民正确地执行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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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政策 、方针和制度 。
企业是参与社会环境教育的重要力量 。现实充分表明 ，大部分的环境污染往

往都与企业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有关 ，如大气污染 、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 、温室
效应的产生等这些在根本上威胁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问题都与企业的不良

生产行为难脱干系 。随着日本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民众的环境意识的不断增
强 ，日本企业界也纷纷改变发展战略 ， 积极开展 “环境经营” 。 环境经营是自然
环境经营或生态环境经营的简称 ，它是围绕着如何认识 、解决环境问题与经营活
动的关系而提出的一种新概念 。对企业来说 ，环境经营是把自然环境保护作为企
业经营的重要内容 ，并贯穿企业经营的整个活动中 。企业环境经营的主旨是将环
境作为一种财富来经营 ，以滋生出更多的财富 ，从而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的统一 。日本企业界在实施环境经营的过程中也自觉地承担着向民众实
施环境教育的职责 ，具体做法是 ： ① 向社会宣传环保法规和推广环保产品 ， 引
导公众尽量选择和使用环保产品 ； ② 编制环境报告书 ， 向社会特别是向广大消
费者报告自己的环境经营状况 ； ③ 扮演环保表率的角色 ， 以良好的社会形象产
生示范作用 。

未来的经济是绿色经济 ，企业要想抢占市场 ，就必须开发设计生产出环保产
品 ，同时 ，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环保形象 。为此 ，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不断
开发环保产品的同时 ，还在企业内部开展了多种环境教育 ，这样 ，既提高了企业
员工的环保意识 ，也提高了企业自身的形象 ，可谓一举两得 。

例如 ，日本松下电器株式会社的环境总部 ，除了开展解决地球环境问题事业
活动外 ，还认识到改变市民的价值观 、 生活方式的必要性 ， 故自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开
始在其员工及其家属中推行 “爱地球市民活动” ， 鼓励员工及其家人积极参与地
区环境活动 ，为减少环境负质 、能力成为重要课题 。为此 ，日本基于对环境问题
的研修 ，正在逐步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 为减少对水 、 电 、 煤气和汽油的消费 ，
松下电器召开家庭节能会议 ， 这一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２０００ 年 ， 松下电器
员工每家二氧化碳排除量平均减少了 １畅５ ％ 。 松下电器还举行了自带购物袋 、 不
使用一次性聚乙烯袋的 “携带生态手提袋运动” ， 并向员工及其家属征集生态手
提袋的设计及制作方案 ，受到广泛好评 。

又如 ，日本 NEC在企业内 ，以 “实现全体员工参加的全领域环境经营” 为
基本方针 ，采取保护环境的各种生产经营计划 。除在开发环保产品 、再循环利用
废弃物 、垃圾零排放等生产经营方面注意环保外 ， NEC 还在车间开展环境教育
恳谈会 、环境干事会等环境学习 ， 并增加了有关绿色购物 、 绿色消费方式的
教育 。

再如 ，朝日啤酒于 １９９８年 １月制定了 “企业活动指针” ，该指针明确提出了
“对环境与安全的关爱” 。在此基础上 ，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制定了把整个集团对关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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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想法和方针具体化的 “环境基本方针” 。 制定了集团全体员工对环境的行动
指针 。

（１） 基本理念 ：啤酒是由水 、 小麦 、 啤酒花这些 “自然的恩赐” 制作而成
的 。朝日啤酒集团为了实现 “保护美丽地球和善待人类自己” 的目标 ，感谢孕育
“自然的恩赐” 的地球 、把地球以一种更加健全的状态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 并
以此为职责而行动着 。

（２） 活动指针 ： ① 致力于减少废弃物和推进资源的再利用 、 节约资源 、 能
源 。 ② 推进珍惜对于我们至关重要的水资源的活动 。 ③ 进行关爱环境的产品开
发 、技术开发 、资财供应 。 ④ 积极支援社会环境活动的同时 ， 通过员工的参与
策划 ，贡献社会 。 ⑤ 参与海外活动时充分把握各国的环境信息 ， 积极致力于保
护环境的工作 。 ⑥ 适当公开环境活动信息 ，致力于与社会进行交流 ，等等 。

朝日啤酒依照 ISO１４００１认证 ，在本社 、工厂进行环境方针和环境目的 、 目
标等的相关教育 。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实施环境相关的课题解决型研修活动 。 在 ２００４
年 ，开展了以防止违法丢弃废物为目的的 “环境危机管理座谈会” 和以工作会议
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营业部门环境管理系统的 “Asahi Way 研修” 活动 ，其活动日
程表如表 １０唱１所示 。

表 10唱1 　朝日集团研修活动日程表
实施课题 内 　 　 容 实施时间 实施形式

Asahi Way 研修 （１） 建立 Asahi Way 系统的工作会议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工作会议

Asahi Way 研修 （２）
引进 Asahi Way 后的信息共享的研修
活动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工作会议

环境危机座谈会 工厂废物负责人的技术培训研修活动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工作会议

“忍耐 day ， 好 day 纪念
环境讲演会”

环境顾问的讲演会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讲演会

新社员研修
关于朝日啤酒开展的环境活动 ： 在研
修所附近的海岸清扫垃圾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讲义 ， 实践

同时 ，朝日集团还展开丰富多彩的环境交流活动 。 “环境文化讲座” ，请来众
多丰富经验的讲师 ，与听讲者一起举办了关于环境的 “朝日啤酒环境文化讲座” 。
“Asahi Eco Space” ，在朝日啤酒本部大厦常设被命名为 “Asahi Eco Space” （雅
典娜之林） 的专栏区 ，以此向大家展示朝日啤酒展开的丰富多彩的环境活动 。

过去 ，国民在评价企业时 ，总是围绕企业是否提供 “物美价廉” 的商品和服
务 。近年来 ，在环境保全意识提高的背景下 ，国民对企业社会作用的要求也发生
了变化 。根据日本内阁府 ２００１年 ９月进行的 “国民生活监测调查” ，对于企业的
社会作用 ， ２／３的回答者认为是 “环境保护” ， 对于问题 “今后企业为获得社会
信用应在哪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 ， ７０ ％的回答者认为是 “环境保护” 。这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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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对环境的关心 ，也要求企业对环境问题采取对策 。
企业生存依赖市场 ，依赖消费者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 ，做 “绿色消

费者” 已成为共识 ，企业要生存 ，就必须重视环境经营 ，占领绿色市场 ，做 “绿
色企业” 。环境省 ２００１年度进行的 “环境无危害企业行动调查” 显示 ，从上市企
业制定有关环境经营方针的比例看 ， １９９８年为 ５６畅５ ％ ，而 ２００１ 年增至 ７１畅４ ％ ；
制定具体环境目标的上市企业的比例 １９９８ 年为 ４５畅３ ％ ， 到 ２００１ 年这一比例增
至 ６８畅３ ％ 。获得 ISO１４００１认证的企业增多在日本 ，最初只有出口业种如电器机
械 、一般机械 、化学工业等行业企业中申请取得 ISO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随着循环型社会目标的确立 ， 日本企业大都通过构筑环境管理体系实践环境经
营 ，申请 ISO１４００１认证 ，到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已有 ３ ５４８ 家企业取得认证 ， 到 ２００２
年 ２月末 ，获得 ISO１４００１认证的件数已达 ８ ４４４个 ① 。

第七节 　环境融资制度与中小企业的环境治理

在环境保护政策 、投资和技术三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上 ，促使日本企业进行
污染防治投资最根本的动力是环境制度给企业所带来的成本选择机制 ，即制度迫
使企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的成本低于不采取措施的代价 。制度给被约束人施加的
成本大小 ，一方面取决于制度设计的标准 ， 同时取决于制度实施的严格程度 。
只有当两者同时发挥作用时 ， 才会诱导被约束者采取既有利于自己 ， 又有利于
社会的行为方式 ， 在这一点上 ， 日本环境投资的制度机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 另
一方面 ， 政府在大量投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 建立了面向企业的资金援
助机制 。 由此 ， 创造了对环境技术与设备的市场需求 ， 激发了日本环境技术的
大力开发和环保产业的蓬勃发展 。 这样 ， 在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 ， 强劲的环
境投资并未对国民经济造成暂时的不利影响 ， 相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

日本政府建立了一套成功有效的投资援助机制 ， 其机制设计的目标很明确 ，
就是通过专门的金融机构 ，来解决企业在污染防治投资上的资金困难 。它包括中
央政府下属的公共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 、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的直接补贴等 。日
本地方政府给企业的污染防治的直接性补贴很少 ， 仅占企业污染防治总投资的
１畅２ ％ ，由政府指定某些环境污染严重 、需要采取措施的地区 。 根据该计划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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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区现有工厂的扩建及新厂的建立都受到限制 ，并且鼓励现有工厂在合适的地
区重建厂房 。大部分补助是通过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的方式进行的 。 １９７２ 年 ，
日本政府对污染控制装置采取特别的减税 （国家税） ， 同时对固定财产所征收的
税 （地方税） 。 １９９８年 ，对所得税 、公司税 、土地财产税等国家税采取了优惠的
税率 ，而对固定财产 、特殊土地持有 、商业 、机动车 、小型机动车 、机动车购买
等地方税也实行了优惠的税率 。在日本 ，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机构主要有 ，面
向大企业的日本开发银行 ，面向中小企业的日本环境事业团 、中小企业金融事业
团 、人民金融事业团等国家附属金融机构 。这些机构给企业污染防治项目投资的
贷款利息较商业银行低 １ ％ ～ ２ ％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的投资高峰期到 ８０ 年
代末 ，日本中央政府所属金融机构给企业提供的低息贷款 ，占到企业污染防治投
资的 ３０ ％ ～ ４０ ％ ，对解决企业资金困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日本环境投资的主体分为中央政府及其附属的金融机构 、 地方政府和企业 。
政府负责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 企业除了负担企业内部的污染防治投资外 ，
还要部分承担相关的公共污染控制设施的建设费用 ；中央政府附属的金融机构负
责对企业和部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有关企业的污染防治费用 ，基
本上全部由企业自我负担 ，较好地体现了污染者负担的原则 。 在 １９９１ 年的企业
污染防治投资中 ， ７１ ％是企业的自有资金和企业向商业银行的贷款 ， ２８ ％是中央
政府附属的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提供的优惠贷款 ， 此外 ， 地方政府提供约 １ ％ 的
补助 。另外 ，根据 １９７１年颁布的 枟关于企业负担公共污染控制项目成本的法律枠
规定 ，对于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设的 、与企业有直接关系的那些公共污染防
治项目 ，相关企业必须负担部分建设成本 。在 １９９２年 ３月为止的 ９９个相关建设
项目中 ，企业负担了 ４６畅９ ％的费用 。

总体上 ，日本企业的环境投资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随后迅速降
低 ，到 ８０年代初期又有所回升 ，之后基本保持平稳 。 这一变化特点除了受环境
政策的影响外 ，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过程有密切关系 。在形成日本企业污染防
治投资高峰的一系列因素中 ， 有两点值得注意 ： ① 石油危机 （１９７３） 引发的原
油价格的猛长 ，迫使企业大范围地重组和改造生产工艺 ，以便提高资源和能源效
率 。这时的日本大部分企业 ，在持续了 ２０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 已具备了
大量投资的资本实力 。所以 ，很多企业将污染治理设施安装 ，纳入到了企业生产
重组和改造的过程之中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的污染投资增长与第二次石油危机有
大概类似的关系 。 ② 在大气污染防治基本法及相关的 SO２ 规制实施的初期 ， 成
本较低且较容易的措施 ，如替代高含硫燃料等办法都已实施 ， 所以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要进一步减少 SO２ 排放就需要引入昂贵的脱硫装置 。 这些投资特点
和投资的效果说明 ，企业生产重组和技术改造是企业污染防治投资的一个成本有
效的机会 ，同时 ，在一定的时期 ，昂贵的末端治理设施的投资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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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投资对短期经济发展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环境投资会削
弱生产资本的投资强度和积累 ， 提高生产成本 ， 从而影响社会需求 ； 另一方面 ，
环境投资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 ， 对技术革新提供刺激 ， 从而提高社会需
求 ，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效果 。 日本的经验和 OECD 的研究都表明 ， 环境投资
对国民经济的短期影响是中性的或很小 。对于这一点 ，决策者和企业界应该有一
个明确的认识 ，在环境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 ，不必顾虑环境投资会对宏观经济
发展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而且 ，特别是对环境投资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和激发产
业技术革新等方面 ，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

作为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主要机构 ， 日本环境事业团 （JEC） 职能与运作
机制的介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环境投资援助机制的例子 。

依据 枟污染控制服务团法枠 ，日本政府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成立了污染控制服务
团 ，其主要职能是为企业采取大气和水污染控制措施提供资金援助 。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根据修改后的法律 ，服务团改名为现在的环境事业团 ，其职能从污染控制扩
大到广义上的环境保护 。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 日本又进一步修改了原来的法律 ， 在环
境事业团内 ，新成立了日本全球环境基金 。

目前 ，日本环境事业团的主要职能和活动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
１畅 建设与转让项目
环境事业团接受企业 （或团体） 的委托 ，建设与保护环境相关的项目 ，建成

后以成本价转让给委托企业 ，成本支付采用长期低息贷款返还的方式 。这些项目
包括 ：新工业区建设 、生活区与厂矿区之间的绿色缓冲带建设 、旨在缓解空气污
染的绿色公园建设 、产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和绿地建设以及国立和准国立公园内的
有关设施的建设等 。

２畅 贷款项目
环境事业团主要支持的对象是中小企业 ，也包括一些居民个人 。凡是企业的

产业污染治理 、产业废弃物处理和城市土壤及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个人
生活污水净化设施建设项目都在环境事业团的低息贷款范围之内 。

３畅 全球环境项目
凡是在信息和技术上拥有支持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能力的日本国内外非政府

组织 ，在进行相关全球环境保护的活动时 ，都有资格向环境事业团全球环境基金
申请资助 。从环境政策的角度看 ， 优先项目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 ① 主体优先 。
对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贷款期限和利率相对于大企业来说要优惠 。 ② 合作项
目优先 。特别对中小企业的 。数个企业合作建造污染控制设施显然比一个企业更
经济 。对于合作项目的贷款利率和贷款比例比单个企业更优惠 。 ③ 紧急原则 。
１９９０年后 ，固体废物燃烧产生二 英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重视 。 针对这种紧
急情况 ， JEC 的项目贷款也为增建削减二 英的设施制定了优惠条件 ，比如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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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比例及降低抵押 。
日本环境事业团的业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畅 建设与转让项目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建设与转让项目每年的预算在 ３５０ 亿日元到 ５５０ 亿日元 （有

１５到 ３０ 个项目） 。 从 １９６７ 年到 １９９８ 年共有 ５１５ 个项目 ， 全部项目的成本共有
７ ８６０亿日元 ，其中工厂设施占全部项目的 ４０ ％ 。

２畅 贷款项目
环境事业团的贷款在 １９７５年达到 １ ２７０亿日元 。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 ，主要申

请者为安装污染控制设备的重工业企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重工业企业的污染控
制投资逐渐固定 ，贷款的总额开始下降 ， 中小企业渐渐地成为 JEC 贷款项目的
主要申请者 。

３畅 项目的补充
当环境政策领域的需求变化时 ， 将加入新的需求项目 ， 废弃需求降低的项

目 。目前 JEC的项目集中在废物管理和全球环境方面 。
总的来说 ，对环境事业团的评价应从三个层面着手 ：
（１） 它带动了市场上的私有资金 。 通过 JEC 和其他公共财政机构提供的政

府贷款在引导污染控制投资上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引进了私人市场的
资金 。当政府制定严格的标准并给予指导之后 ， JEC的方法在及时介绍必要的污
染防治手段上确实非常有效 ，从而向企业和私营的金融机构证明了污染防治投资
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因此在初期公有投资所占的比例要高于私有投资所占的比
例 ，但是慢慢地转变为私有投资占的比例高了 ， JEC提供的资金占到私营部门污
染控制全部投资的 １０ ％ 。

（２） 在建设和转让项目中以及贷款项目中都有与技术研究和分析相关的部
分 ， JEC一直都注意发挥专家的技术顾问作用 。特别是在贷款项目中 ， JEC 对企
业的技术合理性及投资规模的建议和指导促进了企业的污染控制 。

（３） 有关 JEC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渗透效果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 ， JEC 主要
的顾客是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 ，贷款项目中的利息补贴是其中主要的手段 。从商
业纪录来看 ，主要贷款申请者从大企业转为中小企业 ， JEC在拉动中小企业的污
染控制投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考虑到中小企业在日本的私营企业中占 ９０ ％ ，
JEC在带来中小企业的资金渗透效应上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期 ，环境问题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 ， 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
润 ，而对环境控制的投资则被控制到最小 。企业的这种态度 ，需要政府落实制定
环境规则来改变 ，同时也需要给他们好的投资条件 。从日本来看 ，混合了规制机
制和支持机制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 而且金融政策通过及时促进 “外部成本内部
化” 调控了污染控制政策 。 JEC的项目对处于污染控制需求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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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来说是富有建设性的 。

第八节 　中小企业在环境法规的制定及执行中的作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后 ，工业化国家为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 在
不断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严格环境执法的同时 ，认识到发展环保产业
是治理环境污染的必由之路 。因此 ，这些工业化国家为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 ，采
取了一系列战略性行动 ，制定了扶持环保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 ，促使环保产业迅
速成长起来 ，其中有不少经验和教训十分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 。因此 ，研究发达
国家在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所采取的法律 、政策模式 ，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对
研究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模式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美国环保产业发展之所以迅速 、规模庞大 、影响面广并在污染控制中发挥了
巨大作用 ，是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的 。美国的环境保
护产业政策如下 。

（一） 美国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法规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

美国于 １９６３年制定出第一部 枟清洁空气法枠 ，对燃烧矿物燃料排放的污染物
进行了限制 。随着美国加强对污染的控制 ， 在 １９７０ ～ １９９０ 年间 ， 美国先后三次
修改了 枟清洁空气法枠 ，且一次比一次严格 。 在此期间 ， 由于实施了日益严格的
环境法规 ，作为污染控制手段的美国大气污染控制设备市场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 ，新技术 、新工艺不断得到开发 ，市场也不断呈上升趋势 。此外 ，美国的 枟清
洁水法枠 也在控制水污染方面直接促进了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 。

（二） 采用经济刺激手段是美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推动力

环保产业与其他行业相比尚属新兴产业 ，美国在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 ，采用
了许多经济手段作为法律 、法规手段的补充 ，刺激企业达到环境标准或遵守环保
法律 、法规 。其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主要包括 。

１畅 财政补贴
即政府通过立法等措施对与环境产业及相关项目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 例

如 ，美国 枟联邦水污染控制法枠 中规定 ：在污水处理管理计划得到良好实施前提
下 ，城市污水处理厂只要采用联邦环保局 （EPA） 认定的 “最佳实用处理技
术” ，均可向联邦环保局申请补助 ， 经批准可以获得很大比例的建设补助费 。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开始 ，美国联邦政府就鼓励各州建立 “水污染控制周转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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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从联邦政府取得一定比例的补助金列入其中 ， 以减轻联邦政府财政压力 。
这项基金主要用于实施有关污染控制方面的环境管理计划 ，以实现联邦或各州确
定的环境目标与达标期限 。通过 “水污染控制周期基金” 的不断运作 ，政府可以
为新的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 ， 从而推动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 ，同时也推动有关环保企业的发展 。

２畅 税收刺激
政府一般对商业企业征收固定资产税 ，但为了鼓励企业安装环保设施 ，在地

方税收方面采取了减免税的特别措施 。
３畅 征收排污清理费
根据苏伯芬德 （Superfund） 法 ， “如果你使环境遭到污染 ，你就必须支付清

理费” 。例如 ，美国联邦环保局 （EPA） 在 ２００５年 ５月 ，对污染美国加州的圣费
南度谷饮用水源的 ５１家企业处以 ３ ７２５ 万美元的赔偿金 ， 用于支付清洁圣费南
度谷饮用水源水库所需要的费用 。

４畅 排污权交易
排污权交易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

那样买入和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 。其基本操作思路是 ：政府机构评估出一定
区域内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 ，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
的排放量 ，即若干排污权 ，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 。如政府可以销
售 、出租 、拍卖或馈赠等 ，并通过建立排污权市场使这种权利能进行合法有序的
买卖交易 。排污权交易的两大优点 ：一是它以最小成本治理污染 。污染治理成本
低的企业首先进行污染治理 ，然后把排污许可卖给污染治理成本高的企业 。二是
与其他污染控制方法相比 ，政府需要的关于边际成本和消减成本的信息较少 。因
此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严格控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 ，是保护环境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 ① 。

二 、德国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德国环保产业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起步 ， ８０ 年代获得飞速发展 ， ９０ 年代以
后由于传统的水 、大气污染已基本得到治理 ，环保产业就进入了以清洁生产为主
的高级发展阶段 。据统计 ，目前德国环保市场规模约 ６５０ 亿马克 ， 企业２ ３３５家 ，
就业人数 １７万人 ，是仅次于美国的环保产业大国 。 但德国环保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很强 ，其设备出口额一直处于世界第一 ，领先于排名第二 、三 、四的美国 、日
本和意大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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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环境法律体系比较完善 ， 到现在为止 ， 已经制定了 ３０ 余部法律 ， 除
此之外 ，还有许多国际条约 、协议 、法规 、命令和政府条例已经通过和生效 。德
国的环保工作主要遵循两个原则 ， 分别是预防原则 、 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合作原
则 ，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也按此进行 。 由于有了严格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制
约 ，使德国的环保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

环保产业在德国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州政府都将环保产业作为当地的支柱产
业来加以扶植与发展 。德国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扶植政策分为两类 ： ① 直接措施 。
主要是政府建立各种公用环保设施 ，采购各种环保设备 ，参与有利于减轻环境污
染的研究工作 ，并对企业的研究工作给予支持 ； ② 间接措施 。 主要是指对污染
物实施排放收费 ，即采用污染者付费原则 ，多污染多付费 ，限期整改 ，否则将最
终停业 ，对参与污染治理给予奖励 ，鼓励采用最先进的环保设备 。

另外 ，德国政府为鼓励兴建环保设施 ，还实施财政补贴政策 ，补贴额相当于
投资费用的 １ ％ ，但对节能项目 ，补贴额达到 ２５ ％ 。除此之外 ，还对环保项目实
施减免税 ，提供低息贷款 ，折旧优惠 ，并对环保行为和污染环境行为实施奖励和
惩罚制度 。如新建或扩建废水处理厂的企业 ，只要其排放废水中的有害物质削减
了 ２０ ％以上 ，就可以在三年内免交排污费 。 这种方式对鼓励污染企业采用先进
的环保技术以及环保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① 。

三 、瑞士环保产业发展模式

瑞士严格的环保立法催生了瑞士的环保产业 ，许多环保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 。环境技术是瑞士的一个传统强项 ，在垃圾回收处理 、水和废水处理 、仪器和
控制系统 、利用垃圾燃烧发电 、节能以及低污染发电等领域 ，瑞士都有掌握先进
技术 ，经营非常成功的公司 。 １９９８ 年瑞士环境工业拥有从业人员 ５０ ０００ 人 ， 占
所有劳动力 １畅３ ％ ，年销售额为 ９５ 亿瑞郎 。 生态工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也在不断
增加 ，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从事有机种植的人员翻了两番 ，达到 １２ ５００人 。

瑞士政府大力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 。 联邦环境 、 森林及风景局每年发放
３００ ～ ４００万瑞郎支持设立试点及示范工厂 ， 及用于向市场进一步推广这些环保
技术 。从 １９９７年开始 ， 联邦环境 、 森林及风景局已经批准了 ６０ 个项目 ， 其中
３１个是试点和示范工厂 ，占其发放资金的 ８０ ％ 。 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和创新委
员会获得资助 ，进行研发项目 。瑞士联邦环境 、森林及风景局还印制 枟多边金融
机构和环境领域里的商业机会枠 的小册子 ，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寻找出口环境技
术的渠道 ，及参与国际环境项目的投标 。瑞士联邦环境 、森林及风景局还联手其
他四个政府部门设立了专项资金 ， 鼓励瑞士企业环保技术 、 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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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专项资金共 ２００万瑞郎 ，旨在资助瑞士环保技术的产业化和出口 ，帮助瑞士企
业参与国际性项目的竞争 。

瑞士强调企业在环境污染治理 、 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 ２１ 世纪工业化的程度
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 ，同时 ，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也是前所未
有的 。如今环境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而且责任越来越多地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跨国
公司身上 。由于工商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贡献者 ，工业企业有责任在解决环境
污染问题中起关键作用 。

瑞士联邦环境 、森林和风景保护局致力于推动更市场化的由企业负责任的环
境措施的使用 。这些措施被称为环境管理系统 （EMS） 。这样的措施使所有企业
能够自愿地不间断地改善其环保意识 ，而不仅仅满足于只实现法律要求 。对每个
企业而言 ， EMS主要是一个内部管理手段 ， 主要依赖对实现环境目标的程序和
人员的配置 。不过 EMS能够改善企业的环境形象 。通过申请外部评估机构的发
放 ISO１４００１证书 ，企业可以对自身的 EMS 进行评估 。 ISO１４００１ 证书是企业提
高声誉和赢得国际认可的一种方法 。 尽管 ISO１４００１ 并不保证公司的行为完全符
合环保法律 ，但一个完备的 EMS显然可以促进环境法规的实施和提高效率 。

实际上严格的环保立法并没有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负担 ，因为严格的环保
立法使工业企业在早期就被迫适应总的环保潮流 ， 使之在后来的竞争中处于优
势 ，从而可以发展富有生态效率的解决办法 ，最终加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从短期
看成本较重 ，但从中期看 ，则是对未来竞争力的投资 。竞争潜力是基于对资源更
有效的使用和在全球市场上对质量的分辨 。 因此在瑞士这样人工成本很高的国
家 ，产品的竞争力在于质量而不全在于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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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日本环境融资制度
与中小企业的环境治理

一 、中小企业的经济地位

中小企业是世界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力量 。 根据 ２００３ 年中国 枟中小企业标
准暂行规定枠 ，在 ２００２年中国 １３４畅６万多个工业企业中 ，中小企业占 ９９畅８ ％ ，创
造 ８０ ％以上的工业新增产值 ，提供了 ７５ ％ 的城镇就业机会 。 在泰国 ， ９９ ％ 以上
的是中小企业 ，从 １９９４ 年之后 ， 泰国中小企业对 GDP 的贡献就超过 ４０ ％ ， 其
提供的就业在 １９９９年占总就业的 ７９ ％ 。在英国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９９畅８ ％
以上 ；在欧洲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９０ ％ 以上 ； 这个比例在全球各个国家都
相似 。

二 、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

由于单个企业规模很小 ，中小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不像大企业那样受到关注和
容易观察 ；但中小企业巨大的数量 ，使其作为一个总体对环境有很大影响 。近些
年来 ，中国大型企业的环境行为在不断改进 。其污染物排放强度 （即单位生产量
造成的污染物排放数量） 在不断下降 ，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 ， 污染物排放 ， 比如工业
废水和烟尘的排放量显著下降 。污染强度的下降在多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
工业排放的处理率达到 ９０ ％ ， 且仍有改进余地 。 经济中的能源密集程度虽然也
降低了 ，但是同 OECD国家相比仍然很高 。 总体来说 ， 中国大型企业的能源利
用效率正在沿正确方向前进 。与大型企业的情况截然相反的是 ，无论从绝对值还
是相对意义上衡量 ，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却扩大了 。乡镇企业
增长很快 ， 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 ， 其就业的年增长率在 ５ ％ 左右 ， 而产值增长更快 ，
在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４ 年间平均增长 ４３畅９ ％ 左右 ，其产值占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污染
物排放也不可避免地增加 ， SO２ 为年均 ３畅 ４ ％ ，废弃物产生量为年均 ３０畅 ８ ％ 。 更
重要的是 ，随着污染强度的不断加大 ，与之相应的环境影响也越来越大 ，显然造
成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 。从对乡镇企业基本环境行为状况把握来看 ，较大些的企
业还有一些数据 ，而更多较小企业则缺乏数据 ，所以中国至少有 １００万多个位于
城镇和城市的小企业的排放情况并不很清楚 。现行环境政策对这些企业似乎也没
有太大的约束作用 。

从泰国的经验来看 ，在空气污染方面 ，食品和饮料行业是泰国污染最严重的



行业 ，他们贡献了工业排放空气污染物的 ４１ ％ ， 而食品和饮料行业中 ９９ ％ 左右
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其他空气污染严重的行业中 ，如木制品 、橡胶 、基本金属
和金属锻造 ， 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９０ ％ 以上 ， 因此对空气污染严重的企业
７７ ％都处于中小企业数目超过 ９０ ％ 以上的行业中 。 在水污染方面 ， 食品和饮料
行业也是泰国污染最严重的行业 ， 约占企业水污染的 ５６ ％ 。 其次是木制品和纺
织行业 ，分别占企业水污染的 １５ ％ 和 １３ ％ 。 在这三个行业中 ， 中小企业都占主
要比重 。在能源方面 ，能源消耗对环境的污染分别是直接的和间接的 。燃料的燃
烧直接向空气排放污染物 ， 电力消费则通过发电厂间接对空气造成污染 。 泰国
食品和饮料行业是石油产品和可再生资源的最大消费者 ， 其次是纺织和化学行
业 ， 煤的最大消费者是非金属行业 。 在这四种行业中 ， 中小企业的数目都超过
９０ ％ 。

三 、中小企业的环境治理

随着全球环境意识的增强 ， 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 实行公司水平的自
愿环境管理如 ISO１４００１ 和其他绿色措施 ， 国际市场也要求每个环节的供应链
提供其承担环境责任的相关证据 ， 而对产品也提出诸如生态标签的要求 。 但中
小企业对这些环境要求的发展往往反应漠然 。 他们通常认为环境行为就是遵守
各种法规 ， 而且自身由于规模很小对环境不会有什么影响 ， 并且改进环境行为
意味着成本高昂的实践 ， 最终结果也只是一个证书 ， 其他好处则是很难有把
握的 。

在改进中小企业环境行为的政策中 ，首要的任务是改变中小企业的观念 。非
常有必要帮助中小企业认识到诸如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的经济成本 。一旦他们意识
到这些隐含成本 ，就能意识到环境问题最终影响其竞争力 。在迈出改变意识的第
一步之后 ，还要帮助中小企业转变环境改进行为是昂贵的认识 ，而要将之视为在
各方面改进的机会 ，包括削减商业运行的成本 。同时 ，提供金融和人力资源方面
的帮助 。

在环境问题上 ，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技术陈旧 ，缺乏环境方面的法
律意识 ，缺乏对自身行为环境影响的认识 ，缺乏对系统的环境管理体系和方法的
认识 ，以及缺乏动力和资源来改变自身的环境行为 。因此对中小企业的环境治理
的政策目标 ，就应当是解决或者至少缓解这些问题 。 在中小企业的环境治理上 ，
可以设定如下三个政策目标 ：

（一） 解决中小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金融约束

１畅 通过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 、降低废弃率来减少环境成本
具体措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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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通过实行适合中小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２） 重新安置中小企业 ，促进企业集群共同使用排污设施 ；
（３） 由政府进行环境方面的研究和开发 （R &D） 并向中小企业展示清洁技

术的 R &D成果 。
２畅 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广泛的金融资源
具体措施有 ：
（１） 改善中小企业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融资地位 ；
（２） 鼓励城市内部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 。

（二） 解决中小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信息约束

具体措施有 ：
（１） 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环境行为方面的信息 ；
（２） 通过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供求链中形成的关系 ，促进环境信息的搜集和

扩散 ；
（３） 发展产业间的能源／废弃物交换体系 。

（三） 解决中小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动力约束

具体措施有 ：
（１） 通过培训 、论坛等形式提升消费者对清洁环境的意识 ，以增加对中小企

业环境表现的经济压力 ；
（２） 为中小企业提供顾问服务以帮助管理者意识到改善环境行为的长期

利益 ；
（３） 加强针对中小企业环境行为的法规和监管 。

四 、中小企业的环境融资制度 ：日本经验

中小企业 （表 １１唱１） 是日本经济的基石 。 他们约占日本企业总数的 ９９畅７ ％
以上 （表 １１唱２） ，提供了 ７０ ％的就业机会 （表 １１唱３） ，创造了 ５０ ％ 以上的产业增
加值 （表 １１唱４） 。

表 11唱1 　日本中小企业的定义
产 　 　 业 资本 （百万日元） 雇员人数

制造和其他 等于或少于 ３００ 等于或少于 ３００

批发 等于或少于 １００ 等于或少于 １００

零售

服务
等于或少于 ５０

等于或少于 ５０

等于或少于 １００

　 　 资料来源 ：日本 １９９９ 年实行的新 枟中小企业基本法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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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唱2 　日本企业数目分布

产 　 　 业

SMEs 大型企业 合 　 　 计

企业数目
所占百分比

（ ％ ）
企业数目

所占百分比

（ ％ ）
企业数目

所占百分比

（ ％ ）

制造和其他 １ ４９８ ３５１ ９９畅 ８ ３ ２９４ ０畅 ２ １ ５０１ ６４５ １００畅 ０

批发 ２５５ ５８７ ９９畅 １ ２ ３９４ ０畅 ９ ２５７ ９８１ １００畅 ０

零售 １ ７４３ ８４８ ９９畅 ８ ４ ０００ ０畅 ２ １ ７４７ ８４８ １００畅 ０

服务 １ １９１ ８２３ ９９畅 ７ ３ ７４２ ０畅 ３ １ １９５ ５６５ １００畅 ０

合计 （不包括
第一产业）

４ ６８９ ６０９ ９９畅 ７ １３ ４３０ ０畅 ３ ４ ７０３ ０３９ １００畅 ０

　 　 资料来源 ： Minis t ry o f Public M anagement ， H ome A ffairs ， Posts and T elecommunications ， Establish唱
ment and En terprise Census of Japan （２００１）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chusho畅 meti畅 go畅 jp／sme ＿ english／ ou t line／０７／０１畅 html
注 ： 中小企业数目等于根据日本 枟中小企业基本法枠 定义的企业数目加上个体业主人数

表 11唱3 　日本企业雇员人数分布

产 　 　 业

SMEs 大型企业 合 　 　 计

雇员人数
所占百分比

（ ％ ）
雇员人数

所占百分比

（ ％ ）
雇员人数

所占百分比

（ ％ ）

制造和其他 １３ ０９３ ４９９ ６５畅 ６ ６ ８５８ ５１６ ３４畅 ４ １９ ９５２ ０１５ １００畅 ０

批发 ２ ４６７ ９２８ ６７畅 ８ １ １７０ ４７１ ３２畅 ２ ３ ６３８ ３９９ １００畅 ０

零售 ７ ６７７ ２４２ ７４畅 ３ ２ ６５８ ０７８ ２５畅 ７ １０ ３３５ ３２０ １００畅 ０

服务 ６ ７２４ ６９６ ７７畅 ０ ２ ００５ ５３３ ２３畅 ０ ８ ７３０ ２２９ １００畅 ０

合计 （不包括
第一产业）

２９ ９６３ ３６５ ７０畅 ２ １２ ６９２ ５９８ ２９畅 ８ ４２ ６５５ ９６３ １００畅 ０

　 　 资料来源 ： Minis t ry o f Public M anagement ， H ome A ffairs ， Posts and T elecommunications ， Establish唱
ment and En terprise Census of Japan （２００１）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chusho畅 meti畅 go畅 jp／sme ＿ english／ ou t line／０７／０１畅 html
表 11唱4 　日本企业生产率指标 （各产业合计）

企业

种类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增加值

（十亿日元）

SMEs
大型

企业

１５８ ７１５
（５７畅 ２ ％ ）
１１８ ５５８
（４２畅 ８ ％ ）

１４７ ３８４
（５４畅 ６ ％ ）
１２２ ３３６
（４５畅 ４ ％ ）

１５２ ９０７
（５５畅 ５ ％ ）
１２２ ７５４
（４４畅 ５ ％ ）

１５３ １５１
（５６畅 ６ ％ ）
１１７ ２６２
（４３畅 ４ ％ ）

１４８ ０３４
（５５畅 ３ ％ ）
１１９ ６９７
（４４畅 ７ ％ ）

１５３ ４０４
（５５畅 ５ ％ ）
１２３ ２２５
（４４畅 ５ ％ ）

１４０ ３５７
（５４畅 ６ ％ ）
１１６ ５３４
（４５畅 ４ ％ ）

１３８ ７１７
（５３畅 ８ ％ ）
１１９ １５２
（４６畅 ２ ％ ）

增加值的

生产率

（千日元）

SMEs
大型

企业

４ ９９３

１０ ０３２

４ ８４０

１０ ２８７

４ ８９４

１０ ２６５

４ ８３７

９ ６９６

４ ６０２

９ ８３１

４ ５７３

１０ ４２５

４ ４８３

１０ １０９

４ ５５８

１０ ２２８

　 　 资料来源 ： Minis t ry o f Finance ， Financial S tatemen t S ta tis tics o f Corpora tions by Indus t r y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chusho畅 meti畅 go畅 jp／sme ＿ english／ ou t line／０７／０１畅 html
注 １ ： SMEs 是根据资本在 １ 亿日元以下定义的 ， 大型企业是根据资本在 １ 亿日元以上定义的
注 ２ ： 增加值的生产率 ＝ 增加值／ （雇员人数 ＋ 管理者人数）

中小企业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其面临的融资环境比大企业差 ，更容易
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 ２００４年之前几年的日本经济衰退中 ， 向中小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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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贷款未偿余额是下降的 ，从 ２００３年 ３月初的 ２ ７４１万亿日元到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底
的 ２ ６０３万亿日元 ，下降了 ５畅０ ％ ，超过同期向大企业的贷款未偿余额的下降幅
度 （３畅６ ％ ） ，如图 １１唱１所示 。

图 １１唱１ 　日本金融机构向不同规模企业提供未偿贷款余额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 prepared by SME Agency based on BOJ ， Monthly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 tatis tics

and o ther sources
转引自 ： http ：∥ w ww畅 chusho畅 meti畅 go畅 jp／pamflet／hakusyo／h１６／download／２００４hakusho ＿ eng畅 pdf

在日本传统的金融体制下 ，中小企业的贷款主要由私营金融机构承担 ，包括
城市银行 、地区银行和信托银行 （合称为当地银行 Domestic Banks） 、 信用联合
会 （Credit Associations） 和信用合作社 （Credit Cooperatives） 。 由当地银行提
供的中小企业信贷主要集中于有良好声誉的中小企业 ，其提供给中小企业的信贷
额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 ，易于波动 ；而信用联合会和信用
合作社专注于提供中小企业贷款 。 三家政府金融机构 （Government唱affiliated fi唱
nancial institutions） ，包括日本小企业金融公司 JASME （Japan Finance Corpo唱
ration for Small Business） 、 国家生命金融公司 NLFC （National Life Finance
Corporation ） 和商工中金 （Shoko Chukin Bank） ，起到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
补充作用 。

在 ２００４年前几年的日本经济衰退中 ，尽管在 ２００２年之前各金融机构提供给
中小企业的贷款未偿余额基本都是下降的 ，政府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未偿余额相
对来说下降较小 ，保持稳定 。从 ２００３ 年下半年开始 ， 政府金融机构 、 信用联合
会和信用合作社提供的中小企业贷款未偿余额都出现小幅上升 ，但当地银行提供
的中小企业贷款占总贷款比重较大而且继续下降 ，使中小企业贷款未偿余额整体
下降 。如图 １１唱２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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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唱２ 　日本不同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未偿余额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 ： prepared by SME Agency based on BOJ ， M onthly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 ta tis tics

and other sources
转引自 ： http ：∥ www畅 chusho畅 meti畅 go畅 jp／pamflet／hakusyo／h１６／download／２００４hakusho ＿ eng畅 pdf

三家政府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占总贷款的 １０ ％ 左右 。 如表 １１唱５ 所
示 。他们各有不同的使命 ：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司的职责是向中小企业提供长期
贷款 ，国家生命金融公司的职责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改进公共卫生水平 ，商工中金

表 11唱5 　日本各金融机构提供中小企业的贷款未偿余额 （截至 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３１日）

金融机构种类 金融机构名称 提供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未偿余额 所占百分比

（单位 ： 万亿日元）

私营金融机构

当地银行 １８２ １４８ ７０畅 ６ ％

信用联合会 ４０ ５８０ １５畅 ７ ％

信用合作社 ９ １２３ ３畅 ５ ％

分类合计 ２３１ ８５２ ８９畅 ８ ％

政府金融机构

日本中小企业金融公司 　 ７ ５５７ ２畅 ９ ％

国家生命金融公司 　 ８ ９０８ ３畅 ５ ％

商工中金 　 ９ ８１１ ３畅 ８ ％

分类合计 ２６ ２７６ １０畅 ２ ％

总 　 　 计 ２５８ １２９ １００畅 ０ ％ 　

　 　 资料来源 ： compiled from Bank of Japan ， M onthly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 ta tis tics and other sources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kokukin畅 g o畅 jp／m／１３ ＿ english／pdf／ repor t２００４／profile ＿ ２００４畅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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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是促进中小企业与其他组织的合作 。国家生命金融公司 （NLFC） 是一家
完全由日本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 。 根据 NLFC 法律 ， 其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 ，
更像一家国家公共机构而非商业机构 ，任务在于向难以获得私有金融机构贷款的
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 NLFC 主要通过两个机构开展活动 ： 人民金融公司 （ the
People’s Finance Corporation） 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和环境卫生商业金融公司
（the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Business Finance Corporation ） 向中小企业提供
改进卫生标准的贷款 。 其行为必须符合由 NLFC 法律规定的经营准则 ，对借款
者资格 、贷款条件等方面都必须满足法律规定 。每季度国家生命金融公司都向财
政部长 （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及健康 、 劳工和福利部长 （ the Minister of
Health ， Labor and Welfare） 提交经营及筹资计划 ， 其赢利要上缴财政部 （ the
National T reasury） ，并要像其他公共机构一样接受审计署 （the Board of Audit）
的审计 。 NLFC共向中小企业提供五种贷款 ： 普通贷款 （General Loans） 、 特别
贷款 （Special Loans） 、管理提高贷款 （Managerial Improvement Loans） 、 环境
健康商业贷款 EHB （Environmental Health Business Loans） 和补贴债券担保贷
款 （loans secured by subsidy Bonds） ，其中环境健康商业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９ ％
左右 。如表 １１唱６所示 。环境健康商业贷款 EHB主要向餐饮 、理发 、美容和洗衣
等行业的中小企业提供 ， 目的是帮助他们达到卫生标准 ， 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
EHB贷款共三种 ：普通贷款 、商业改进贷款和 EHB项目的管理改进贷款 。只要
接受过环境健康商业联合会和其他相关组织的管理指导 ， EHB 项目的管理改进
贷款就可以无须担保人和抵押品而申请 。 如表 １１唱７ 所示 。 环境健康商业贷款未
偿余额中餐饮 、宾馆行业所占比例较高 ，如表 １１唱８所示 。

表 11唱6 　 NLFC向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未偿余额 （截止 ２００４年 ３月 ３１日）

贷款类型

数 　 　 量 金 　 　 额

贷款个数
所占百分比

（ ％ ）
贷款金额

（十亿日元）
所占百分比

（ ％ ）

向中小企业

提供的商业

贷款

普通贷款 ９０８ ００６ ２８畅 ９ ４ ７６１畅 １ ４７畅 ３

特别贷款 ３７３ ４４６ １１畅 ９ ２ ５８６畅 ９ ２５畅 ７

管理改进贷款 ３１３ ７８４ １０畅 ０ ６４４畅 ９ ６畅 ４

环境健康商业贷款 （不包括 EHB
项目的管理改进的贷款）

１８３ ６１５ ５畅 ８ ８８９畅 ７ ８畅 ８

EHB 项目的管理改进贷款 １７ ２２６ ０畅 ５ ２５畅 ８ ０畅 ３

分类合计 １ ７９６ ０７７ ５７畅 ２ ８ ９０８畅 ４ ８８畅 ５

教育贷款 １ ２３２ ８３９ 　 ３９畅 ２ １ １１３畅 ０ １１畅 １

养老金贷款 １０９ ２６０ ３畅 ５ ４５畅 ７ ０畅 ５

其他贷款 （如补贴债券担保贷款） ３ １２３ ０畅 １ ２畅 ０ ０畅 ０

合 　 　 计 ３ １４１ ２９９ １００畅 ０ １０ ０６９畅 ４ １００

　 　 资料来源 ： Annual Repor t ２００４ Business Review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kokukin畅 g o畅 jp／m／１３ ＿ english／pdf／ repor t２００４／business ＿ review ＿ ２００３畅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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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唱7 　 NLFC提供的环境健康商业贷款条件 （２００４年 ８月 １１日）

贷款种类 贷款目的

贷款期限和条件

最高金额

（百万日元）
期 　 　 限 年利率 备 　 　 注

普通贷款 改善环境健康 设备基金 ： ７２ 小于等于 １３ 年 ０畅 ８５ ％ ～ １畅 ８５ ％
需要担保人或抵

押品

商业改进贷款 改善环境健康
设 备 基 金 ： １５０
运营基金 ： ５７

设备基金 ： 小于
等 于 １８ 年 ； 运
营基金 ： 小于等
于 ７ 年

０畅 ８５ ％ ～ ２畅 ０５ ％
需要担保人或抵

押品

EHB 项 目 的 管
理改进贷款

改进在有卫生要

求行业的公司管

理

５畅 ５ （额 外 贷 款
限额 ： ４畅 ５）

小于等于 ７ 年 １畅 ４５ ％
无须担保人或抵

押品

　 　 资料来源 ： Annual Repor t ２００４ Abou t N LFC
转引自 ： ht tp ：∥ w w w畅 kokukin畅 g o畅 jp／m／１３ ＿ english／pdf／ repor t２００４／profile ＿ ２００４畅 pdf

表 11唱8 　 NLFC环境健康商业贷款未偿余额 （按行业） （十万日元）

行 　 　 业 FY１９９９ FY２０００ FY２００１ FY２００２ FY２００３
餐饮 ５２６畅 ４（４７畅 ２ ％ ） ５２１畅 ９（４７畅 ８ ％ ） ５０８畅 ６（４８畅 ５ ％ ） ４８０畅 ３（４８畅 ９ ％ ） ４５１畅 ０（４９畅 ３ ％ ）

宾馆 ２６６畅 ８（２３畅 ９ ％ ） ２５５畅 ２（２３畅 ４ ％ ） ２３７畅 ０（２２畅 ６ ％ ） ２１６畅 ７（２２畅 １ ％ ） １９６畅 ５（２１畅 ５ ％ ）

美容院 １１２畅 ８（１０畅 １ ％ ） １１５畅 ４（１０畅 ６ ％ ） １１４畅 ８（１１畅 ０ ％ ） １１２畅 ０（１１畅 ４ ％ ） １０９畅 ８（１２畅 ０ ％ ）

理发店 ８７畅 ７（７畅 ９ ％ ） ８５畅 ５（７畅 ８ ％ ） ８０畅 ８（７畅 ７ ％ ） ７５畅 ９（７畅 ７ ％ ） ７１畅 ５（７畅 ８ ％ ）

公共浴室 ６４畅 ７（５畅 ８ ％ ） ６１畅 ０（５畅 ６ ％ ） ５４畅 ２（５畅 ２ ％ ） ４９畅 ４（５畅 ０ ％ ） ４４畅 ２（４畅 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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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美国政府的中小企业环境保护战略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中期以后 ，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工业规模的
急剧扩大和各种能源的大量开采和使用极大的影响了大气和水体的质量 。而现代
化的生产过程产生了一些新的合成物质 ，这些物质对生态系统来说 ，影响是不确
定的 ，有些甚至会导致某些物种的灭绝 。由于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 ，公众开始追
求一个清洁 、安全的舒适环境 。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 ，各国政府纷纷建立了
环境保护机构 ，但是保护环境要用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才最有效呢 ？由于国民经
济中中小企业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所以下面我们就以美国为例来讨论政府
对中小企业的环境战略 。

第一节 　美国环境保护概况

美国 １８９９ ～ １９４８ 年期间 ， 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 ， 加上联邦
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 ，因此 ，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 。管制职能主要靠
地方政府行使 ，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 。从整体来说 ，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
平衡 。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０ 年期间 ， １９４８ 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 ， 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
入环境保护 。 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０ 年期间 ，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 。 １９７０ 年 １２月 ２
日美国政府正式设立了 EPA ， 其宗旨是保护人类健康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 ——— 空气 、水和土地的安全 。 １９７２ 年颁布了净水法 。由于财政经费充足 ， 加
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 ，环保手段大大强化 ，进一步提高了环保系统各
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 。但是 ，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 ，引起了美国朝野的
极大关注 。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 ，在一些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变得
十分突出 ：一方面法律要求这些地区改善空气质量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会使空
气进一步恶化 。环保局不得不禁止更多新企业 （排放超标污染物的企业） 进入该
地区 ，直到当地空气质量达标为止 。通过阻止经济增长来解决空气质量问题 ，显
然不受政府和国会的欢迎 ，因而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目前 ，美国主要应用了以
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 ，也叫做环境经济政策 。这种管理模式 ，将治理污染 ，改
善环境的决策权也从政府转交给了中小企业 ，更好的协调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 ，这使得政府方面的环境管理更为灵活 ，适用于不同条件和发展水平
的企业 。美国政府的环境政策主要有命令 —控制型的环境政策 、环境经济政策 。



强制执行的各类环境法规又称命令 —控制型的环境政策 ， 包括各种环境标
准 ，必须执行的命令和不可交易的配额 。在命令 —控制型管制下 ，管制者只需给
出所要求的控污标准 ，命令企业执行即可 ， 企业几乎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
但是执行这类政策往往需要企业高额的处理成本 ，让中小企业难以承受 。此外许
多的污染管制还被越来越多的政府不灵所左右 。由于命令控制管制通常不允许企
业 、区域 、产业之间存在差别 ，因而管制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 、城市和农村 、高
污染和低污染产业都是 “一刀切” 。例如 ： A 企业的一吨污染净化成本仅为 B 企
业的 １／２ ，但两个企业都被要求达到同样的标准 。 结果低成本的企业就不会有任
何意愿减少污染 。于是实际上污染治理的成本在不必要的增加了 。 １９７０年的 枟空
气清洁法枠 将三种主要污染源的规定排放量降低了 ９０ ％ ， １９７７年 ，要求新的厂家
必须减少 ９０ ％的硫化物排放量 。根据过去几十年中公布的一系列管理条例 ，厂商
们必须逐步停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 。这就是典型的命令 — 控制型政策 。

环境经济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 。这种管理模式 ，不需要全面监控
企业的微观活动 ，从而可提高政府效率 ，也可降低治理成本 。而治理污染 ，改善
环境的决策权也从政府转交给了中小企业 ， 这使得政府方面的环境管理更为灵
活 ，适用于不同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企业 。 根据市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作用不
同 ，环境经济政策又分为 “调节市场” 和 “建立市场” 两类 。 “调节市场” 是利
用现有的市场来实施环境管理 ，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排污收费 ， 也即征收环境
税 ； “建立市场” 在美国的中小企业环境战略中则主要体现为排污权交易 。 许可
证交易政策成为目前美国应用的最广泛 ，也最为成功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 。

一 、美国政府的环保措施

美国工业界认为 ，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 ：产生尽可能少的废料 、提
高生产率 、采用最低的原材料成本 、减少有害物质的产生以及降低产品单位成本
的能耗 。其他国家和美国自己的规章制度 、立法和消费者的消费取向等诸因素都
将使工业向着 “绿色” 生产和 “绿色” 产品方向发展 。

为鼓励美国环保工业的发展 ，并带动其他工业向着 “绿色” 生产方向发展 ，
加强美国工业向绿色产品的开拓 ，美国政府从政策 、研究计划 、组织协调等方面
提出具体措施 ，加强政府的导向作用 ，推动美国环保技术产业的发展 。

（一） 制定国家环境政策

国家环境政策的主导思想是保护环境和刺激有利于环境保护新技术的发展 。
环境政策包含三个方面 ：

１畅 环境研究和监测
对环境破坏的评估和监测方面 ， 美国宇航局 、 科学基金会 、 海洋大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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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能源部 、内政部 、环保局为主要参与单位 。这些单位的活动由联邦科学工程
技术协调委员会协调 ， 具体协调工作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 （OSTP） 负责 ，
OSTP协调工作主要侧重于对地方和区域环境问题研究的协调 ； 对环境研究成果
与其他联邦机构研究工作和政策决策过程有机联系的协调 。

２畅 环境规章
美国政府环境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在应用规章和经济刺激措施来促进环境保护

方面寻求更为有效的路子 。现在有一种共识 ： 美国必须摆脱以往 “命令加控制”
式规章制度 ，寻求更为灵活的 、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法 。

１９９２年颁布的清洁空气修正法案中 “排污贸易系统” （排污指标可以相互贸
易交换 ，即排污权交易制度） 则是典型的一种 。这方面将以白宫环境政策办公室
和环保局为主 ，能源部 、内政部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助 。

３畅 环境技术项目计划
美国总统坚信 ，技术可以为美国目前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在

１９９３年 ２月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发布的名为 “美国经济增长所需技术 ———建设经
济实力的新方向” 的文件中阐明了联邦技术项目计划的框架 ，而环境技术正是此
框架中的关键部分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是联邦技术基本计划的主要协调者 。

（二） 环境技术

美国联邦政府认为 ，环境技术具有广泛含义 ，包含所有的关键技术 ，如国防
部 、商务部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几乎每一个国家所确定的对其经济发展和国
家安全有益的关键技术大致是 ： 先进材料 、 先进的制造加工 、 计算机和电信技
术 、微电子 、生物技术 。因而无法给 “环境技术” 一个严格的定义 ，也不能把它
与其他技术分割开来 。

环境技术可分为两类 ：深绿色技术和淡绿色技术 。深绿色技术指专门解决环
境问题的技术 。如专门去除水中铅和碳氢化合物的过滤器或处理工艺 、催化转化
剂等 。淡绿色技术具有很多用途 ， 大部分与环保没直接联系 。 如先进制造技术 ，
主要是为降低废品率和改进产品质量 、 提高生产率 ， 而同时也减少了废物和能
耗 。从长远观点看 ，淡绿色技术比深绿色技术具有更好的环保效果 。美国政府认
为 ，要使环境技术政策更有效 ，应促进开发和应用这两种绿色技术 。

１畅 环境技术和技术政策
为加速环境技术开发 、推广和应用 ， 政府的努力可分为五个方面 ： ① 开发

和示范新的环境技术 ； ② 利用联邦政府购买力刺激环境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开发 ；
③ 支持商界将环境技术商业化或出口环境产品和服务 ； ④ 更新环境规章 ， 鼓励
使用新的环境技术 ； ⑤ 培训从事环境技术的科学家 、工程师和经理 。

美国政府正在进行的工作有 ： 增加能源部 、 环保局等有关机构开发环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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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节能技术和能源替代技术的联邦拨款 ；贯彻执行能源税 ，减少能耗及伴随的
污染 ；扩大节能计划 ３５ ％ ，改善联邦机构建筑 ， 接受联邦补贴的住房 、 运输及
工业的节能状况 ；扩大美国环保局的绿灯计划和其他类似计划 ，以鼓励更多的企
业应用高效照明灯 、节能计算机和其他节能设备 ；加速有毒废物场的清理 。

２畅 环境技术和联邦技术基本计划
美国政府认为 ，在新的环境技术方面投资的最有效方法 ，是使绿色技术的发

展成为政府整个技术计划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 这样 ， 由国防部 、 航空航天
局 、商务部 、农业部等联邦政府机构资助的科研人员在开发新技术时 ，就会考虑
到他们的发明在环保方面的应用 。而现在政府部门下达的研究计划太局限于各部
门自己的任务 。有些实验室开发的技术有可能用于其他部门或行业 ，这种机会却
经常白白浪费 。如国防部实验室开发的一种神经毒气检测传感器可用于检测空气
污染 ，但既无人也无钱用来探索这种可能性 。很多情况下 ，解决环境问题不需要
开发新技术 ，只是个现有技术的应用问题 。

为加强环境技术开发 ， 联邦政府决定 ， 由美国环保局牵头制定一个 “多部
分” 计划 ，此计划旨在在政府各有关部 （如商务部 、 能源部 、 自然科学基金会 、
农业部 、航空航天局） 之间建立联系 。这样环保局的政策制定者就会很清楚地知
道 ：联邦各部技术项目计划研究开发的成果中 ，什么技术可用于减少污染 ，什么
技术不能 。另一方面 ，使国家实验室 、大学 、工业界里由政府资助的科研人员明
确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何处能应用在环境保护上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科研单位可
与环保局一起预测和开发满足将来环保规定所需要的技术 。日本在这方面已先走
一步 ，为贯彻蒙特利尔协议 ， 限制 CFC 和其他臭氧层破坏物质 ， 日本政府已与
工业界紧密合作开发新的替代品 。美国也已有这方面的例子 ，如宇航局正与飞机
制造工业界合作集中力量减少飞机噪音 。在部与部的合作方面宇航局与环保局已
签署谅解备忘录 ，建立合作研究网络 ，以共同分享各自的技术和研究成果 。

环境保护局知道哪些环境问题最为严重 、紧迫 ，而其他部门的研究者 、工程
师又明确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 这样两者结合 ， 通过这样一种机制 ，
就可以大大增强联邦技术计划的作用 。这些资金的投向是 ：一小部分用于国家实
验室 ，大部分将通过现有的计划渠道 ，如商务计划 、卫生部的 Superfund 研究计
划等 ，以拨款 、项目合同等形式下达到工业界 、 大学中研究前沿技术的研究者 。
这个多部计划的优点是 ：在联邦科研人员与环保局专家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保
证了项目是解决关键环境问题之需要 ；加速了商务部 、能源部 、农业部等有关部
的联邦技术项目计划的 “绿化” ， 将环境技术列入了联邦研究机构的正式日程 。
最为重要的是 ，利用现有计划渠道和科研人员来执行这个计划 ，能收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 。以上计划 ，包括今后五年对环境项目新增的投资 ，是美国政府总体环境
战略的关键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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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环境技术与贸易
据统计 ，全世界环保产品市场 １９９０ 年为 ２ ０００ 亿美元 ， 到 ２０００ 年将达到

３ ０００亿美元 ，现在美国占有的市场很小 。 为改善这种状态 ， 美国商务部已成立
了一个综合工作小组 ，该小组将分析促进和阻碍美国技术能力 、美国公司商务发
展的因素 ，这些阻碍因素有些可能存在于环境规章制度本身 ，有些则可能与一些
促进组织有关 。此小组将与商界代表 、贸易协会领导以及大学 、研究机构中熟悉
国内外市场的专家密切协商 ， 在战略的形成和贯彻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 。然后就改善美国环境产业公司的国内实力和出口竞争力向政府提出具体建
议 ，其建议将由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执行 。

二 、美国中小企业的环保融资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过程中 ，在不断地消耗或破坏着
环境资源 。为了保证环境资源的再生和永续供给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
就必须对消耗或破坏的环境资源进行再生和修复 ， 对已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和
保护 。

目前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污染防治的成本就成为关键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
面临着经济和技术的双重难题 ，如果现有污染防治技术的建设和运行成本不能控
制在污染防治成本空间内 ，污染防治必然会被各种保护手段所抑制 。因此 ，针对
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仅靠监管和压力是不够的 。必须在一定的压力下 ，考
虑建立一定的经济激励措施 ，即研究合适的融资机制 ，以降低企业污染防治的内
部成本 ，激发企业污染防治的内在动力 。 美国中小企业通常的融渠道有以下
几种 。

１畅 政府
一般说来中小企业可以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一些的环保投资 ，如国家的基本

建设基金 、企业技术改造基金等 。对于一些采用了清洁技术的环保型中小企业 ，
政府还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但是 ，政府的环保投资主要用于公益性很强的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 ，跨流域的环境综合治理等 。因此 ，政府投资并不是美国中小企
业环保融资的主要手段 。

２畅 资本市场
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是目前解决美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根本所在 。企业通过

发行债券 、股票等形式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用于本企业的环境治理 。例如 ，产业
投资基金是一种主要对未上市企业直接提供资本支持的基金 。而资产证券化回购
融资 （Asset Backed Securitization ， ABS） ，它以目标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 ，
以该项目未来的收益为保证 ， 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筹措资金 。 在 ABS
方式中 ，项目资产所有权根据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 ，由原始权益人转至特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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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 SPC通过证券承销商销售资产支持证券 ， 取得发行收入后 ， 再按资产买
卖合同价格支付给原始权益人 。从而将原始权益人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可变
现的金融产品 ，回笼现金 ，投入再生产 。

３畅 排污许可证交易
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是将环境资源转化为商品并将其纳入市场机制的一种控

制环境污染有效的经济手段 。即在一定区域内确保污染负荷不变 、确保环境质量
水平的前提下 ，企业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的交易 ，企业也可以通过卖出自己的部
分富裕排污权来获取资金 ，用于进一步治理本企业的污染 。

三 、美国政府和企业的环保职责的界定

美国通过两部环保法律 ，很好地界定了联邦政府 、地方政府 、企业三者之间
的关系 。

１畅 政府通过法律保护 “绿色”
美国环保法主要有两部 ： 枟清洁水法枠 和 枟清洁空气法枠 。环境执法机构是美

国国家环保局 。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 在美国的政府架构中享有独特的地位 。
它有自己独立的执行机构 ，叫做绿色警察 。他们还有自己的法庭 。根据美国联邦
的一些环境法的规定 ，重大的罚款事件 ， EPA 只能做出一个处理的决定 ， 最后
的决定是由法庭来做出的 ，如果说企业对 EPA 的决定不服 ， 企业就可以直接到
联邦法院去告 EPA 。

除行政行动外 ，环保局也采取必要的民事行动 ，把违法者告上法庭 。民事行
动的主要对象是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比较严重危害的而且有着多次违法记录的

违法者 。在民事诉讼中 ，代表环保局的是美国司法部的律师 。 在 １９９６ 年度 ， 美
国环保局采取了 １ ２８０次民事行动 。最后一种执法方式是刑事处罚 。行动对象是
最严重的违法者 ，惩罚范围从罚款到判刑 。 在所有的行政 、 民事 、 刑事行动中 ，
美国环保局都向外公开细节 。每次环保局总部和大区的新闻发布会都有报道 。

对于地方政府 ，环保局和媒体都可以齐声问责 。在 １９９８年和 １９９９年 ，美国
环保局针对 １９９６年奥运主办城市亚特兰大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对当地河流
造成的严重污染采取了严厉的行政和民事行动 。 结果亚特兰大被处罚的总额为
３２０万美元 。

２畅 企业不被动守法
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 ，他们的环境守法不像中国那样被动 。以能源业的美孚

石油和制造业的固特异轮胎为例 。他们在法律出台前 ，如果认为这个法律不利于
自己 ，就会利用自己的团体来影响国会 ，尽量防止通过这样的法律 。有时候制定
的标准过于严格 ，有关的企业和部门就会去诉讼 。但如果法律还是通过了 ，那么
就必须遵守 ，除非又有新的立法推翻旧法 。美孚石油有其独特的监控体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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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要确保生产过程中各种环境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不要出任何违反法律
的问题 。环境守法的主动性非常强 。固特异公司的法律主管十分精通美国的环境
保护法 ，甚至对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法也很在行 。因为他们关注法律对生产成本
的影响 ，这些美国公司不会违犯法律 ，而是会在法律的要求下为企业谋求利益最
大化 。

在美国 ，产业的升级和转移受环保法律和环保意识的影响 ，但是更受整体经
济环境影响 ，政府一般不会划出某个地区做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议 ，但是政府会
用补贴等方式引导企业的选择 。比如 ， 如果某农场引进了本地没有天敌的作物 ，
获利不少 ，但是一些本地特有的植物被新物种边缘化 ，那么当地政府会和那位农
场主商量 ，给予补贴以换取他同意更改作物 。 至于一些产业升级导致环境恶化 、
城市废弃的情况 ，美国政府只能保证这个城市不再恶化 。 比如克里夫兰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年代以前是个非常大的重工业城市 ， 现在当地人自己都不愿意生活在这个
城市 。这个城市许多破产企业的厂房设备没有人买 ，因为美国法律规定 ，谁买谁
就要治理污染 ，污染治理成本太高 ，所以只能任由它们废弃 。

第二节 　美国政府的中小企业环境战略

一 、中小企业污染治理概况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都起着战
略性作用 。目前 ，美国有大约 ２ ３００万家企业 ，其中 ９９ ％为中小企业 ，其产值约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０ ％ 。近年来 ，美国新就业人口中的 ８０ ％都为中小企业吸收 ，
中小企业已被称其为 “美国经济的脊梁” 。

中小企业是美国最具活力 、成长最快的产业形式 。许多知名的大企业都是从
小企业发展起来的 ，如沃尔玛 、微软等 。美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 ，小企
业的创业精神和自由竞争是美国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 中小企业在结构转型 、
技术创新 、吸纳就业 、减轻经济周期带来的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 。更重要的是小企业在增加出口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因为小企业所生产和提
供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 ，往往具有高超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 ，在瞬息万变的
国际市场竞争中 ，往往以其自身的机动灵活性 ，比大企业更容易进入较小的国外
市场 ，尤其是美国高科技小企业 ，其产品极具竞争力 ，由于产品的高附加值通常
能获取十分丰厚的利润 。但是中小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整个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存在不协调的一面 。主要矛盾在于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能
否解决好中小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事关经济发展的整体质量 。

中小污染企业具有以下特点 ： ① 由于不具有规模经济 ， 增加的环境治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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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不能因为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环境成本相对降低 ，反而由于一般治污设备
造价都很高 ，导致治污运行成本投入很大 ，产品成本得不到市场的价格认同降低
了竞争力 。因而中小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 ② 与行业有直接关系 。 例如 ，
对于工业水排放 COD 这项污染物指标 ， 超标排放企业主要分布在造纸 、 制革 、
电镀 、印染等行业 。这些行业资本门槛和技术门槛低 ， 从经济上看治污无动力 ，
从监管难度上看治污无压力 ， 从技术上看治污有难度 。 因此构成了点成面的污
染 ； ③ 与企业的资金来源有关系 。 由于中小企业经济实力较弱 、 商业融资成本
高和信贷风险大等原因 ，资金凑集比较困难 ，一些甚至刚够维持生产运行 ，这也
让环境治理成为空谈 。

在中小企业污染治理中 ，资金的筹集和运作是一个难题 。由于融资困难 ，中
小企业往往污染防治设施不到位或建设后无法正常运行 、无法达到环境法规的要
求 。由于不可能简单地采取关停手段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因此需要拓宽中小企
业的污染防治融资渠道 。总结起来 ，美国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融资机制可以包括
三个方面 ： ① 由政府直接筹集资金 ，建立专门的政策性扶持机制 ； ② 依靠政策
支持 ，建立商业性融资扶持机制 ，该类机制扶持的内容可以将中小企业发展和污
染防治结合起来 ； ③ 制定中小企业污染防治优惠政策 。

１畅 政府筹资
这种模式主要是指建设资金由政府负责筹集 ，污染治理设施的管理也由政府

有关部门负责 。政府筹集资金主要通过污染企业集资 、政府财政补助 、国债 、政
府担保下的银行贷款和国有公司参股等方式 。建成后由专业化污染治理企业进行
管理运营 ，其设施的日常运行 、大修 、设备更新的费用来源于污染企业缴纳的处
理费 。处理费的价格核算按照治污的全额成本核定 。

２畅 政府支持 ，市场融资
这种模式投资者既不是政府 ，也不是排污企业 ，而是第三方市场主体 。政府

所起的作用就是利用其政策上的扶持吸引市场资金 ，并利用其监督管理 、规范市
场的职能对市场资金进行引导规划 ，政府根据污染治理的需要明确工程规模 、进
水浓度 、排放标准 、收费价格及其他内容 ，同时给予投资者局部经营垄断等承诺
和其他优惠 ，设施的建设和日常运营管理由投资方自行安排 。

３畅 污染企业联合建设和运营
这主要是相同或相似产品结构的中小企业园区所采用的一种治污方式 ，其主

要特点是依托骨干企业 、工业园区实行污染集中治理 。根据 “污染者付费” 的原
则 ，治理资金主要以污染企业自筹的资金为主 ，银行贷款 、申请污染源治理补助
资金为辅 。在这一模式下 ，还有一种融资方式是由园区中较大企业或大公司出资
建设污水处理工程和厂房 ，各小厂承租或购买厂房 ，废水由大厂集中处理 ，收取
处理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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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污权交易

（一） 排污权交易的概念

排污权交易 ，是指在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条件下 ，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
利即排污权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出 。 “排污权交易” 制度最早
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 （Dales） 于 １９６８ 年提出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开始在美国
推行 。 １９７９ 年 １２月美国国家环保局 （EPA） 开始在大气 SO２ 控制项目中推行 ，
以后逐步扩展到水污染 、汽油铅污染 、机动车污染等控制项目中 。排污权交易的
基本思路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 ，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和卖
出 ，由此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 。其操作步骤是 ：首先 ，政府机构要评估出一定区
域满足环境要求的污染物最大允许排放量 ，并将其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 ，即
若干排污权 。其次 ，政府用销售 、出租 、拍卖或馈赠等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权利分
配给企业 。最后 ，污染治理成本低的企业可以采用污染物处理技术 ，降低本企业
的污染物排放总量 ，并将剩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中出售而获利 ；污染治理成本高的
企业则可以不治理或少治理 ，不足的排污权从市场中购买 。如此便形成一个排污
权交易的市场 。

通过排污权交易这种方式 ，可以发挥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和排污企业这两个方
面的作用 ，使防治污染活动的各参加者扮演自己最擅长的角色 ，解决了指令控制
方式所造成的信息与动机之间的矛盾 ，极大地调动排污企业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
的方式以削减排污总量的积极性 ；各污染源单位和个人注意降低自己的污染治理
费用 ，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注意控制排污权交易使之与满足排污标准的目标相一
致 ，最终降低了所有污染源即整个社会治理污染的费用 。目前 ，排污权交易已经
成为美国政府的中小企业环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着重介绍排污权交
易的内容以及政府和企业在排污权交易中所起到的作用 。

（二） 排污权交易的内容

历经 ２０多年的实践 ，美国形成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排污权交易体系 。 我们根
据交易的体系设计特点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演变 ，将美国对中小企业所实施的交
易分成两类 ：排污信用交易和总量控制型排污权交易 。

１畅 排污信用交易
这种模式可以描述为 ： 环境管理部门制定污染源的污染排放基准许可水

平 ， 当一个污染源的实际排污水平低于这个许可水平 ， 并产生一个永久性的排
污削减 ， 它就可以从环境管理部门那里获得排污削减信用 （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s ， ERCs） 。在获得管理部门的批准后 ， 使可交易此 ERCs 。 在此体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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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削减由污染源自愿进行 。但在交易前必须要经过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 ，获准
后才能进行 。

ERCs体系以现存的管理体系为基础 ，通过引入交易机制来引入一定的灵活
性 。它依据污染源现时的污染水平和许可污染水平之差来发放排污权 ，对于每一
单位低于标准的污染削减 ，污染源将获得一个单位的削减信用 。也只有削减的这
部分可以参加交易 。信用的产生是事后的 ，即削减已经发生 ，污染源才能获得削
减信用 。污染源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加入交易计划 ，当然也可以只达到规定
的排放标准 ，而不产生削减信用 。它是美国排污权交易中传统的政策 ，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１） 气泡政策 ：美国的环境保护局于 １９７５ 年颁布的一些条例中首先采用了
该政策 。该政策的基本设想是可以把含有多个污染源的工厂看作是一个大的污染
源 。因此 ，可以把从某工厂的所有烟囱中排出的污染物看作是一个整体 。根据这
个政策 ，如果某工厂将从它所属的不同设施中排放的污染物的增量和减量抵消
后 ，总的排污量并未增加 ，那么 ，就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在气泡内部 ，允许
一些排放点增加排放 ，而另一些排放点则要更多地削减排放量 。从结果看 ，总的
排放量减少了 。比如 ， 美国罗德岛 Narragansent 电力公司下属两个发电厂 ， 以
前统一要求燃料石油的硫含量低于 １ ％ ，实行气泡政策后 ， 它的一个电厂改烧含
硫 ２ ％的石油 ，而另一个电场改烧天然气 。仅此一项 ， 该公司每年节省 ３００ 万美
元 ，减少石油进口 ６０万桶 ，减少 SO２ 排放量 ３０ ％ 。

（２） 抵消政策 ： １９７７ 年的 枟清洁空气法枠 的第 １７３ 节规定 ： 在 “未达标”
的地区内建设新的或改建 “主要” 污染源或将此类污染源投入运行者都必须持有
许可证 。这种许可证只有在现有的污染源所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大大地低于现行
的州执行计划允许的现有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的总量时才能颁发 ，以使得该类许
可证的颁发足以表明 “该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已获明显的改善” 。 因此 ， 虽然在
该地区增加了新的污染源 ，但是 ，所允许排放的每一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必
须有所减少 。因此 ，新建的或者改建的污染源只能取得相当于该州执行计划所允
许的排放量减去当时实际排放量后所得的那一部分差额量的排放许可证 。如果该
企业确实无法减少自身的排污量 ，也可以通过买卖合同向其他企业购买排污许可
证 。第 １７３节实施的结果是开辟了一个排污权的自由交易市场 。自 １９７９年以来 ，
联邦环境保护局允许将暂时不用的排污量以 “信用卡” 的方式存起来以便用来抵
消新建的污染源的排放量 。 １９９０ 年的 枟清洁空气法枠 中对排污权交易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 ，从初始排污权分配到许可的获得 、 许可的交易 、 受影响污染源的范
围 、监测要求 、超许可排放的处罚等做出了一个完整的可操作体系 。

（３） 银行政策 ： １９７９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又通过了排污银行计划 。 按照这一
计划 ，各污染源可存入某一时期富余的排污权 ，以便在将来合适的时间出售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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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它包括如下内容 ： “排放减少信用” 的所有权 ； “排放减少信用” 所有者的资
格 ；管理发放 、持有 、使用 “排放减少信用” 的条件 。除非污染源单位对 “排放
减少信用” 拥有产权 ， 否则它们将对超额治理污染失去积极性 。 １９８４ 年 ， 肯塔
基州杰斐逊县的排污银行有 １５ 个 “排放减少信用” 储户 ， 总计每年存有 １ ６７０
吨颗粒物 ， １９ ５１１ 吨二氧化硫 ， １ ３８４ 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 ３２２ 吨氮氧化物 ，
４８１ 吨一氧化碳 。 排污银行政策对排污权交易计划的实施有重大促进作用 ， 如
果没有排污银行 ， 污染源单位对污染物进行超额治理对本单位将毫无利益 ， 除
非正好同时有其他污染源单位需要抵消 。 如果排污银行政策要发挥其预期的作
用 ， 存入银行的 “排放减少信用” 应该成为公司的确实财产 ， 并应得到法律的
保护 。

（４） 容量节余政策 ：这项政策允许进行改建或扩建的污染源免于承担通常所
采用的更严格的污染治理责任 ，条件是在厂区内排污净增量并无显著增加 。 １９８０
年开始在防止明显恶化 （prevention of significant deterioration ， PSD） 地区和未
达标地区制定 ，随后又将该计划扩大到达标地区 。

２畅 总量控制型排污权交易
这种模式可以描述为 ：环境管理部门将污染排放总量 （某地区或某行业） 进

行划分 ，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发放给各个污染源 。污染源要以自由选择将得到的
许可证存入银行或用于交易 ，但是在一个计算期结束时它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许
可证来保证它在本期内的排污量 。这些参加交易的许可证是完全可流通的 。此计
划要求每个污染源拥有足够覆盖它在计算期内的排污量的许可证数量 。不能达到
这个要求的污染源将受到严厉的经济惩罚 ，而且还要补偿以往超量排污对环境造
成的损失 。

总量控制型的许可交易体系设定了排放总量的上限 ，该总量不能随着经济增
长而被突破 。这是所有以排放标准为基础的政策手段所不具备的特点 ，因为针对
各源的排放标准无法控制随着新源数量增加而导致的排放量增加 。信用交易体系
也是以各源排放标准为基础的 ，如果不严格限制每笔交易不带来新增量 ，就无法
控制排放总量的增加 。由于许可交易不需要基于某种技术标准 ，由许可确定的总
削减量可以 、而且通常都会超过现有技术标准决定的总削减量 ，就是说 ，总量控
制型的交易可以执行更严格的目标 。

许可证体系最典型的实践是美国在 １９９０ 年的 CAAA 枟清洁空气法案修正
案枠 中提出的 “酸雨计划” ，它是通过被称为 “SO２ 许可证” 的可交易排污权来
实现的 。一个许可证代表污染源可以排放 １ 吨 SO２ 的权利 ， 每年计划参加者根
据他们的基准燃料消耗被分配固定数量的许可证 。 许可证可以 １ ∶ １ 地与其他参
加者自由进行交易 ，不用的许可证可以存储以备将来使用 。连续的监测系统 、计
算机化的许可证跟踪以及严格的惩罚措施保证了计划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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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畅 排污信用交易与总量控制交易比较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 ，总量 —交易模式是更 “纯” 的排污权交易 。从其演变过

程来看 ，它代表着排污权交易的未来发展趋势 。但是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对于
具体情况中的模式选择还要考虑其他因素 ，诸如 ：政府的参与 、计划的实施和缺
席转移成本等 。

信用交易以原有管制体系为基础 ，是对原有管制体系的补充 ，目的是为管制
体系的实施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以推动已有计划的实施 。

许可交易体系则是相对独立于原有管制体系 ，例如许可的总量是根据一定的
环境管理目标确定的 ，可能比原有体系的目标更严格 ；许可的分配也不再基于已
有的技术标准 。但新的许可交易体系并不否定原有的管制体系 ，而是与已有环境
管理体系并存 ，构成 “多级管理体系” 。 例如 ，酸雨计划下的 SO２许可交易体系

与空气质量标准 （NAAQS） 、新源审查计划 （NSR） 、公共事业管理规定以及各
州对 SO２的限制等已有管理规定交叠共存 ； RECLAIM 计划也与 NAAQS 、 NSR
以及各州对 PM１０ （粒径在 １０ 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和臭氧的限制规定交叠共存） ；
同时许可交易体系部分替代了原有的管理手段 ，例如无须再规定企业达标的技术
手段 ，因此给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达标灵活性 。此外 ，许可交易体系改变了管理的
过程 ：管理者只需确定控制目标 、实施监测和执法 ，而由污染源自行选择达到目
标的手段 。

“信用” 的产生和使用一般要经过环保局的逐案认定 ， 交易成本较高 。 早期
的交易实践已经暴露出信用交易体系管理复杂 、交易成本高的问题 。例如证明削
减的成本 、分析空气质量效果和获得法规批准的成本等 ，估计占交易额的 ４０ ％ ，
从而使交易手段成本低的优势大打折扣 。 “许可” 产生的基准线是统一的 ， 无须
逐案认定 ，许可的交易也无须环保局审批 ，管理程序简单 ，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

信用交易通过允许污染源之间交易 ，充分利用了污染源之间因减排成本差异
造成的相对优势 ，并以此实现减排成本节约 ；许可交易不仅利用了不同污染源减
排的相对优势 ，而且由于没有具体减排技术的限制 ，赋予企业更大的灵活性来自
主决定减排方式 ，从而充分利用了相关减排资源之间减排成本的差异 ，例如 ，企
业可以选择燃料置换 、购买排污权 、上治理设施等多种办法 。所以许可证交易更
为灵活 。

（三） 排污权交易案例

１畅 解决酸雨问题 ： SO２ 许可交易计划

１９９０年 ，美国国会修改了 “清洁大气法” ， 对造成全美酸雨的二氧化硫和氧
化氮确定了一个全国指标 ， 在全国大发电厂中分配这些排放指标 （也称排放信
用） 。各大公司之间可以买卖这些排放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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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保护局没有告诉这些大电力公司如何减少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的排放

量 ，而是只规定了一个量化标准 ，让市场去决定怎样达到这一标准 。这样 ，在环
保局的规划下 ，排放二氧化硫过多的电力公司只能有几种选择 ：或者改换成天然
气 ；或者使用排放物较少的新技术 ；或者向其他电力公司买多余的排放指标 。这
种做法使排污较少的电力公司大为受益 ，他们可以出售多余的排放指标 ，作为使
用新技术的费用 。爱迪生电力公司估计为满足对酸雨的控制标准 ，该公司将投资
７４亿美元用于治理 ，但由于多次出售排放指标 ， １０ 年后 ，据公司专家计算 ， 他
们的实际花费仅为 ８畅７亿美元 。

据美环保局对 ２６３家大电站的跟踪统计结果 ， １９９０年这些大电站共排放 ８７０
万吨二氧化硫 ，实行排放信用后 ，尽管发电量增加了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却下降
到 ４５０ 万吨 。 在原来酸雨特别严重的西北和大西洋地区 ，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９ 年期
间 ，酸雨水平下降了 ２５ ％ 。

２畅 铅淘汰计划
１９８０年代初 ，美国确立了在规定期限前将汽油含铅量削减到原有水平 １０ ％

的目标 ，铅交易计划的目的在于为炼油厂达到该目标要求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
１９８２年环保局给各炼油厂发放了一定量的 “铅权” ， 允许企业在淘汰期之前的过
渡期内使用一定数量的铅 。 有些企业提前完成淘汰任务 ， 就可以将自己富余的
“铅权” 出售给其他的炼油厂 。在这种激励之下 ， 炼油厂会尽快削减铅含量 ， 因
为提前削减可以省出 “铅权” 来出售 。另外一些企业买到 “铅权” 后就可以用来
达到淘汰限期的要求 ，甚至在设备出故障时 ，也可以用买到的 “铅权” 达标 。而
不需要像以往一样 ，花费大量精力为淘汰期限是否合理而争执 。 １９８５ 年还建立
了 “铅” 银行制度 ，直到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铅淘汰计划完成才终止 。

铅交易计划在实现环境目标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交易行为十分活跃 ，企业间
交易的次数远远高于早期排污权交易中的表现 ， １９８５ 年全美超过半数的炼油厂
都参与了交易 。由于企业之间有交易的灵活性 ，提前完成了淘汰计划 ；而如果没
有提前淘汰的激励 ，企业总是等到不得不淘汰的时候才会执行淘汰任务 ，结果只
能导致更多的铅排放 。

３畅 减少臭氧层消耗物质
为保护臭氧层 ， １９８８年 ９ 月 ２４ 国签署了 枟蒙特利尔公约枠 ， 美国选择建立

可交易许可证体系的办法来履行其在公约下的承诺 。根据削减目标 ，美国所有主
要的受控物质生产商和消费商都以 １９８６ 年的生产或消费水平为基础 ， 确定了各
企业获得许可配额的基准线 。企业获得的许可配额可以在生产商和消费商之间转
让 ，而且只要环保局同意交易并相应调整买卖双方国家的许可数量 ，还可以与其
他签约国的企业进行跨国交易 。只要能够证明企业以合法的方式消除了某种受控
物质 ，企业就可以获得等量的生产许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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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不仅允许许可证的国际间交易和污染物间交易 ，
而且同时应用了许可交易体系和税收体系 。由于对该类许可的需求弹性较小 ，该
计划对供给的限制无疑提供了一种 “租” 形式 ，一种由法规导致的稀缺租 。通过
向七家主要的国内生产商分配许可 ， 环保局为这些厂商创造了数以十亿计的利
润 。为了吸收掉这些稀缺租 ，同时增加政府收入 ， 国会决定对其征税 。 １９８９ 年
枟收入调整法案枠 规定对所有生产 、使用或出售臭氧消耗物质的生产商和进口商 ，
在其出售或使用有关物质时征税 。征税除了让政府获得稀缺租之外 ，还加大了刺
激企业转向其他无害物质的力度 。

（四） 排污权交易对企业的影响

１畅 有利于企业降低达标排污的费用
在一定排污水平上 ，治理成本较低的排污者发现治理污染比购买排污权更经

济 ，治理成本较高的排污者则发现购买排污权比治理污染更合算 ，于是低治理成
本的排污者将排污权出售给较高治理成本的排污者 ，通过交易达到治理成本的最
小化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高于市场上排污权的价格 ，那么
它会宁愿买进排污指标而不愿花钱投资污染防治设施 ，反之亦然 。如果一个企业
污染治理的成本低于市场上排污权的价格 ，那么它十分乐意治理污染以节省排污
指标 ，并将其节余的排污指标在市场上出售以获利 。例如 ：削减 １吨二氧化硫排
放量 A 企业的成本为 １ ０００元 ， B企业为 ２ ０００ 元 ， A 企业削减 １ 吨二氧化硫的
成本比 B企业多 １ ０００元 。如果 A企业以 １ ５００元／吨的价格购买 B企业的排放指
标 ，不仅 B企业可通过转让排污指标获得经济效益 ， A 企业也可以低于自身治污
的成本实现其达标排放目标 ， A 、 B两家企业各得其所 ，而排污总量亦未增加 。

２畅 提高了企业投资污染控制设备的积极性
污染控制投资在技术上往往是整体性的 。要进一步减少一单位污染 ，通常需

要增加一大笔投资 。例如 ，购置一台设备 ，建设一座污水处理厂或开发一项清洁
生产技术 。而这些设备和新技术不仅可以处理增加的一单位污染 ，而且可以处理
很多单位的污染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由于企业本身规模小 ，排污总量不大 ，因
而会选择交税而不是添置污染控制设备和开发新技术 ，这样就达不到排污量的控
制指标 。排污权交易解决了此类问题 。政府规定了排污权的数量 ，排污权交易使
得企业节约下来的排污许可证能在市场上出售 ， 或贮存起来备今后企业发展使
用 ，因而能促使污染者采用先进的工艺和更有效的污染控制设备 ，保护环境同时
也有效提高了生产力 。

３畅 给非排污企业进入的机会
排污市场是自由竞争市场 ，任何企业都可以进入市场买卖 ，对于开发了新型

环保技术的中小企业来说 ，通过在市场出卖排污权 ，减少了企业经营成本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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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另外 ，环保组织如果希望降低污染水平 ，也可以通过
进入市场购买排污权 ，然后把排污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不再卖出 ，这样污染水平
就会降低 。它通过支付意愿反映了人们的选择 ，是有效率的解决方法 。

（五） 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职能

政府在协调环境与经济的关系 ，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意义重大 。排污权交易
以排污权交易市场为基础 ，环境质量由排污许可证的供给来保证 ，持证的排污者
可以根据市场价格 ，决定买入或者售出许可证 。其实质是利用市场的机制来控制
环境污染 。政府在其中则起到规划 、服务 、监督的作用 。

１畅 规划职能
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 ，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

排污权分配 ，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 ，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
效率 ，因而是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 １９９０年美国在 枟清洁空气法枠 修正案中 ，
提出了三类初始分配方案 ：公开拍卖 、固定价格出售和无偿分配 。公开拍卖对政
府而言 ，其管理和交易成本都不高 ； 但对企业来说 ， 他们不仅要承受拍卖的价
格 ，而且还要承受涉及有关信息的交易成本及其对生产影响的风险 。因而公开拍
卖尽管有理论上的优势 ，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很少被采用 。标价出售在实践中的阻
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需要了解足够的信息以合理标价 ，但需支出管理
费用并且面临操作困难 ； 二是企业及一些利益集团反对这种收费的做法 。 应当
说 ，不论是公开拍卖还是标价出售 ，都是对污染的外部成本的内部化 ，是对扭曲
的市场价格的纠正 ；而且其收入作为政府财源也是有益的 ，因为它不像所得税或
营业税那样会对市场产生扭曲影响但人们对收费的抵触心理 ，使得这种有偿的初
始分配遇到了极大阻力 ；同时在排污权市场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公开拍卖机制不
利于发现合理的价格 ，固定价格出售也会面临合理标价的困难 。因而 ，在美国的
实际应用中 ，免费分配更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

其次 ，规定交易方式 。由于企业对于排污权交易制度这种新的管理方式需要
一个逐步适应和熟悉的过程 ， 所以在初期阶段 ，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规模一般较
小 ，这时排污权的转让可采取分散交易 （场外交易） 的方式 ，允许企业将富余的
排污权公开竞价拍卖或者和买方分别谈判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排污要求的新企
业会不断设立 ，已取得排污权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污染治理技术也会发生变化 ，
这些都会增加参与交易的企业的数量 ，导致排污权交易市场规模的扩大 。为了规
范市场 ，政府应适时实行排污权集中交易 （场内交易） 的方式 ，可组建专门的排
污权交易市场 ，亦可在现有的商品交易所中进行排污权交易 。

２畅 服务职能
在排污权交易体系下 ，政府并不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 ，也就是说 ，政府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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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管哪个企业的排污计划怎么样 ，这些都留给了市场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许
可证管理 ，即分配许可证 、记录交易的许可证 、 审核并调整企业特有的许可证 。
许可证的分配包括许可证分配方式的确定 、初次分配总额和分配的频率 ；许可证
交易的记录包括对交易资格的审查和对交易合同以及履约情况的跟踪 ；许可证的
审核是指对交易体系的所有参加单位进行年度许可证审核和调整 ，检查各排污单
位是否有足够的许可证用于排放 。政府通过履行这些许可证管理职能 ，能确保排
污权交易的健康有序运行 。

政府制定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目的除了促进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 、鼓励企业积
极治理污染外 ，还在于促使排污总量的不断减少 ，从而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在排
污权交易中 ，政府通过类似于抽取交易税的方式来实现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目
的 ，即在每一笔排污权交易中 ，政府抽取一定比例的排污权作为 “交易税” 。 这
样 ，一方面可以逐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 ，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政府在排污权交易
中更具有宏观调控能力 ，将其所掌握的排污权用于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等 。

３畅 监督职能
排污权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 ，但排污权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政府来维持和监

管 。政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的监管职能主要有 ： ① 在排污权买卖双方的交易
成交后 ，政府监督交易双方切实履行其承诺的污染责任 ，保证排放的污染物数量
不超过其分配或购买的排放量 ，以督促交易双方履行交易合同 。政府并应对排污
权交易的结果进行登记 、认定 。 ② 政府除了在量上要对排污权交易进行把关外
还应对排污权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进行有效监督 。 ③ 在帮助中小企业进
行环保融资的过程中 ， 政府集中于制定政策的工作而不必直接经办这些具体事
务 ，可以委托给社会机构来承担 。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的 ：其一委托政策投资银
行办理贷款 （主要面向大企业） ；其二委托中介机构开展业务 （专门针对中小企
业） 。他们主要办理以成片开发方式帮助中小污染企业搬迁 、 审查污染企业的贷
款申请和手续等 。

企业在享有排污权的同时 ， 要承担排污监测责任 ， 为保证监测结果的可靠
性 ，提高监测数据的可信度 ，政府环保部门应当鉴定和监督企业的排污连续监测
系统 ，准确及时地把握排污企业的实际排污信息 。在美国的二氧化硫排污交易政
策体系中 ，环保局通过两级监测措施来获得受限制电厂的排污信息 ：首先是由环
保局负责的对电厂连续监测系统的鉴定监督 ，这一级监督措施保证了电厂所提供
的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其次是联邦政府统一领导的全国环境监测网 ，这一级
监督措施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保证了各州 、市信息的及时反馈 。

三 、对我国中小企业环境保护战略的启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 ，政府 、企业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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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环境保护事权 ：政府将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
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 ；企业应承担
投资经营风险 （包括环境污染的风险） ，按照 “谁污染谁治理” 或 “污染者付费”
的原则 ，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或补偿有关环境损失 ； 个人将根据 “谁收益谁付
费” 的原则 ，在可以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环境公共用品或设施服
务 。在政府范畴内 ，建立有利于中小企业预防污染的融资机制 。具体做法如下 。

１畅 建立中小企业环境保护的专项基金
环境保护部门一直以来把所有企业都作为一个总的对象加以管理 ，并没有把

“中小企业” 作为一个专门管理和服务的对象 ， 所以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来处理中
小企业污染防治事务 。这样 ，使中小企业污染防治工作一直在 “企业环境管理”
这个大的体系内未加区别地进行 ，没有反映其特殊性 ， “中小企业污染防治融资”
工作就无法落实 。同时 ，中小企业行业多 、数量大 ，因此可以考虑成立中小企业
环境保护的专项基金甚至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环保事业团体 。

２畅 鼓励中小企业商业性融资手段
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性融资可以考虑贷款 、担保 、发行股票债券 、吸纳民间

资本等综合手段 。这其中可由政府牵头建立创业投资基金 。通过创业投资基金可
以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企业进行股权投资 ，并对受资
企业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 ，通过股权交易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创业投资基金介
入环保领域 ，既可以实现环保产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为环保企业注入资金 ，解
决环保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 ；又可以辅助未上市的环保企业 ，为将来在证券市场
进一步筹资打下基础 。

３畅 制定针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优惠政策
政府对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帮助 ， 一方面是直接以资金运作的方式进行支

持 ，另一方面是通过制定特殊政策进行支持 。我国对中小企业发展已经采取了一
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 但这些政策相对于中小企业污染防治的特殊性而言 ， 还是
“间接” 性的政策 ，不能直接用于中小企业污染防治 。 为此 ， 还需要针对中小企
业污染防治的特点 ，结合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 ，研究制定更 “直接” 的优惠
政策 ，包括延长还款期限 、降低贷款利率 、实行税收优惠等方面 。优惠政策应该
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便于征管 、降低成本的原则 ，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产业
或环境友好型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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