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理论前沿 · 第20卷第2期 2010年3月 
Vo1．2O No．2 Mar．2010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0．02．006 

栅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帕Hd gH 

陈 莹 

(聊城大学 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往往与企业选择的环境战略有关。拥有 

过程创新和执行修改能力、跨职能管理和整合利益相关者的组织能力的企业，如果选择机会追求型的企业 

环境战略，则可通过环境技术创新和产品管理为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企 

业实现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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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s’competitiveness is 

often related to th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The enterprises with the abilitie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process innovation and 

executive revision，the organization ability of trans—duty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ng stakeholders can use environment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 management to bring cost advantage and disparity advan tage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o the 

enterprises and can make the enterprises realize“double win”of tak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f 

the enterprises choose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of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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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环境污染与资源约束问题 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面I临 

着严峻的挑战。面对环保组织的压力和社会公众 

的要求，我国政府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法规和 

标准，对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约束。环境成本内部 

化的压力 日益增强，在这种压力下被淘汰还是将这 

种压力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是我国企业所面临的重 

32 

要问题。 

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 

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传统假设和波特假设。传 

统假设认为，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增加治污成本， 

成本的增加将削弱企业的竞争力，环境保护与竞争 

力目标构成一种两难选择。而著名的管理学家迈 

克尔 ·波特提出的“波特假设”却认为，恰当的环境 

规制会引发“创新补偿”，或者降低企业成本或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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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品质量，最终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环境 

与经济的双赢。 

波特假设一提出便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 

论，不少学者提出正式的理论模型或实证分析来支 

持波特假设。他们认为只要环境规制在企业与政 

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股东与经理之问形成多 

重互动，那么既能校正环境负外部性的市场扭曲， 

降低污染，还能以某种方式(增加市场力量或降低 

企业的代理成本)提高被规制企业的利润。 

国内多数学者受波特假设的影响较深，比较倾 

向于波特的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双赢观点。曲如 

晓(2001)指出适当严格的环境标准可以促使企业 

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竞争优 

势。张红凤(2008)分析了在动态条件下，环境与企 

业竞争力进而与经济发展会实现双赢的内在规制 

机理，并给出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对策。 

本文在支持波特假设的基础上，将企业的环境 

战略作为传导机制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 

的促进作用。认为，如果企业选择机会追求型的企 

业环境战略，不仅可以使企业获得成本优势、差异 

化优势和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还可使企业实现以技 

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力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二、企业环境战略的类型 

企业环境战略就是要求企业在遵循环境规制 

的前提下确保以最小的环境成本增加来产生最大 

的环境差异化效应，是企业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一 

种态度或反应。 

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企业选 

择环境战略的类型。我们认为，企业环境战略分为 

三个类型：规制应对型、风险规避型和机会追求型。 

1．规制应对型 

规制应对型环境战略指企业经营者缺乏环境 

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将污染治理视为非生产性的活 

动，将污染治理投资视作为了满足政府要求不得不 

做的事情。在这种类型中，环境战略的主要 目标是 

满足环境规制的基本要求，对环境规制持比较消极 

的态度。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企业不会主 

动考虑环境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更不会主动采取行 

动治理环境，甚至在规制部门监管能力有限的情况 

下，还会非法地排放污染物。⋯ 

2．风险规避型 

风险规避型环境战略指在环保法规 日益严格 

的背景下，为规避环境风险，企业一般会进行环境 

管理来满足环境规制的要求，这样既可以将排污 

降到规制标准以下，又可以防止来自于规制者、周 

围居民、环保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起诉或由污染 

引发的事故，减少非经营性风险或支出，降低环境 

成本的增加对竞争力的威胁。在这种类型中，环 

境风险成为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因素，但其主要 

是为了满足环境规制的要求，较少投资在环境技 

术的创新上。 

3．机会追求型 

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是指企业通过加大科技 

投入和研发力度，积极地进行环境治理和技术创 

新 ，来寻找减少企业成本和提高获利能力的机会， 

在获得企业效益的同时实现环境的协调发展。 

采取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的企业通常是处于 

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污染的大企业，或是 

产业中的主导企业。由于这类企业面对的环境诉 

讼风险和消费者压力 、市场压力以及投资者、银行 

和保险公司等对企业资信认知的财政压力逐渐增 

大，企业逐渐将环境战略从原来的消极应对、风险 

规避型转变为积极的、主动的机会追求型。这类 

企业从污染防治的角度，通过环境技术的创新，在 

产品、工艺的设计过程 中，以物料消耗降低、能耗 

降低、健康、安全风险的减少和生态可降解为原 

则，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或循环经济 

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或消灭于生产过 

程之中；在销售和使用产品过程中，生产者责任的 

延伸使企业对废旧商品、原料进行回收处理，循环 

利用。这样，不仅可以降低产品对环境的危害，而 

且可以最小化废物的产生、污染的排放，以及产品 

寿命终结时的处理成本，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企业从社会角度考虑环 

境问题，通过环境与企业管理的全方位整合，不仅 

可以提高企业的环境竞争力，而且还通过降低成 

本和提高产品的环境差异化程度来增强企业的价 

格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力，使企业发展与保护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协调一致，实现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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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 

的影响 

1．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成本优势的影响 

企业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主要目标是实现利 

润最大化。那么采用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的企业 

能否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成本优势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环境技术创新对企业成本的 

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因技术研发导致的生产成本的上升，用 

AC 表示。由于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的目的是在 

符合环境标准的同时，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节约 

生产资源的投入，使得单位投入一产出比更高，因 

此就必须对面向环境的设计技术、清洁生产技术、 

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面向可拆卸的设计 

和环境管理技术在内的许多技术进行研发，这需要 

投入相当的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源，这就必然引起企 

业成本的大幅上涨。其中，AC 的变化与技术创新 

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研发能力越弱，AC 的变 

化越明显，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的不利影 

响越强。 

(2)节约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带来的成本降 

低，用 AC 表示。由于技术创新倡导“减量化”原 

则，因此，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技术的采用不仅减 

少了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量，而且通过最大限度地 

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在单 

位产出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和 

能源的投入成本。其中，AC 的变化与能源、原材料 

的价格成正比，即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越高，技术 

创新降低的成本就越多，因而企业就更有动力进行 

技术创新。 

(3)环境技术创新使污染排放限制在规制要求 

的水平之下，降低了一系列成本，如，污染处理费、 

污染排放罚款、诉讼费用、潜在责任成本和潜在产 

品收回成本等，用AC，表示。由于污染防治技术是 

通过源头防控和过程管理来最小化在生产过程和 

生命周期中产生的污染和废物，因此污染物的减少 

不仅降低了污染处理费用，而且企业面对环境风险 

的降低使花在环境诉讼上的费用和潜在责任成本 

大大减少。其中，AC 的变化与污染处理费、罚款和 

环境诉讼费用成正比。 

(4)技术创新是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或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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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技术使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大幅提高，导致了成 

本的下降，用AC 表示。 

(5)采取技术创新的企业比竞争对手更早或在 

环境规制执行之前开始解决环境问题，由于有足够 

的时间执行污染防治技术，开发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此不仅能够最小化与开发和执行环境技术相关 

的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可能 

在未来的环境规制中被采取，进而影响到将实施的 

环境规制，从而可以提高竞争对手的服从成本，获 

得比较成本优势。这种由于优先进入和标准设置 

而获得的成本降低记用 AC 表示。 

(6)企业积极主动地通过技术创新进行污染防 

治，不仅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提升了企业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增加了企业的竞争机会，降低了企 

业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推行了环保政策，保护了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企业因此而享受的政府补贴 

及税收减免都会使成本降低，用 AC 表示。 

由于技术创新能否发生及何时发生充满着不 

确定性。因此，假设研发成功的概率为 P。那么当 

研发不成功时，企业成本增加 AC，；当研发成功时， 

技术创新发生，那么企业成本的增加量为 AC 一 

(AC2+AC3+△G4+AC5+AC6)。于是，企业进行研 

发时，企业成本的增加量为： 

AC=P[AC1一(AC2十AC3+AC4+ 

AC5十AC6)]+(1一P)ACl 

= AC1一P(AC2+AC3+AC4+ 

AC5+AC6) (1) 

因此，当AC<0，即AC1<P(AC2+AC3+△ 

+AC +AC )时，虽然增加了科研经费投入，但能 

源、原材料投人的减少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可能会 

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这种下降使总的生产成本 

低于没有环境规制时的生产成本，那么，在收益不 

变的前提下，企业的最优决策就是进行技术创新， 

追求最大利润。 

总之，我们将三种环境战略进行 比较，当更新 

改造设备或建立污染治理设施的一次性投入低于 

末端处理费用时，风险规避型的企业比规制应对 

型的企业具有成本优势；而当技术创新使企业成 

本的增量(AC)小于更新改造设备或建立污染治 

理设施的一次性投入时，机会追求型的企业比风 

险规避性企业更具有成本优势，技术创新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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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优选择。 

2．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差异化优势的 

影响 

当企业改进环境性能时，如果消费者对以清洁 

生产方式生产出的产品，或是本身具有良好环境性 

能的产品具有更高的偏好，那么企业基于环境特征 

的差异化将通过影响市场需求或提高市场控制能 

力来获取更高的利润。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 

技术创新使企业并不具有成本优势，企业仍可以利 

用差异化优势来获取利润。基于此，我们在张嫂的 

“单企业从事研发的博弈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设置一个双寡头库诺模型来考察采用机会追求型 

战略的生产商是否能够在博弈中获利。 

假设两企业有不同的环境战略，机会追求型的 

企业 1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环境质量水平， 

而企业 2则不对环境技术进行投资，仅限于服从环 

境规制的要求，其产品环境质量低。由于企业间竞 

争较激烈，在同一价格水平上，具有环境友好性能 

的产品能吸引更多的购买者，因此企业 1产品的需 

求富有价格弹性，企业很难提高产品价格。于是我 

们假定产品价格不变，企业之间进行是产量竞争。 

假设 1：企业的逆需求曲线为 P=口一blq 一 

b2q：，其中，0、b 、b 均大于零，P为产品价格，g 为企 

业 1的产量 ，q：为企业2的产量，很显然，b <b：。 

假设 2：企业的排污量与企业的产出成正比，又 

E =rq ，其中i=1，2，E 代表企业的排污量，r代表 

排污量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通常由企业的技术 

状况来决定。污染治理量A = q ， 为污染治理量 

占企业产量的比例。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为：C = 

A ， 为污染治理成本占污染治理量的比例。假设 

政府采取排污收费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为单 

位污染的收费价格。那么企业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竹 =Pq —cq —JB ( q ) 一 (E —A ) 

= (0一blq1一bzq2)q —cq 一卢 ( q1) 一 

k(r— )q (2) 

假设3：企业 1研发所需成本记为c ，技术创新 

成功的概率为 ，那么失败的概率为1—7。技术创新 

成功后，企业的排污量和污染治理成本都会下降， 

设 r 1技术创新后的新参数 ，很显然，r <r、 < 

。因此，企业 1技术创新后的目标函数为： 

M ax
g1． l 7r1=y((口一blql—b2q2)ql— 

cql一卢 1q1) 一k(r 一 1)ql—C月)+ 

(1一 )((n—b1ql一62q2)gl—cgl一 

( 1q1) 一k(r一0c1)g 一CR) (3) 

而企业 2的目标函数为： 

Max4，． ， 2=(0一blq1一b2q2)q2一cq2一 

卢2( 2q2) 一k(r— 2)q2 (4) 

那么，企业通过选择产量 q 和污染治理水平 

来实现其利润的最大化。对以上两式的最大化进 

行求解，可得两企业的产量和利润分别为： 

g2 = 

1 

1T1 

二!二 生!±i ： ：±(!二 !： 2：墨 
362 

(5) 

(6) 

{0一c一2[ ．r +(1一 )．r]·k+r· ) 
9bl 

+ 一 (7) + 而  R ‘ 

【口一c一2k·r+【T．Ft+(1一 )．r1· 】 

+ 

962 

(8) 

从两个企业的产量比较可以看出，由于已知 b。 

<b2，所以只要 ·r +(1一T)·r<r，即企业 1进 

行技术研发后污染排放比例的期望值小于企业 2未 

进行技术研发的污染排放比例，那么一定有： 

二!±生 二 i ： ：±i 二 !： )：墨 
36l 

> 二j (9)
3b 1 ＼ ／ 

企业 1可以获得高于企业 2的市场份额，即企 

业通过技术创新所生产的绿色环境友好产品可以 

区别于同行业企业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 

有率而获得竞争优势。 

并且，通过比较两个企业的利润可知，只要： 
2 厶2 

c < 了一菝‘ ) 
就有：1T > ，即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通过实 

行环境差异化战略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但这要依 

赖于企业研发的成本、环境规制的严格程度、企业 

研发成功的概率及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系数等。 

由此可见，当机会追求型的企业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了产品的环境性能时，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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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使得消费者偏好于环境友好产品，对于需求价格 

弹性较高的产品来说，提价并不是好的策略，因而 

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基于环境特征的差异化会增 

加企业的市场份额，提高企业的利润，使企业获得 

市场竞争优势。 

而对于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的产品来说，企业由 

于提高了产品的环境性能而具有一定的市场价格 

控制能力。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表明：80％的美国 

人愿意多付 5％的价格来购买绿色产品，愿多付 

15％的也达到了50％；80％的加拿大人愿多付 20％ 

的价格来购买对环境有益的产品；85％的瑞典人和 

94％的德国人会在购物时考虑环保问题，由此可见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获得差异化优势。 

3．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可持续性竞争 

优势的影响 

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企业成功地实施潜在竞争 

对手当前无法实施的价值创造战略且竞争对手也 

无法复制其战略时所获得的利益，它可以保证企业 

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 

同其他环境战略相 比，首先，机会追求型的企 

业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而实现在环境污染上的自 

我规制。其不仅通过环境技术的持续创新来降低 

企业成本、提高资源生产力及产品的差异化程度， 

以获取长期而稳定的利润；而且通过与政府、非营 

利组织合作，参与治理污染的公共服务，在增进社 

会福利的同时，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得到 

了消费者的认可、品牌的提升和政府的鼓励，从而 

使企业更有实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和技术的改 

进，并借助企业的声誉来提高市场占有率，使企业 

获得战略竞争优势。 

其次，当创新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和企业习性时，企业创新也会对环境规制形成影 

响。这表现在：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引领了产业的 

可行性和标杆性的效率标准，为制定环境规制的目 

标、标准、执行方式和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具体 

化可观测的度量标准；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内整体生 

产效率的提高，提升了产业水平，加速了产业升级 

换代的速度，优化了产业结构。不断变化的产业结 

构、产业动态效率水平，给环境规制提出了制定新 

标准、新政策、新工具的要求。这时，企业通过与政 

府建立合作的博弈关系，引导政府设计合理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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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使环境规制向减少企业成本和提高其竞争力 

方向转化，从而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制约降低到最 

小，双赢扩张到最大，以实现企业永续的发展。 

最后，机会追求型的企业通过与环境保护有关 

的产品创新或生产过程创新，使其在产品的环境性 

能或生产的环保化方面处于领导地位。为了保持 

或保护其市场地位，获取更高的利润，一些大企业 

往往会采取策略性行为，或者利用其政治力量和市 

场力量来促使政府提高环境规制的标准，或者游说 

规制者使其制定有利于它们的环境规制政策，提高 

竞争对手的相对成本或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 

从而获得竞争优势。因此，企业积极的策略型环境 

战略可以改变企业 自身所处的规制环境，影响规制 

的方向，使大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实现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但是处于追随者地位的中小企业则处于 

相对劣势，面临着市场份额下降或者被排挤出市场 

的危险。 

然而，是不是所有采取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的 

企业都能获得竞争优势呢?这要取决于企业是否 

具备有价值的、稀缺的、独特的资源以及聚集、整合 

和管理这些资源的能力。由于创新后的环境技术 

要被整合到生产过程之中，所以技术创新能否使企 

业获得成本优势，要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在生产过 

程中创新和执行修改的特定能力，因为如果没有过 

程创新和执行修改能力，那么改变一个运行 良好的 

生产过程可能使这个过程比以前更没有效率。另 

外，由于企业在产品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协调产品 

的设计、开发之间的关系，还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视 

角来评价产品的设计、开发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 

因此产品管理不仅需要在企业中协调职能部门的 

组织能力，而且还需要整合关键外部利益相关 

者——规制者、环保集团、消费者、媒体等——到产 

品设计和开发的决策中的组织能力，实现跨职能部 

门和组织边界的顺畅交流。 

四、结论 

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采取机会追求型环境战 

略的企业，如果拥有过程创新和执行修改能力以及 

跨职能管理的组织能力和整合利益相关者的组织 

能力，则可通过环境技术创新和产品管理为企业带 

来成本优势和差异化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获得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的双赢。 因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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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日益严格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机会追求型环境战 

略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可选战略之一，当然机会追 

求型环境战略的有效实施，还需要企业内部的管理 

创新。 

臣重 圃  
环境技术创新 

I — r I 

成本优势I l差异化优势l l可持续竞争优势 
I I 

I 

l环境保护与企业竞争力双赢 I 

图 1 机会追求型环境战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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