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 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对环

境问题的治理，环境管理日渐成为热点。鉴于早期各种政策

工具存在诸多弊端，如何使企业主动进行环境管理，已成为

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大多侧

重讨论企业为适应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而采取的应对策略，
尤其缺乏整合性及其相关的实证研究，国内更是如此。本文

旨在提出企业环境管理的整合性框架理论模型。

1 企业环境管理的涵义

企业在环境管理观念下，设计、规划和生产低污染的

产品，即在目前企业管理的“五管”中，增 加 一 项“环 境 管

理”［1］。 Winn and Roome 指出，环境管理是指就产品、制造

流程和组织，对实体的、生态的和文化系统的冲击进行管

理 ［2］；而 Gladwin 的观点则侧重于将环保思想融入组织的

经营理念及承诺 ［3］； Klassen and McLaughlin 认为环境管

理是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把企业产品的环境负面影响减少

到最低的努力程度 ［4］；Wu and Dunn 认为，一体化的环境管

理即产品从开始到生命周期结束过程中环境影响的最小

化 ［5］。 综上所述，环境管理即企业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

导，将环境因素纳入到企业管理活动中，使组织行为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消除和减少到最低程度， 为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措

施。
目前，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是向建立一个系统化的方

向发展， 即所有环保事务都通过系统化的方法来管理、测

量、改善和沟通，并已超过污染减量、污染预防的范畴，成

为全面性的企业管理方法。

2 企业环境管理的现状分析

至于环境管理的方式，不同行业亦有不同的方法和标

准。基于此，本文选取了部分观点，整理了一些企业环境管

理的做法。
2.1 清洁生产

1974 年由美国著名私人企业 3M 公司提出 3P（pollu-
tion prevention pays）计划，其意义是通过执行污染预防可

以获得多方面的利益。 1998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的工业与环境计划活动中心（IE/PAC），根据 UNEP 理事会

会议的决议，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从整体角度出发，提出

了系统的清洁生产观，强调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性

预防的环境策略，尽可能不用有毒的原料，减少毒性物质

的排放，通过生命周期分析（LCA）尽可能使过程对环境的

冲击减至最低［6］等。
2.2 组织策略的观点

Winn and Roome 将企业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

处理方式分为 4 种途径，包括质量途径、健康与安全途径、
产品营销途径和价值途径 ［2］。

Hart 指出未来企业或市场将不可避免受限且依赖于

生态系统［7］，提出如何由污染预防、产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3 个相关连的策略组合维持竞争优势，三者关系见表 1。
表 1 自然资源基础观点

策略能力 环境驱动力 关键资源 竞争优势

污染预防 减少污染物排放 持续改善 较低的成本

产品管理 降 低 产 品 生 命 周
期成本 整合利益相关者 先占的竞争者

可持续发展 降 低 企 业 成 长 和
发展的环境负荷 共同愿景 未来定位

Shrivastava 从系统的观点提出 VITO 模式 ［8］（见图 1），
所 谓 V（Vision）即 公 司 绿 化 的 愿景，I（Inputs）即 生 产 的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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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T（Through）即转换过程，O（Outputs）即产出。

图 1 企业环境策略的 VITO 模式

Nehrt 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 指出新的降低污染的

方式包括硬件（设备、仪器、制造流程）和操作方法（原材料

回收、产品设计），提出了将污染末端治理转变为降低污染

的环境技术和环保导向的新理念（见图 2）。

图 2 企业发展污染预防的过程

Berry and Rondinelli 提出积极的企业环境管理应包括

废弃物减量与预防、需求端的管理、为环境而设计、产品管

理和全成本（环境）会计［10］。
2.3 绿色营销的观点

在绿色消费主义的诱导下， 出现了绿色营销这一概

念。绿色营销就是企业为了响应人们对其所赖以生存的环

境的关注，推出的一种新的营销方式。目前，理论界对其定

义尚未有统一的表述。 但基本上，营销过程是对营销组合

中的内部可控变量和企业运营的外部环境需求进行某种

程度的组合。此模型包括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方

面有传统的营销组合 4P 和其它组织因素； 外部因素方面

则是监督评价因素（见图 3）。

图 3 绿色营销过程模型

总之，绿色营销是企业在市场营销过程中注重地球生

态环境保护，发展适合生态环境的产品，促进经济与生态

的发展，为实现企业的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利益

三者的统一，对营销活动进行策划和实施的过程。

3 影响企业环境管理的因素

基于对企业与环境议题的研究尚缺乏整合性的探讨，
本研究将审视传统组织学者对环境的分类：大部分学者将

环境分为一般环境与任务环境 ［11］，Scott 将环境分为技术

环境和体制环境。 另外，由于环境问题是一个公共性事务

问题，政府、消费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应共同协助塑造有

利于企业推动环保的社会机制。 综合上述，本文将从体制

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利益相关者因素 3 个方面探讨，
以便了解影响企业环境管理的因素。
3.1 体制环境因素

Scott 综合很多学者的研究，将体制分为法规性、规范

性及认知性 3 个因素，并认为这 3 个因素所形成的体制压

力会导致组织的同型变革［12］。
3.1.1 法规性压力

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强调体制的法规层面，然而不同领

域的学者对规则化程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就目前来看，
各国逐渐改变过去的命令与管制为主的行政法规，取而代

之以市场为基础的法令工具，诱导企业投入更多创新方案

来解决环保问题。
3.1.2 规范性压力

规范强调社会生活中规定性、 评价性和义务性的方

面，规范性体制包括价值和规范。 价值是用来比较或评估

现行的结构与行为的标准，而规范则指出了追求目标的适

当方法。
环保导向的企业管理是全体组织的价值反映，企业应

将环境理念纳入到企业的价值体系之中 ［13］。在这些理念的

影响下，企业在有限的资源下逐渐放弃旧有无视环境问题

的心态，改为采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规划企业未来发展

战略。
3.1.3 竞争性压力

随着绿色世纪的到来，消费者对绿色产品偏好程度在

不断增加， 这就迫使企业重视其环境管理。 Christmanna
and Taylor 的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的消费倾向已经在影响

我国公司改善环境行为， 从而积极采纳 IS014001 环境体

系标准。这也是我国加入 WTO 后的很重要的表现，因为环

境贸易壁垒已经使很多企业不得已而为之。
ISO14000 系列已经成为主要的国际的环境管理体系

标准。 企业惟有生产符合环保要求的产品才可以出口，才

可以在国际上生存并维持国际竞争力。
3.2 技术环境因素

3.2.1 技术

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

研究对象，对技术的定义往往有所不同。 本文所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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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指一切系统化的知识，其目的在于解决经营上的各种问

题，包括生产、营销及组织管理等。
3.2.2 绿色技术

发展绿色技术是希望在提高生产效率或优化产品效

果的同时，能够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有毒物质

使用与废弃等，以改善环境质量。 本文将绿色技术定义为

有关绿色生产方法或一套管理制度所涉及的硬件或软件

的知识，包括绿色制造技术（节能技术、污染防治技术、废

弃物回收及资源化技术）、产品环保化设计（可回收、低污

染、省能源等友善环境的产品设计）与环境管理工具（生命

周期评估、环境绩效评估等）。
3.2.3 绿色技术环境

国内有学者认为环境压力的加剧与人口增长、经济增

长和技术水平 3 个因素相关，而技术水平的走向则决定了

环境质量的变迁与趋势。张彦辉、许牧彦研究发现，企业在

承担环保压力而选择不同的环境技术创新类型时，主要受

到技术特征变量的干扰。我国对绿色技术的研发落后于欧

美等先进国家，现阶段对绿色技术的实施主要是一种绿色

创新活动，而绿色技术能否广为扩散则有赖于企业环境管

理的广泛实施。 Rogers［14］、Rogers and Shoemaker［15］将影响

创新扩散与决策过程的重要识别属性归纳为相关利益、兼

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及可观察性 5 类，其中又以相关利

益、兼容性、复杂性最为突出。因此，本文将以技术兼容性、
利益相关性与技术复杂性 3 个方面作为衡量影响企业环

境管理的技术环境因素。
3.3 利益相关者因素

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环境中，企业

必须面对很多有组织的且时刻关注企业活动的利益相关

者。政府、消费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应共同辅助建立一种

有利于企业推动环保的社会机制，同时企业自身也应努力

和各利益相关者合作。 因此，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很多研

究， 强调企业经营活动根植于利益相关者的网络关系，而

确认和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环保需求是现代企业的关

键性挑战。
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方面，利益相关者可通过直接压

力或信息反馈来表达他们的利益， 进而影响组织的经营。
实际上，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目的是让管理者了解利益

相关者，进而策略性地管理他们。

4 企业环境管理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绩效是组织用来反映其运用资源的效果，由于对组织

性质的看法存在不一致，因此学者们对于组织绩效的定义

也有差异。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环保法规的规定，使企业

将其有限的资金投资于不具生产性的污染防治设备，少投

资于生产性设备，故而使企业的生产力降低。 近期研究显

示， 企业实行污染预防的生产方式或创新的环境管理，则

组织的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呈正相关。
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秦颖以我国电力行业

企业为样本，验证了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16］。
陈静以上海市几家典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案例企业的环

境绩效进行评估分析 ［17］。
虽然一般常用财务绩效与环境绩效作为衡量组织绩

效的指标， 但是环境管理与财务绩效关系的显著性不稳

定。 因此，本文从了解企业推动环境管理后对环保的影响

考虑，根据 ISO14030 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可将环境绩效分

为操作绩效与管理绩效。

5 企业环境管理的整合性理论模型架构

从前 面 的 探 讨 可 知，驱 动 企业 主 动 进 行 环 境 管 理 的

因 素 主 要 有 体 制 环 境 因 素 、技 术 环 境 因 素 、利 益 相 关 者

因素。 在体制环境因 素方 面，本 文 认 为 体 制 环 境包 括 法

规 性、规 范 性 和 竞 争 性 3 个 方 面 ，这 3 个 方 面 所 形 成 的

体制压力将促使企业实施环境管理。 在技术环境因素方

面，本 文 将 技 术 因 素 分 成 技 术 兼 容 性 、利 益 相 关 性 与 技

术困难性 3 个方 面，以 此作 为 衡 量 技 术 环 境 的 因 素。 在

利益相关者方面，探 讨利 益 相 关 者 对 企 业 的 影响。 本 文

认 为 体 制 环 境 因 素 、技 术 环 境 因 素 、利 益 相 关 者 因 素 是

促使管理者重新思考环境管理的重要因素。
至于组织绩效方面，虽然一般常用财务绩效与环境绩

效作为其衡量指标，但是环保行为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的显

著性不稳定。 因此，根据 ISO14030 环境绩效评估标准，将

环境绩效分为操作绩效与管理绩效。 基此，笔者提出了本

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4）。

图 4 企业环境管理的整合性理论模型

6 结语

过去的有关研究对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管理问题尚缺

乏整体、系统的定义，并且大多关注于探讨企业对环保法

规的日趋严格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只有少部分探讨企业为

何而为，但缺乏整合性研究。 本文把企业环境管理放在企

业活动系统管理和战略管理框架下，审视了企业环境管理

的作法，尝试融入体制环境因素、技术环境因素、利益相关

者因素之中，探讨了影响企业环境管理影响因子，并结合

环境绩效评估，尝试建构企业环境管理整合性模式的分析

架构。 该理论模型的提出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为环境管理

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模型和基础，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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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

Abstract: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becomes a hotspot gradually, however, there is a shortage of the integrative research. In
the paper, the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 was discussed, the factors to influence and how the green
management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weve.analysised Basing on these，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or enterprise wa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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