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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企业的环境压力就是企业受到 的 来 自 外 部 的 促 使 其 改 善 环 境 行 为 的 各 种 压 力&为

了更好地掌握和了解我国较发达地区工 业 企 业 所 受 环 境 压 力 的 构 成’程 度 及 其 变 化!以 便 调

整和创新环境制度!推动工业绿色化的发 展!本 文 基 于 企 业 问 卷 调 查 数 据!采 用/-0)’/模

型分析了江苏沿江地区工业企业所受环境 压 力 及 其 不 同 方 面 的 贡 献 程 度&结 果 指 出 该 地 区 目

前的企业环境压力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 压 力 为 主!企 业 环 境 行 为 的 改 善 仍 然 主 要 靠 政 府 的

强力推动!市场的压力虽逐步增强!但 尚 未 成 为 主 导!特 别 是 国 内 市 场 的 压 力 不 强!公 众 的

压力也仍然较弱!与发达国家市场和公 众 是 主 要 的 环 境 压 力 相 比!仍 有 一 定 差 距&今 后 应 在

继续保持政府环境压力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强市场和公众的环境压力&

关 键 词"江苏沿江地区#工业企业#环境压力#/-0)’/模型

文章编号":$$$9$;L;$!$$%%$#9$%$;9$%

:!引言

!!企业所受的环境压力是指!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业污染不断增加!严重的环境

问题促使人们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开始通过政府’市场’公众等方面对工业企业施加各

种影响!以促使其改变环境认知和环境行为!推动工业绿色化的发展*:+&

!!企业环境压力主要源自政府的环境政策和法规’市场的环境准入性和交易对象的环境

选择’公众的抱怨与投诉’媒体’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压力等*!+&根据西方发达国家

的经验!企业的环境压 力 随 着 经 济 发 展 阶 段 的 变 化 其 侧 重 点 有 所 不 同&!$世 纪<$年 代

前!发达国家的企业主要在政府政策监控下!按照环保法规日益严格的要求!进行污染末

端处理*I";+!此时!评估国家减污政策及环保工程效用!继而提出政策创新建议!成为主

要研究内容&其后!随着国际间环保与贸易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

和监督作用的增强!企业更看重其环境行为带来的效益!以及良好的环境形象对其竞争力

的促进!开始了自觉的减废行为*""L+&对德国;<!个不同规模和行业的企业的研究发现!
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市场问题!环境要求被逐渐整合到需求政策之中*<!:$+#相关的研究开

始转向信息公开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披露的反映及其对企业的激励与监控作用*::+&

!!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政府制定并实



%$"!! 地!!理!!研!!究 !"卷

施了一系列的环境政策和规章制度来约束企业的环境行为!促进企业的绿色化进程&对环

境压力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热点&相关研究认为我国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关键因素有规章制

度’工厂和企业的性质以及周围社区施加的压力*:!+&对江苏省镇江市工业企业的调查分

析表明!在检查’污染收费’居民抱怨等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决定因素中!检查对企业的

环境表现有明显的影响*:I+&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来自市场和公众

的环境压力开始不断增强&掌握和了解企业所受环境压力的构成’程度及其变化!有助于

调整和创新环境制度!进而推动工业绿色化的发展&

!!但是!由于环境压力是一种不能准确’直接测量的潜变量 $3>PFCPZ>N?>O3F%!往往含

有误差!也不能用单一指标 $题目%测量!只能用一些外显指标 $2OKFNZ>O3F?CG?H>P2NK%
间接测量这些潜变量&许多统计分析方法由于需要假设自变量没有误差!因而不能妥善处

理这类潜变量&因此!相关研究大多是根据相关环境法规的多少’市场的环境准入情况等

进行定性的描述!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本文在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线性

结构方程模型对企业环境压力进行定量的分析&

!!线性结构方程模型 $/-0)’/%是结构方程模型 $0’J%的一种方法!!$世纪%$年

代由瑞典统计学家’心理测量学家b>N3&462NFK[2D及其合作者提出&它能够同时处理潜

变量及其指标!也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均含有测量误差!还能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估计

因子结构与因子关系’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目前已经成为多变量分析的重要方法!
国内的心理学’教育学’流行病学以及一些社会科学中较多进行调查类研究的领域已开始

广泛地应用结构方程&由于/-0)’/模型适用于已有文献作为理论基础!并且 潜 变 量 间

存在有较强关系的研究领域!对企业环境压力的研究正符合这一特点&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江苏省沿江地区指长江沿岸的南京’镇江’常州’扬 州’泰 州’南 通"个 市 区 和 句

容’扬中’丹阳’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仪征’江都’泰兴’靖江’如皋’通州’
海门’启东:;个县 $市%&!$$#年!本地区以江苏省!#R的土地!创造了全省;IR左右

的生产总值!是江苏省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地区和重化工业的核心区域&重化工业的快速

发展使得该地区生态环境面临较大的压力!成为经济与环境矛盾的瞩目焦点*:#+&近几年

来!由于环境治理投入较大!环境状况有改善的趋势!企业环境压力的构 成 也 在 发 生 变

化!是一个较好的研究样本区&

#"#!量表内容设计

!!本研究对江苏沿江地区的I;$家企业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份!然后用列删法

处理问卷中缺失的数据!最终得到:;:份完整数据&其中!国有企业占"4"R!集体所有

制企业占:<4LR!私营企业占!I4!R!外资企业占!L4;R!港澳台资企业占!:4<R#特大

型企 业 占!R!大 型 企 业 占:#4"R!中 型 企 业 占#;R!小 型 企 业 占IL4#R#纺 织 业 占

!;4;R!化学工业占!$4#R!冶金及金属制品业占:#4IR!机械’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

占I:4"R!其他行业 $食品及烟草饮料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等%占L4!R&

!!调查量表除了企业基本信息外!主要包括四个部分"$:%政策压力&政府采取的一系

列环境政策和法规对企业环境行为引导和约束的影响!主要从企业对排污收费 $]:%’排

污许可 $]!%’达标治理 $]I%’限期治理 $]#%的响应入手&$!%行政压力&政府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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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环境管理行政手段对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从对企业的定期检查 $];%’
不定期抽查 $]"%’关停并转 $]%%等响应调查&$I%市场压力&是指市场上绿色消费的

需求以及国际市 场 绿 色 壁 垒 对 企 业 环 境 行 为 的 影 响&主 要 以 企 业 分 别 从 国 内 市 场 $]L%
和国际市场 $]<%上感受到的环境改善要求和急迫程度来反映& $#%公众压力&主要是

指公众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抱怨’投诉或行为监督等对企业排污行为产生的影响&分别从行

业协会 $]:$%’非政府组织 $]::%’社区居民 $]:!%’媒体 $]:I%等对企业环境行为的

关注给企业造成的压力来反映&量表均采用五点计量!环境压力由非常小到非常大分别用

:";来表示&

#"$!信度分析

表!!潜变量的克伦巴赫"信度系数

%&’"!!P612’&*("*1)00+*+)2,10

!,()>.&,)2,:&6+&’.)/

潜变量 .N2O>HE>

政策压力 $4LI

行政压力 $4%"

市场压力 $4""

公众压力 $4%$

!!使用.N2CO>HE(方法对回收问卷所得结果进行

信度检验!结 果 表 明!整 个 量 表 的 克 伦 巴 赫(信 度

系数为$4L%!具有相当高的信度!各潜变 量 的(信

度系数见 表:&学 者VF1F33?K$:<<:%认 为!信 度 系

数$4";"$4%$为最小可接受值!$4%$"$4L$为相当

好!$4L$"$4<$为非常好*:;+!因此本次问卷调查结

果的信度是 可 以 接 受 的!由 于 信 度 系 数 评 价 的 是 量

表中各题项 得 分 间 的 一 致 性!代 表 了 问 卷 条 目 的 内

部一致性!因此本次调查结果的信度还表明!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结构方程分析&

#">!模型的建立

!!在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建立:I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表!%!
然后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企业所受环境压力的结构&

表#!各指标间的相关矩阵

%&’"#!P166).&,+127&,6+N10,()!$1’/)6:);:&6+&’.)/

]: ]! ]I ]# ]; ]" ]% ]L ]< ]:$ ]:: ]:! ]:I
]: :4$$

]! $4;" :4$$

]I $4#L $4;% :4$$

]# $4;I $4;$ $4"$ :4$$

]; $4#; $4#I $4#; $4;$ :4$$

]" $4IL $4#L $4#$ $4I< $4#< :4$$

]% $4I" $4I< $4;$ $4#% $4"! $4#: :4$$

]L $4!! $4I; $4I: $4:L $4I% $4I% $4I! :4$$

]< $4:% $4I$ $4I# $4!: $4II $4I; $4I: $4#I :4$$

]:$ $4:" $4!; $4I$ $4:L $4I; $4!< $4II $4I" $4"" :4$$

]:: $4:" $4$L $4:! $4!! $4:" $4$< $4:! $4$I $4$; $4:! :4$$

]:! $4!; $4!L $4#$ $4I$ $4!: $4!% $4I$ $4!$ $4#I $4#! $4I$ :4$$

]:I $4!: $4I! $4#I $4I# $4!< $4!L $4!" $4!; $4## $4## $4!# $4"# :4$$

!!/-0)’/ $/?CF>N0PN7HP7N>3)F3>P?2CKE?W%的 原 理 就 是 通 过 考 察 各 个 变 量 之 间 的 方

差’协方差结构或相关结构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0)’/分为测量方程 $=F>K9
7NF=FCPFc7>P?2C%和结构方程 $KPN7HP7N>3Fc7>P?2C%两部分&测量方程描述潜变量与指

标之间的关系!公式为" ,+)$"9##!C +)"$9%
!!式中",为外源指标组成的向量!C 为内生指标组成的向量!"为外源潜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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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潜变量!)$为, 对"的回归系数矩阵!)" 为C 对$的回归系数矩阵!#和%分别是

, 和C 的测量误差向量&

!!结构方程描述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公式为"!$+A$9&"9’
!!式中"A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效应矩阵!&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效应的系数矩

阵!’为残差向量&

!!模型建立过程中!通过极大似然法 $J>\?=7=/?[F3?E22G%等进行参 数 估 计!最 后

得到标准化的回归系数!称为路径系数 $W>PEH2F@@?H?FCP%!被标示在路径 图 中 连 接 变 量

与指标之间’变量与变量之间带有单向箭头的直线上!用来衡量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或变

量的效应大小&

!!本研究中的/-0)’/模型不含外源指标!且AX$!是一个二阶因子模型!只有结构方

程和一个测量方程!其模型架构数学式为"测量方程CX)"$Y%#结构方程$X&"Y’
!!式中"C 为:I个指标组成的向量!$为#个一阶因子!"二阶因子!)" 为一阶因子

负荷矩阵!&为二阶因子负荷矩阵!%为指标C 的误差项!’为结构方程的残差项&

#"C!模型的拟合度报告

表$!模型的拟合优度报告

%&’"$!T11;2)//100+,/,&,+/,+*/016(-@1,()/+A);71;).

G@ a! )J0’* 55S- .S- )J) 0)J)

": :I!4%< $4$L; $4<# $4<; $4$%" $4$%"

图:!企业所受环境压力的/-0)’/模型

S?D4:!0P>CG>NG?AFGW>PEH2F@@?H?FCPK>CG
@>HP2N932>G?CD@2NE8W2PEFK?AFG=2GF3

!!对该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后!得

到的结果及模型拟合的良好性检验

分别见图:和 表I&根 据 模 型 的 拟

合 优 度 来 看!近 似 误 差 均 方 根

$)J0’*%为$4$L;!非 范 拟 合 指

数 $55S-%为$4<#!比 较 拟 合 指

数 $.S-%为$4<;!标准化残差 均

方根 $0)J)%为$4$%"&而 一 般

认为 当 )J0’* 低 于$4:!55S-
和.S-大于$4<!0)J)小于$4$L
时!模 型 就 是 好 的*:"+&自 由 度

$G@%和卡 方 $a!%的 大 小 很 难 说

明模型的好坏!但对比较多个模型

有用!因 此 一 并 报 告&整 体 来 看!
该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D!结果分析

!!由图:的/-0)’/模型可以看

出!在促使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各

种环境压力中!居前两位的分别是

行政压力和政策压力!其路径系数

分别为$4<$和$4L;!表 明 政 府 的

环境行政管理以及目前实行的各项

环境政策和法规仍是促使企业改善

环境行为的主要压力!政府仍然是

工业绿 色 化 进 程 的 主 要 推 动 力 量&
尽管如此!来自市场的环境压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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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逐渐为企业所重视!模型中市场压力的路径系数为$4%L!虽然对企业的影响仍不及政

府的行政管理和环境政策!但是作为一种趋势!市场压力将逐渐成为企业环境压力结构中

的主导环境压力!这一点已经逐渐为国内企业所认识&公众压力的路径系数最小!表明在

企业认知的环境压力结构中!公众的环境压力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对企业的环境行为

改善作用较小&

!!在环境压力的各具体指标中!政策压力和行政压力中各指标的路径系数均较高!尤其

行政压力中定期检查的压力最大!这和07K=?P>V>KD7WP>!$$$年得出的检查对企业 的 环

境表现有明显影响的结论一致!也完全符合我们国家政府对企业行政管治能力较强的实

际&市场压力下的两个指标的路径系数与其他指标相比也不高!表明企业目前实际受到的

国内外市场环境压力还不是很大!尤其国内市场的环境压力较轻!也说明我们国民的绿色

消费意识还较淡漠!市场还没有较好的环境准入措施&公众压力的各指标中!媒体和社区

居民的压力大!表明媒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社区居民出于自身

的利益!也对企业的环境行为施加了相当的压力&相比之下!行业协会与非政府组织给与

企业的环境压力较弱!这当然和行业协会对企业的约束力不强以及其他的环境非政府组织

$’5&(K%缺乏有关&

I!讨论与建议

$"!!讨论

!!模型分析揭示了江苏沿江地区环境压力的构成以及各种压力的贡献度!有助于正确认

识江苏沿江地区工业企业环境压力的现状及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为合理调控各种环境

压力提供了基础&另外!对调查量表以及量表附带的企业基本信息的统计分析还发现!受

图!!环境压力大的企业与全部被调查参评企业

!在环境信息公开化评级中的结果情况对比

S?D4!!TEFH2=W>N?K2C2@FCZ?N2C=FCP>3WFN@2N=>CHF
!N>P?CD@2N?CG7KPN?>3@?N=KB?PEEF>Z8WNFKK7NF

!>CG>33@?N=K?CZFKP?D>PFG

各种环境压力大 $环境压力指标的平

均值大于I%的企业!在 环 境 行 为 信

息公开化评级中的结果普遍较好!参

评企 业 中<:R为 蓝 色 或 绿 色!没 有

一家为黑色和红色#而全部被调查的

参 评 企 业 中 达 到 这 一 结 果 的 只 有

%;R!黑色和红色企业却占到:IR#

$图!%&结果表明!环境 压 力 的 大 小

影响着企业的环境行为!在促进企业

环境行为 改 善 方 面 具 有 积 极 的 影 响!
环境压力大的企业环境行为表现往往

较好&

!!要更深入地了解各种环境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对各种环境压力与企业的

各种性质进行关联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压力与不同规模’不同行业’不同所有

制形式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明确各种环境压力的作用点!并以此为根据!调整和

#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评级将企业的环境行为分为五类!分别 以 绿’蓝’黄’红’黑 五 种 颜 色 表 示&绿 色 为

环境行为的最高等级#蓝色是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基本要求!达到公众认可的一个标志#黄色是警告色!虽做到达标排

放!但环境管理力度仍显不够#红色是一 种 违 章 色!表 示 企 业 的 环 境 行 为 没 有 达 到 基 本 要 求#黑 色 表 示 企 业 污 染 严

重!对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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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环境制度!推动工业绿色化的发展&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建议

!!根据模型分析的结果!江苏沿江地区工业企业目前的环境压力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

存在一定的差距!基本上处在以政府的行政压力和政策压力为主的阶段!市场压力和公众

压力有待加强&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加快工 业 绿 色 化 的 进

程!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调整环境压力的结构&

!!首先!近期要继续加强政府的环境管制&由于环境压力可以促进企业环境行 为 的 改

善!压力越大!其环境行为表现得就越好&在目前市场和公众压力尚弱的情况下!政府的

环境管制是促使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主要推动力量!今后政府应继续重视企业的环境建

设!根据目前工业绿色化的进程和企业环境行为的实际继续完善政府的环境政策!加强对

企业的环境行政管理!促使企业进一步改善环境行为&

!!其次!要加快培育市场和公众的力量&在发达国家!市场和公众已经取代政府成为促

使企业改善环境行为的主导力量!而且在促使企业自觉改善环境行为方面比政府压力更为

有效&因此!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培育市场和公众的力量&通过积极倡导绿

色消费!实行各种环境标志认证与市场准入措施!进一步强化市场的环境压力#增强群众

环境意识和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作用#公众作为弱势群体!对企业的不良环境行为!除

了抱怨’投诉以外!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因此应适当发展一些环保组织!积极引导并鼓励

他们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增强公众对企业的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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