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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科学的环保产业发展机制、进一步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

临的重大课题之一。从总体发展机制、政府引导机制、市场投融资机制和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等方面，对该

问题进行了述评，指出了当前的研究特点和存在的不足：正式作用机制研究多，非正式作用机制研究少；

环保企业外部机制研究多，内部机制研究少；方向性的对策研究多，操作性的措施研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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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由国家环境保

护部发布的《2008 年中国环境状况》报告显示：全国 200

条河流 409 个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

的断面比例分别为 55.0%、24.2%和 20.8%；在监测营养状

态的 26 个湖泊(水库)中，呈富营养状态的湖(库)占 46.2%；

全国 519 个报告了空气质量的城市中，达一级标准的城市

21 个，二级标准的城市 378 个，三级标准的城市 113 个，

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 7 个。环保产业作为环境保护的技术

支持和装备保障部门，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

业之一。如何构建科学的发展机制、进一步推动我国环保

产业发展，是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发达国家针对环保产业发展机制的研究已经比较系

统、深入，其理论成果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

鉴于欧美等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

进入成熟期，而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基本任务、

资源约束、国际环境等方面都显著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当

时面临的状况，所以构建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机制需要结合

我国的实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学者开始

大量关注环保产业的发展机制问题，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本文就该问题对 1999-2009 年间发表的 36 篇相关文献进行

了述评，以进一步推动我国环保产业发展机制的研究。 

1 总体发展机制 

与传统产业相比，环保产业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规律

和特征：第一，环保产业发展具有外部性特征。环保产品具

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在自由市场环境下个体有效需求不足；

另外，与传统产业的效益模式不同，环保产业通过间接服务

受益对象的方式产生效益。所以，环保产业无法通过自由市

场中的个体消费需求来驱动、自发地成长起来［1,2］。第二，

环保产业发展具有战略性特征。环保产业的壮大关乎经济

增长机制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其发展具有高关联、

高增长等特性，是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之一。

环保产业在改善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国际合

作、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贡献远非能用环保产业产值

来计量［3］。第三，环保产业的发展具有高技术特征。西方

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环保产业的壮大过程也是新知

识、新技术不断涌现和应用的过程。 

针对环保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并结合我国现

阶段产业发展现状，国内学者对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总体

机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诸多共识，其主要

观点可以归纳如下：①环保产业的成长和壮大最终表现为

环保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和环保产品供应能力的不断增

强；②环保产品需求的增加取决于一系列外生和内生的因

素，如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状况、公众环保意识和政

府对环保产品的直接购买等；③环保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

于三大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即政府引导机制、市场投融资

机制和企业技术创新机制；④环保法律、标准以及公众环

保意识和社会舆论监督是环保产业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

强化这两大驱动力是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最根本措施；⑤

政府在环保产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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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影响公众的环保意识，直接扩

大环保市场规模、推动市场投融资机制和企业技术创新机

制的完善；⑥环保产品供应能力的增强主要取决于市场投

融资机制和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完善(见图 1)［4-10］。 

 

图 1 环保产业总体发展机制 

李纪武通过对美国环保产业发展机制的研究，提出了阶

段论的观点，认为发展环保产业的驱动力主要有：①法律、

法规的驱动；②公众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的支付能力；③基于

市场的经济刺激手段。在环保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动力

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同的：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

段，主要的动力是法律、法规以及公众的环保意识和企业责

任；进入成熟期后，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是基于市场的

经济刺激手段、公众的环境意识和企业责任。在第二个阶段，

由于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较少或没有新的法律法规

出台，法律法规对环保产业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目前，

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还处在第一个阶段［11］。 

2 政府引导机制 

综观西方各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经验：环保产业与传统

产业的形成机制不同，传统产业是在满足个体需求的过程

中自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环保产业是在法律法规的保

障下靠政府强力推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国学者非常重

视政府引导机制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分别对环保法

律、宏观管理、财税政策、技术政策、市场化建设、产业

布局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结构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

究［12，13］。 

李启家等［14］提出环保产业需要加强法律引导，重新界

定企业、消费者和政府这三大环保市场主体的责、权、利，

认为对环保产业进行法律规制的实质和核心是以环境质量

为根本，利用市场机制对环境资源合理调配，它是由环境

资源利用所产生的各种既有和预期利益的协调问题，是各

种权益的确认和分配问题。何卫东［15］对我国环保产业与法

律制度创新进行了探讨，认为环保法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保护环境的重要基础，环保产业离不开法律制度的规范、

引导和保障。他提出环保法律应遵循一些原则，如市场经

济规律和市场机制原则、公平与效率原则、公众参与的原

则，并提出了进行制度创新的建议，即建立强制回收制度

和代处理制度。 

夏杰长等［16-18］对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的财政金融对策进

行了探讨，提出了发展环保产业的财政金融对策：采取发

行环保公债办法，筹措环保资金；开征环境税，支持环保

产业的发展；制定有利于环境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政策；组

建环保产业投资基金；试办“中国环保银行”。李珂［19］

对我国环保产业的财税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应该开

征环境保护税，拉动环保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完善税收优

惠政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尹改［20］探讨了我国环境保护技术政策框架和实施方

式，提出环境保护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推进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坚持污染防治和

生态保护并举，适应国情，突出重点。同时，他还提出环

境政策的实施要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中，纳入“三同时”

审批和环保建设项目的验收工作中，纳入环保产品的认定

工作中，纳入环境保护技术的引进和出口工作中，纳入环

保执法的监督工作中。徐毅［21］分析了我国环境保护技术政

策的现状及其实施效果后，提出：加强农业技术政策研究，

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技术政策体系；推进绿色科技研发的

扶持政策，提高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水平；完善促

进科技减排的激励政策，强化企业作为技术进步的主体作

用。陈青云［22］对政府在环境保护市场机制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建立环保市场新机制主要要解决

以下几个问题：产权明晰化、外部性内部化、建立“谁污

染、谁付费”制度、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 

3 市场投融资机制 

资本是每个产业成长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之一，产业的

发展离不开融资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由于环保产品的公共

物品属性及环保投资的效益多重性，使环保产业发展面临

着投资不足、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政

府引导、市场取向，多元投入”的环保投资新机制。针对

我国环保产业投融资现状和环保投融资的机制创新问题，

我国学者提出诸多的建议：合理划分和界定不同类型的环

保企业，明确不同投资主体投融资原则、事权及投资方式；

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格局多样化的融资体系；除继

续加强政府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外，进一步创新债券、股

票、创业板和 BOT 等资本市场融资方式以及银行贷款、私

人募集和国际信贷等其它融资方式［23-25］。 

凌丹等［27］探讨了环保产业发展中民间资本的筹集问

题，提出以下建议：有条件的环保企业采取股份制、股票

上市、债券发行等方式吸收民间资本；大型环保设施建设

采用项目融资，主要是 BOT 融资和 ABS 融资吸收民间资

本；中小企业宜采用股份合作制吸收民间资本，或争取“收

益基金”的投资，非营利性环保组织可采用环保广告、为

企业和个人提供环保信息服务，接受社会和个人的资金等

方式吸收民间资本。屈哲［26］通过对环保投资现状、民间投

资参与环保项目的利益分析，提出了民间投资参与环保产

业的主要方式、债权融资、服务协议、运营和维护协议、

租赁—建设—运营(LBO)、建设—移交—运营(BTO)、建设

—运营—移交(BOT)和购买—建设—运营(BBO)。 

何卫东等［29］对在环保设施领域应用 BTO 方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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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认为 BOT 投资方式有利于改善投资结构和引

进先进的环保技术，提出 BOT 的运作可分为前期准备、招

标投标、合同签定、项目建设经营和转让 5 个阶段，并对

BOT 投资方式中与环保政策、机制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

问题进行了探讨。袁开洪等［28］就我国环保产业 ABS(资产

支持的证券化)融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并分析了 ABS

融资在我国的适用范围、融资主体和融资程序。 

徐淼等［30］指出资金短缺是阻碍环保产业进一步发展的

瓶颈，并重点探讨了拓宽我国环保产业证券化融资渠道的

主要方式，即“政策扶持+主板上市”的模式、“科技产业

化+创业板上市”模式、“政策鼓励+三板市场交易”模式

和“民营企业+海外上市”模式。 

王遥等［31］对我国环保产业的科技风险投资进行了研

究，认为环保企业的创业阶段特别需要科技风险投资的介

入，提出应该创新我国科技投资的融资制度安排，建立完

善的环保产业创业资本提出制度、优化法律环境、创新风

险资本供给制度、创新企业治理结构、完善证券市场体系。 

4 企业技术创新机制 

环保产业作为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新经济发展

的增长点，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我国

的发展现状却不容乐观：创新动力不足，研究与发展水平

低下，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智力资源短缺，创新服务

体系不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32］。因此，加强以企业

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制建设是当前提高我国环保产业竞争

力的关键路径。 

许建等［34］对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问题进行了研究，认

为从整体来看，我国环保成果转化为技术生产力的速度慢、

质量低，故提出 4 点建议：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作用；

深化环保科技体制改革；使环保企业成为环境技术产业化

的主体；形成有效的环境技术扩散机制等。董颖［33］在综合

运用国内外产业技术创新理论作进一步分析后认为，我国

环保产业的技术创新具有以下特点：技术进步缓慢，技术

含量较低；行业标准较少，技术地域性较强；隐形知识比

例大，对创新人才要求高；技术创新市场的激励机制不强；

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角色模糊。他提出：改革政府

科技投入机制，切实发挥扶持和引导功能；改革工程教育

及培训体制，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完美结合；协调政府职能

部门、地方不同产业和集群组织在产业技术发展体系中的

作用。 

魏澄荣［35］认为，市场制度是环保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

我国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环保技术的创新，并提出了

针对环保技术创新的市场制度优化思路：建立有利于技术

创新的环保竞争市场制度；完善推动环保技术创新成果产

出的交易市场；健全环保管理体制和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制定并严格执行合理的排污收费标准制度。 

刘助仁［36］在总结发达国家实现环保技术跨越发展的经

验基础上，认为我国环保产业的技术跨越必须首先重视技

术引进与吸收，同时开发与本国科技发展相适应的具有国

际竞争优势的拳头技术，并提出我国环保产业必须以低成

本、走捷径的方式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实现

技术替代与技术融合，以帮助国内产业扩大对环保技术的

需求，积极开拓市场，求得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针对环保产业的发展机制问题已

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形成比较统一的结论，在一些关键

机制上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

对策，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

是，随着环保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环保产业在我国国民经

济中战略地位的日益彰显，我国学者对环保产业发展机制

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1)政府作用机制研究多，非政府作用机制研究少。现

有研究成果中对政府在法律法规、宏观管理、政策措施等

方面的研究很多，但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舆论、非营利

环保组织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尚属空白。 

(2)环保企业的外部机制研究多，内部机制研究少。现

有研究成果关于环保企业外部成长环境的营造研究得多且

深入，但是关于企业内部成长机制的研究较少，例如企业

战略、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 

(3)方向性的对策研究多，操作性的措施研究少。针对

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障碍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学

者提出了问题的解决原则和方向，但是问题的解决和环保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可具操作性的措施。为了尽快

健全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机制，推动我国环保产业进一步

发展，应该强化以上 3 方面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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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important task to construc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y.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n the problem in terms of overall 

development system,government driving system,market fiancing system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And it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 and lack of the former research.It pays less attention on formality syetem than infamality system,enterprise 

exterior system than enterprise interior system,derectional countermeasure than exercisable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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