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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其目的在于督促生产者和消费者关注其生产和消费行为的
社会福利影响，强制、督促和引导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某种意义上，环境标准的提高是生产成本或消费成本增大的代名词。
对于企业来说，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增大则意味着市场份额的缩减
以及市场竞争力的削弱。
    不难理解，如何鼓励企业开展环境技术创新和推进环境技术的市场化，以促使企业在降低资源消耗
和削减污染同时，达到降低环境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目的，并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的双赢，
自然就成了环境政策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目标，这也是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的核心主张。
同时，不同环境政策对于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影响程度是否具有差异，如何组合不同的政策手段也就成
为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本书的选题正是基于上述思考，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厘清环境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通过
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以期实现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导向和技术创新的绿色化。
    受实证分析材料和时间的限制，本书将着重讨论以下问题：（1）环境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换言
之，本书试图回答环境政策是否有利于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2）波特假说在理论上可否得到
证明；（3）环境政策对技术创新方向的限定、约束和引导问题，即如何确立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导
向；（4）不同环境政策手段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刺激效应以及对环境技术转移和扩散的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5）中国环境政策的属性、实施效果及其技术创新效应；（6）基于技术创新导向的环境政策
体系构建问题。
    本书的研究包括规范性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大方面。
规范性研究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补偿作用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
首先，通过创新活动，企业对于如何处理污染问题在技术和方法上会更加熟练，这有利于降低环境保
护成本；其次，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创新补偿效应，包括产品补偿（创新对产品的质量改进）和过程补
偿（通过创新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率）两种方式。
但是，由环境政策所激发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一般的创新过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第二，按照本书构建的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综合模型，环境政策是否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取
决于由各种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在内）所构成的综合驱动力的相对大小和变化。
如果单纯考虑环境政策的影响，环境政策的引入能诱导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发生。
    第三，从刺激技术创新的角度看，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作用存在着一定差异，每种政策手段各有其
优缺点及特定的适用条件。
从实证观察的结果以及各国的经验来看，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配合使用比单独采用一项政策手段对于
技术创新的刺激效果会更好。
    在实证分析方面，本书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中国环境政策的属性、政策实施和政策技术效果等三个
维度进行了详细分析。
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带有明显的命令与控制色彩，经济手段较为匮乏，基
于信息提供的相互沟通手段的运用尚不多见。
    第二，从政策的实施情况看，在宏观层面，市场准入类环境政策的执行情况比较良好，尤其是与技
术创新直接相关的环保技术政策的执行情况较为理想。
但考虑到所选指标及数据的局限性，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不太理想。
在微观层面，目前中国工业企业执行环境政策的情况并不乐观。
从政策的执行面来看，虽然政策的覆盖面在逐年扩大，但政策的实际执行力度提高并不明显。
从环境政策的技术创新响应程度看，由于环境政策的强度不高，其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作用尚不
显著。
    第三，自实施环境保护政策以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
但如果从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创新的投入产出比等角度来衡量，与国外的    差距仍然较大。
总体来看，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体系的低效运作、创新领域缺乏深度、创新产出率较低、技术整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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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技术的产业化程度低等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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