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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范围的雾霾天气、
严重的水土污染等事件频频发生，环境问题日益严

峻。一般而言，环境问题是多因素影响的结果，但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

境污染活动成为环境污染最直接的原因。据《中国

企业公民报告（２００９）》估计，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约
占环境总污染的７０％，污染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因
为环境使用的负外部性，因此，要有效地减少和消

除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污染的排放，关键就是

要解决环境使用负外部性向企业内部性转化的问

题。一部分学者试图通过研究“政府干预”与“市

场机制”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寻求解决环

境负外部性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通

过各种途径施压于企业进而影响企业的环境管理

行为［１］，利益相关者压力成为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

主要驱动因素［２］。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利益相关

者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揭示不同利

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为发现改善

企业环境行为的最优方式和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引

导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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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分类

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达

成，或者在企业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受到影响的个人

和群体［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所有利益相

关者的支持，但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影响机理不同。一些理论模型认为利益

相关者的突出性由其“权利”、“合理性”和“紧迫

性”三个方面决定［４］。另一些理论模型则认为利益

相关者的影响力主要源自其对企业产品和运营的

“使用”与“撤除”，即对企业需求资源的控制与影

响。如果利益相关者掌握了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

源，则其对企业的影响较高，反之，则较低；影响可

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像环保组织等没有

实际控制企业需求资源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影响不

显著的利益相关者，也可以经由其他利益相关者间

接地影响企业战略的选择［５］。笔者从利益相关者

的所有权、经济依赖性与社会利益三个维度［６］，整

合主动性、重要性与紧急性的利益相关者分类方

法［７］，将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公共利益相关者、外

部利益相关者和内部利益相关者三类。其中，政

府、社区与环保组织等属于公共利益相关者；消费

者、供应商、分销商与债权人等属于外部利益相关

者；股东、管理人员与员工等属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二　公共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一）各级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中央政府的环境利益诉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政策执行

者和区域企业环境行为的具体监管者。各级政府

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

环境规制，对企业造成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进行直

接或间接的干预和调节，降低环境污染带来的外部

不经济性，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环境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

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级政府的环境规制是企业

环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在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城市的企业进行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环境

规制和环境标准是企业环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力［８］；

在对比研究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和市场压力对跨国

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和作用程度后，发现政府环境

规制能对跨国企业环境行为进行更有效性的监管，

尤其在跨国企业环境保护的自我调节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９］；但 Ｍｏｏｎ（２００８）对不同期参与绿
色照明项目的企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早期参与

的企业主要受市场压力的驱动，而后期参与的企业

则更多是受政府等机构环境规制压力的推动，达到

缓解监管压力的目的［１０］。

第二种观点：基于环境是生产函数中的要素，

当生产函数中环境要素的成本提高，在产出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就成为函数关系解决环境和

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因此，环境规制的制定

和执行程度有利于企业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如

Ｆｒｏｎｄｅｌ等（２００７）在对７个ＯＥＣＤ国家４０００家企业
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较之末端治

理技术创新更能减轻生产对环境的污染，资源的限

制投入和相关税收政策能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

行为的发展［１１］。在缺乏外部监管的情况下，企业

不愿主动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但政府规制能迫使

企业将环境外部成本转化为企业生产成本，解决企

业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１２］。Ｖａｌｕｎｔｉｎｅ（２０１２）
以新加坡企业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政府环

境激励政策能鼓励企业实施环境管理，但政府严格

而强硬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以加强对企业环境污染

行为的控制［１３］。Ｇｒａｙ等（１９９６）在研究美国４１家
钢铁企业的环境行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时发

现，较强的执法力度能使企业更好的遵守环境法

规［１４］。Ｄａｓｇｕｐｔａ等（２００１）基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中国
镇江６４０家工厂的环境数据，分析得出政府的环境
监察显著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该结论得到了其他学

者的普遍认同［１５］。Ｋｈａｎｎａ等（２００２）调查研究了
美国标准普尔５００家公司，采用 Ｐｏｉｓｓｏｎ回归分析
和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分析方法显示规制压力有助
于推动企业制定内部环境政策、执行环境标准，企

业构建环境管理体系、公开环境报告能改善与利益

相关者的关系［１６］。

第三种观点：基于博弈论方法的威慑理论来研

究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与演化规

律。威慑理论假定企业在进行环境行为选择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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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地计算可能的所获与代价以及政府反应的基

础上，保证企业价值立场最大化。政府对企业本身

或者其他企业环境行为的认可、纠正和整治企业负

面环境行为或因企业违犯环境法律法规而对企业

处以罚款等措施的案例，都会使企业感知违犯环境

法律被发现的风险、违犯环境法律遭到惩罚的风

险、停产整顿的风险，甚至关闭的风险等，从而迫使

企业采取相应的环境行为。如果企业自身曾遭遇

过政府的环境检查、违犯相关法律法规的警告和罚

款等，这种特殊威慑经历就会成为这类企业实施环

境行为的主要驱动力［１７］。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已

经遵守环境规制，那政府的环境检查、警告和罚款

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措施就对企业环境行为的

影响不明显［１８］，学者们称这种类型的威慑为一般

性威慑。事实上，特殊威慑和一般威慑没有明显的

界限，一般共同作用于企业环境行为。Ｅａｒｎｈａｒｔ
（２００４）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个层面，研究两
种威慑的共同作用对公共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的

影响，发现两个层面的两种威慑都对公共污水处理

厂的环境绩效产生显著正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联邦政府的一般威慑比其特殊威慑更能促进环境

绩效提升，而州政府的特殊威慑和一般威慑对环境

绩效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两个层面的特殊威慑效

应可以替代，但两个层面的一般威慑效应却不存在

替代或者互补的关系［１９］。

社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企业更好地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Ｈｕｑ等（１９９２）对孟加拉国７大国
有肥料企业的调查发现，其中３家企业受社区压力
而采取了良好的环境行为［２０］。Ｂｒｏｏｋｓ等（１９９７）、
Ａｒｏｒａ等（１９９９）通过研究发现，拥有更多关注环境
利益团体成员和较多投票率的社区型企业的有毒

物质排放量比较低，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２１－２２］。

（二）公共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影响企业环境

行为

学者们认为公共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利益诉求

存在交集和互补关系，他们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将

政府的环境规制、社区压力、公众压力等均设为影

响企业环境行为的变量，一些学者论证了公共利益

相关者的环境利益诉求传导的压力是影响企业环

境行为的重要因素，如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和 Ｂａｔｅｍａｎ

（２００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和 ＯＳＬ回归分析研
究１６４位企业环保倡导者的问卷，得出的结论是规
制压力、竞争压力、其他企业的环保范例对企业做

出环境管理决策有显著影响［２３］。兰竹虹（２００８）对
政府、公众和市场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

为它们是影响企业环境因素的重要因素等［２４］。

而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对同一情景下，各公

共利益相关者变量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程度和效

应进行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认为环境规制压力

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大，如 Ｋａｇａｎ等
（２００３）通过对澳大利亚等各国家１４家纸浆和纸张
生产厂的环境绩效研究发现，造纸业的环境绩效在

环保政策的压力下大为改进，大部分生厂商都从被

迫遵守环境政策的行为转为主动保护环境行为，规

制压力、政治压力、当地社区、环保人士和环保组织

的压力可以促使企业更加积极的完善环境行

为［２５］。Ｌｅｅ（２００７）基于企业和制度化理论资源基
础视角研究了企业环境策略的演化，对韩国造纸企

业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间的邮件调查数据进行纵向分
析，研究表明韩国造纸企业的环境战略呈现了非线

性的演化路径，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经济危机

等宏观层面制度因素的变化会影响企业采取积极

环境行为［２６］。Ｌｉｕ（２００９）将企业环境行为划分为
防御型环境行为、预防型环境行为和主动型环境行

为，通过对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３２１家企业发放结
构式问卷，采用ＬＩＳＲＥ１０．０路径分析企业外部环境
压力和企业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

外部环境压力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政府规

制压力是企业防御环境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市场压

力是企业预防环境行为最重要因素，社区和非政府

组织压力是主动环境行为最重要因素［２７］。

而另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则显示了社区公众

压力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力最大。如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２００３）对收集的美国２４０多家企业数据进行多组
路径分析，在有着高环境影响的部门中公众压力对

企业环保影响力最大，其次是监管力量。在较温和

环境影响的部门中竞争优势对企业环境行为影响

力最大，监管力量也起到促进作用［２８］。Ｇａｒｙ等
（２００４）对美国 ４００多家纸浆／造纸厂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
的水、空气污染数据进行方程建模和回归分析，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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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社区公众压力是企业减少污染排放量的主要

动力，减排技术基金、规制监管、生产效率是影响企

业环境绩效的主要因素［２９］。

　　三　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花钱购买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相当于

对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费用性投资，为了更好

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前往往会

对其即将做出的消费性投资对象进行慎重的选择，

在购买后通常还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来实现

与企业的谈判。ＧｒｕｎｅｒｔＳＣ（１９９３）认为３０％ ～
４０％的环境恶化是由于私人家庭消耗所引起
的［３０］，随着消费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绿色产品

的偏好，企业越来越重视其产品的绿色与环境友

好程度，否则企业的产品会遭到消费者的抵制和

排斥，企业有可能面临破产或倒闭［３１］。消费者重

视产品和企业环保性的压力能提高企业环境管理

计划的质量。Ｉｌｏｍａｋｉａ等（２００１）对芬兰４１家中小
型工业企业进行了访谈调查研究［３２］，Ａｎｔｏｎ等
（２００４）对美国５００家采用环境管理体系的标准普
尔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均发现消费者、

投资者和公众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传导的压力能促

进企业制定环境管理计划，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

消费者传导的压力［３３］。因此，以消费者为主形成

的市场压力是企业采取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９］。

而金融可能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实施积极环境行为的企业会受到投资者、商

业贷款和保险的青睐［３４］。如果企业实施积极的环

境行为会更容易获得投资者资金的支持，因为积极

的环境行为表明环境带来的风险相对而言较

低［３５］。媒体曝光和环境信息的公开是促使企业环

境行为变迁的重要因素，因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能让公众获得和共享相关信息，环境行为良好的

企业能受到消费者、投资者更多的关注以获取更

多的市场回报［３６］。另外，国外的行业协会在促使

企业采用环境管理实践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行业规章约束企业行为，并对

企业违规行为的行业处罚，虽然不具备法律上的

强制力，但却能将本行业的企业严格控制在行业

准则中。社区和环保组织通过投诉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中的不环保行为引起企业对环境战略管理的

重视，为了构建良好的社区关系，企业会追求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认证和遵守环境利益集团的环境保护协议，
自觉修改环保措施以应对环保组织压力，减少对

社区的环境污染与破坏。

　　四　内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环境诉求反应是建立在

管理者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基础之上［３７］，管理者对

企业环境形象的关心能促进企业环境行为的发

展［３８］，如果管理者认为环境问题越重要，环境问题

进入企业战略的层次将越高［３９］。Ｄｅｂｂｙ（２００７）对
耶路撒冷６１家洗衣店和４６家机动车维修公司进
行了调查，评估了小型家庭服务企业环境行为的影

响因素和变量，虽然政府压力也会起到一定的作

用，但企业管理者的环保意识和态度才是决定企业

实施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４０］。Ｚｓｏｋａ（２００８）根据
４６６家匈牙利制造企业的调查问卷分析与研究，发
现管理者的环保知识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实施企业

环境行为的先决条件，管理者环保态度和意识才是

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的显著因素［４１］，研究结论支持

了Ｄｅｂｂｙ的研究成果。根据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
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不同，有基层管理者、中层管

理者和高层管理者之分，Ｇｉｏｒｇｏｓ等（２０１２）对 １４２
家希腊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个人

价值观能通过塑造环保态度的方式间接影响企业

环境行为，中层和基层管理者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

直接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利益相关者期望对企业

环境行为的影响比高层管理者环保态度对企业环

境行为的影响更大［４２］。Ｂｏｗｅｎ等（２００１）的研究发
现：企业中层管理者环境意识与企业实施绿色供应

链管理之间是正相关关系［４３］。在美国葡萄酒行业

推行自愿环保措施期间，Ｃｏｒｄａｎｏ等（２０１０）评估了
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意向对企业实现环境

管理计划的影响，评估结果发现：股东和管理者的

环保态度及其对企业的施压程度是影响中小企业

自愿实施环境管理计划的因素［４４］。

企业员工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特殊工艺投入

到企业，是企业重要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利

益诉求既表现为薪酬福利、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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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等显性契约利益，也表现为荣誉感、工作舒适

程度等隐性契约利益，当他们的环保意识水平越

高，尤其是环保拥护者占员工总人数比重大时，或

者管理层中有环保拥护者时，企业采取良好环境行

为的可能性就越大［２３］。

　　五　述评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学者们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环境行为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并且不同学者基于

不同的学科研究视角和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以

下三类主要观点：

１．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是理性的“经济人”，企
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诉求的响应实质上是

企业在权衡成本和收益后，理性选择的结果。

２．一些学者认为利益相关者能对企业环境行
为造成影响是源于企业谋求组织合宜性，从而获得

各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支持，即利益相关者对企业

不良环境表现的反应、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期许

等形成了强制性的、规范性的和模仿性的驱动力，

驱使企业在做环境管理决策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

环境诉求。

３．一些学者则结合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与企
业异质性等，研究和解释企业环境行为为什么具有

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

这些不同理论视角、不同层面的研究结果相互

印证，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解释企业利益相关者如

何影响企业环境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但利益相关

者和企业都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利益相关者影

响企业环境行为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演化

过程，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还有以下几方

面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１．企业的每个利益相关者都基于自身利益需
求的角度来向企业提出利益诉求，导致企业在利益

相关者环境中，面临着来自各种利益相关者的不同

环境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有些是统一的，有些

是冲突的。因此，区分并定量某一时期内，企业不

同利益相关者在环境管理上的合法性、权力性和紧

急性，确定不同利益相关者环境诉求的轻重缓急程

度，构建一个合理的企业响应利益相关者压力的决

策机制。

２．不同行业的企业、同一行业的企业，甚至同
一企业集团内的不同工厂的环境行为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性，一些企业会因积极的环境管理行为而

受到政府褒奖，而另一些企业则因为没有遵守环境

法规而被罚款。因此，未来研究应该侧重于分行业

研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驱动机理，制定

分类引导企业环境行为的政策。

３．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是复杂
且动态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

方式、影响效应各不相同；企业所处的行业类别、所

有制结构、规模大小、技术水平、财务状况和企业管

理者对利益相关者压力的感知和解释不同，加剧了

企业环境行为的差异性；内部利益相关者、外部利

益相关者和公共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没有明

显的边界性，它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这些因素

本身是动态变化的，不同的组合方式导致其对企业

环境行为的影响效应呈非线性特征演化。因此，在

假设利益相关者理性的前提下做出的研究结论有

其局限性，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该在单一的数理方

法基础上，集成计算实验方法，最大限度的模拟企

业复杂动态的利益相关者环境，充分考虑企业异质

性和环境行为的多样性，通过设置不同的情景模

式，或者改变参数等反复实验，揭示利益相关者作

用下的企业环境行为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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