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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企业的加成率反映了企业将价格维持在边际生产成本之上的能力，关系到企

业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及市场垄断势力。保持较高的加成率是企业动态竞争能力

的体现。 

本文从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视角出发，利用 De Loecker

和 Warzynski(2012)的方法，选取《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 年持续经营

的 15431 家制造业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

业的总体影响。并区分了高竞争行业的企业和高垄断行业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

出口企业、创新企业和非创新企业以及高污染地区企业和低污染地区企业，分析

了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加成率的影响差异。 

本文首先对分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出口与非出

口、创新与非创新企业的加成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其次，实证检验了我国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总体效应，发现环境规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而环境规制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呈 U

型。拐点处的环境规制大小为 9.523，而我国环境规制的平均水平为 1.490，尚处

在拐点的左侧，因此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加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加成率；随后，区

分不同类型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高垄断行业的企业、非出口企业以

及创新企业的不利影响较小；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论和假说提出了相关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加成率；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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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Markups reflect firms’ capacity to keep the price above the marginal production 

cost, which relates to their ability of influencing market price and the market 

monopoly power. Keeping high markups is a reflection of firms’ dynamic competitive 

ability. 

On perspective of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on firms’ 

markups, this article selects 15431 firms which operate in 1998-2007 from China 

Business Performance Data as balanced panel data. By calculating the markups of 

these firms using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ethod informed by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 (2012), this paper has focused on the tot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markups. Then we distinguish enterprises of high competition industries 

and high monopoly industries, export and non-export, innovation and non-innovation, 

high-pollution areas and low-pollution areas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influence among these series.  

Firstly,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a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as well as the markups among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industries, export and non-export enterprises, innovation and 

non-innovation companies. Secondly,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total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markups reflects that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while the quadratic term 

coeffici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ups and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U-shaped.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our country still lays on the left of the turning point since the turning point is 9.523 

and the average level of China is 1.490. Then, after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enterprise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high monopoly industry, non-export and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re relatively smaller.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and hypothesis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rkup; U-shaped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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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其中 2016 年

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 6.7%。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

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国内较为严重的雾霾天气等。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

注度也越来越高。我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粗放

型特点，这不仅大量消耗了资源，也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源环境问题逐

渐制约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对生活

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就包括环境质量。全球气候变暖和世界经济转型使

得经济环境不再是单一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 1970

年，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环境合作并提出了“环境无国界”的口号。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而被破坏的环境又会反过来阻

碍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必须同时兼顾。

为了避免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过度的破坏，世界各国或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环境

保护和污染减排政策，希望通过政府的手段达到对环境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

的人担心，逐渐加强的环境规制会对企业造成成本负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环

境保护是以牺牲企业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某种

程度上存在取舍关系。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发展国民经济，

并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正逐步实现小

康社会。但是最近几年的雾霾问题明显让公众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从而迫

切希望政府能提高对污染排放的管制。在气候、资源能源、国内社会以及国际的

压力下，我国加强环境规制是必然趋势。但是，环境规制程度的加强虽然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污染排放并形成对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企业的治污成本会相应增加，

从而至少在短期内不利于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而且，自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

以来，一直鼓励企业出口，鼓励企业“走出去”。尽管如此，中国企业在出口市

场上却很少有定价权，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产品质量不高、出口退税和税收优惠

等造成了过度的竞争和较低的价格等。我国政府和企业担心，环境规制的加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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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和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鉴于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理论学界逐渐开始研究环境规制的

经济效应以及是否存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可能，而这种研究尤其对

我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了我国环境规制对制

造业企业经济效果的影响。根据定义，加成率反映了一个企业或行业将价格维持

在边际成本上的能力，是企业垄断势力和动态竞争力的一种体现，因此本文着重

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企业加成率关系到企业影响市场价

格的能力，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拥有高加成率的企业有更多的产品定价权，更能

主导行业的发展，是一国国际竞争力的体现。 

1.1.2 研究意义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在没有政府环境规制时，污染物的排放并没有给

排放者造成损失但却会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的影响，公众生活的环境质量会大大

下降。因此，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来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这就是环境

规制。环境规制是一种社会性规制，是政府纠正市场失灵的一种手段。 

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总体影响，其中

加成率是对企业动态竞争力的一种衡量。目前，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速度，但是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雾霾天气使得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

坏越来越明显。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仅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严重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感。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的质

量，其中干净清洁的环境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我国政府大力主张企业“走

出去”的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足够的定价权是

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理论学界，加成率是衡量企业动态竞争力的指标。

而人们普遍认为环境规制会带来遵从成本从而使加成率下降，环境规制不利于企

业竞争力的提升。事实究竟如何？环境规制是否对企业竞争力有负面影响？环境

规制能否实现环境保护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结果？本文的研究能够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指导我国政府制定具体有针对性的环境政

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本文考察了我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是对环境规制

经济效果理论研究的一种补充。在我国目前的学术研究中，由于缺少微观企业的

数据和相应的方法，运用 De Loecker 和 Warzynski(2012)[1]的方法从企业层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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