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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自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在社会经济

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问题，环境问题又

反过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使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迫在眉睫，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

我国于 2018年 1月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环境保护

纳入法律程序。企业作为污染物的生产者和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自然成为保护

环境的主体。在开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人们逐渐关注环境保护的相关问题，环

境保护税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焦点。面对开征的环境保

护税，企业大多持两种态度：一种是企业积极应对，通过技术的创新升级，降低

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从而减少缴纳环境保护税金额，肩负起保护环境责任；而另

一种企业则是消极应对，认为企业缴纳的环境保护税金额要远低于技术创新成

本，因而不愿意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那么开征环境保护税是否会促进企业技术

创新？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本文首先进行了相关文献的整理，分别梳理了包括环境保护税和企业技术创

新在内的相关文献，以外部性理论、庇古税理论、“双重红利”理论、波特假说

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选取 2012-2020年我国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企业

创新投入为核心被解释变量，构建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实证考察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探讨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应。

实证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开征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税法

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本文进行了三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一是安慰

剂检验，排除其他未知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干扰。二是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三

是改变核心被解释变量定义和缩短考察时间。将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替

代，重新进行回归；由于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对数据可能存在影响，因

此去除 2020年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以上三种方法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此外，

本文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在企业所处的不同地区中，环境保护税的

开征显著的促进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对西部地区的企

业促进作用不显著；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环境保护税能够更大幅度地推动国有

企业技术创新。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税的政策效应，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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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节能减排，本文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优化环境保护

税制度，发挥保护环境的政策效应。二是注重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提高企业创

新效益。三是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税收入，不断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 企业技术创新 双重差分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法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in

China, the economy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China has experienced

relative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source consumption

issues, which in turn affect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ing it urgent to

addres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sues. In the face of serious

environmental issues, China officially implemente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anuary 2018,

In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o legal procedures. Enterprises,

as producers of pollutants and taxpayer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naturally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ople have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issue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scholars' research. Faced

with the i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most enterprises

have two attitudes: one is that they actively respond 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issions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thereby reducing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paid, and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other type of enterprise is a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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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believing that the amou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paid

by the enterprise is far lower than the cos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refore unwilling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ll levy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is study.

This article first reviewed relevant literature,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Based

on externality theory, Pigou tax theory, "double dividend" theory, and

Porter hypothesis theory, it selected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0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use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as the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 to construct a dual difference

model (PSM-DID)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levy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xplore the policy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law significantly promotes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conducts three methods of robustness testing:

first, a placebo test, which eliminates the interference of other unknown

factors 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second is to test the parallel trend

hypothesis. Third, change the definition of c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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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en the investigation time. Replace the proportion of R&D investment

in operating revenue with a new regression;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2020, the data may be affected, so the data in

2020 will be removed and regressed again. The above three methods have

passed the robustness test.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has conducted further

research and found that, in different regions where enterprises are located,

the intro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enterpris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while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enterpris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is not significant; In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yste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better exert the policy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mo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save energy and reduce emis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First,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system,

and exert the policy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econd,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ird, make reasonable

u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revenue to continuously stimul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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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内经济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科技

极大进步，社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各行各业发展迅速，使我国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以污染

环境作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我国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当前，环境污

染等问题的日益突出，激发人们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政府也多次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科学理念，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在此发展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对此，

我国把建设绿色经济和产业作为发展目标，完善以市场作为依托的长效驱动机制。环境

保护税制度是以市场作为导向的环境规制制度，其深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与

大部分国家不同，我国以往一直并不存在真正的环境保护税制度，而是用排污费制度作

为环境税。但我国排污费制度保护环境效应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排污费本身制度的有效

性相对是较低的，这与其制度本身存在的执法强度不够、行政干预较多和规范性较差等

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克服上述存在的缺陷，我国在 2018年进行了排污费向环境

保护税的改革，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制度的转变。从理论上来看，费改税将有

助于从根本上克服排污费制度存在的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文简

称《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6年 12月 25日正式立法通过，并在 2018年 1月 1日开始

施行，通过法律手段明确规定了税收征税对象、税目和税率，使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外

部环境成本转变为企业内部成本，这对促进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当前，我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

定不移贯彻创新、绿色、开放、协调、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根本动力，并提出到

2035年“生态环境出现根本好转、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的远景目标。推动绿

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和核心力量是创新。在 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再次强调了要深入推动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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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

期，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创新驱动发展。因此，技术创新对在经济建设一线的

企业来说变得非常重要。恰当的环境规制是促进企业采取环境保护行动的重要工具和手

段，政府环境规制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改善生活环境。著名的波特假说

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能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固有资源的可用性，使得创新绩

效大于“环境补偿成本”，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而环境保护税制度作为环境规制中最

有效的一种手段，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何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环境保护税一方面通过调节与规范市场行为，

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降低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成为治理环境污染和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通过改变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自我国 2018年正

式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以来，已过去了五年多，我国环境保护税是否有效实现了环境污

染治理与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效应，是否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亟需加以研究。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研究目的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分析环境保护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

除了达到短期污染减排的目的外，是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以实现环境保护的单一效益，

还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来实现环境保护和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双赢？针对该问题的研究

对健全我国环境保护税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理论意义

丰富了现阶段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机理的相关研究。我国环境保护税从

2018年 1月 1日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一类有明确目标的独立性税种，其开征带来的

效应一直是学者们的热点话题。然而，当前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税的效应研究大多是基于

排污费的历史数据，以环境保护税开征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

以 2018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 2012-2020年我国 A股

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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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税法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有助于在理论上丰富环境保护税微观经济效应

的有关研究，深化对我国环境保护税政策这种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理

解。

（3）实践意义

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首要目的并不是增加税收，而是将排污造成的外部性损害内部

化，对污染者给予持续的价格压力，以指引企业自主进行节约资源减少排放的行为，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从而鼓励企业通过加强自身的技术创新有效降低税收成本。本文试图

回答以下问题：环境保护税是否会迫使企业从根本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实现绿色发展

和创新发展的“双重红利”？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和产权的

异质性？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为现有环境保护税体系研究的不足提供参考，为我国环

境保护税制度的完善和优化提供借鉴，使环境保护税能够更好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提

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对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2 研究综述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是前沿的学术话题，现有研究进行了丰富

的讨论，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保护税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研

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2.1 环境保护税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环境规制通常会给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带来负面影响，降低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环境规制会加大企业对污染物的排放成本，逼迫企业将技术创新原

本投入资金转移到环境治理项目（Kemp等，2011），占用企业财务资源从而挤压了企

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投入产生抑制效应。开征环保税是一种规

制压力，使企业加大污染减排投入，对于高污染企业，其污染排放程度越高，所需要承

担的税收负担和成本也就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降低企业生产率和影响企业发展

（Shadbegian R J等，2005；李霁友，2017）、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竞争力（Aldy J

E等，2016），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方面，Jaffe等（1994）认为，环境规制政策会增加企业的额外成

本，挤出生产性投资的相关资金，从而不利于生产技术的进步。Marcus Wagner（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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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德国制造业进行研究，通过研究专利申请数与环境规制的关系，结果发现征收环境

税阻碍了企业生产型专利申请数的增加，得出环境税不利于德国制造业进行创新的结

论。Ramanathan等（2010）利用方程结构模型对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

税费确实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关系，征收环境税费必然增加企业成

本，压缩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即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消极影响。Hottenrott H 等（2015）

的研究表明，限制性的环境政策增加了企业的治理成本，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

并对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产生更显著的影响。Leeuwen G V等（2017）研究指出，环境

规制甚至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和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此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王文普等（2015）认为，环境规制对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两类相反的影响：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并且总体净效应为负值，

也就是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占佳等（2015）研究发现属于市场激励

型的环境政策在实施短期内对企业基础性创新有着消极的影响。涂正革等（2015）为了

检验我国排污费是否存在波特效应，应用倍差法的同时引入 DEA模型进行研究，结果

表明排污费在短期和长期都未能产生波特效应，排污费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着负面影响。

李婉红（2015）利用 GWR 模型研究了排污费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两者关系，以此考察

波特假说在我国是否有效，研究结果发现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排污费的负担对企

业绿色技术的创新水平有负面影响。余东华等（2016）的研究发现，对于重度污染行业，

在当期及滞后各期内的环境规制均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抑制作用，并且随强度的加大，这

种负面影响越严重。卫平等（2017）使用 2001-2014年我国省级制造业的企业数据进行

GMM分析，发现了环境规制在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而在

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则起着负面影响。邱玉霞等（2017）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地区，

环境规制显著性的抑制了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

1.2.2 环境保护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会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的传统观点受到众多学者的批判，其

中最著名的则是波特假说（Porter Hypothesis）。Porter（1991，1995）认为，关于环境

税与企业竞争力此消彼长的观点是错误的，提出传统观点是基于静态模型的分析框架并

且忽视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可能性。而企业的竞争力源自于企业优秀的创新能力，是一个

动态的发展过程。减少污染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的环境规制

将会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通过刺激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和研发支出，可以抵消成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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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竞争力。而环境保护税作为环境规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对企

业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激励和促进作用（龙凤等，2021）。

理论方面，Porter（1991）认为适当的环境法规可以激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环

境税是对保护环境效果显著的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增加企业的资源利用率，改变旧资源

的可利用性，由此使创新绩效高于“环境补偿成本”，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助

力企业长远发展。Porter等（1995）研究发现，有关环境规制的政策能够激励企业增加

对技术和管理的创新研发投入，从而使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受长期环境规制政策的影

响，通过促进企业管理方面效率的提高和技术改革带来的效益能够消除因为治理污染而

增加的成本，因此，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将会提高。Abdullah等（2014）认为环境保护税

带来的惩罚压力和税负，会迫使企业节能减排、优化经济结构和生产绿色产品以获得新

的可持续盈利点。李斌等（2013）研究发现，合理的环境机制设计可以刺激企业技术创

新，实现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徐建中等（2018）通过分析声誉机制理论，认为环境政策

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利于企业声誉的提高。褚睿刚（2018）认为环境保

护税税负越大，企业获得的激励效果就越强，随着环境税税额的增加，企业投入到环境

科技创新的资金和引入环保技术的意愿也越强烈。

实证方面，有研究表明，环境保护税会促使企业向绿色化转型（于连超等，2019），

特别是企业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环境保护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

（Montero，2017）。Hamamoto M（2006）认为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增加创新投资和

研发支出来能够抵消成本，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绩效。Simone等（2015）利用欧洲企业

的数据，实证得出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地区碳排放，推动企业增强技术创

新能力。Rubashkina（2014）对欧洲国家制造业进行了“弱”和“强”波特假说检验的

实证研究，对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波特假说，即环境规

制明显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得出相似结论。徐敏燕等（2013）以

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其实是创新效应和产业

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规制激励了企业创新。毕茜等（2016）从创新投入和专

利产出不同纬度进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保护税确实具有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

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征。齐绍洲等（2018）基于我国沪深股市上市

公司专利数据，借助三重差分的实证方法，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有效的刺激了企业的

绿色创新活动。孔繁彬等（2019）构建双寡头博弈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环境研发

与绿色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环境保护税有效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补贴也显著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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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进步。毕茜（2019）发现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且促进

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行业竞争程度来体现，延伸了“波特假说”的内涵。刘金科等（2022）

发现环保税改革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且发现诱发企业绿色创新并不是增

加研发投入的杠杆效应，而是挤出其他资源效应的结果。

除此之外，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还存在异质性。如张倩（2015）

基于 30个省区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环境规制促进了中西部

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而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任优生等（2016）利

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使用分位数方法进行研究，发现环境政策对较高或较低研发强

度的企业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还发现对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创

新促进作用更明显。齐绍洲等（2018）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运用三重差分

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

具有行业差异性，对重资产企业以及企业所在地区与生活紧密联系较行业促进效应更

强。李香菊等（2019）站在税制绿化的角度，实证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创新补偿效应具有

企业差异性，对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和现金流不足的企业影响效应更好。崔也光等（2021）

的有关实证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激励了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且对于非国

有企业和企业位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或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

度较高时，环保税对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1.2.3 环境保护税和企业技术创新关系不确定

考虑到不同企业的差异性、环境外部因素等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

关系可能还存在以下三种不确定关系：

一是满足一定条件的环境保护税才会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激励效应。Chowdhury I R

等（2011）基于垄断市场的假设，利用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何种条件下“弱波特

假说”和“强波特假说”才会成立，结果发现“新技术效率”是波特假说成立的必要条

件，也就是当新技术能够增加生产效率时，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创新的假说才能成立。

Ziesemer T（2013）基于微观经济理论，发现新的“成立于知识资本条件的波特假说”，

其主要观点是，环境规制只能较小部分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也就是仅当环境规制增加

了企业的知识资本积累，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力。张同斌（2017）的研

究发现，低强度的环境政策不能促进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只有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政策

才可以刺激污染企业产生波特假说中的创新补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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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或者影响不明显。Brunnermeier等（2003）选用制造业

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带来额外的创新激励。Mardones C等

（2018）研究了智利对工业企业征收碳税的具体实施情况，发现较低或较高的碳税税率

对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成本不存在明显影响。王锋正等（2015）选用我国资源型

产业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不明显，而对绿色

工艺的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占佳等（2015）利用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不同类型的环境

规制工具进行研究，发现较好运用的命令类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短期刺激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有抑制影响，但是随时间的发展抑制影响会逐

渐稍弱至促进效果。余伟等（2017）对 37个工业行业做实证研究，发现了低强度的环

境规制水平不能有效的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活力。陈雨柯（2018）的研究把企业研发

投入细分为了“非环保型的研发投入”和“环保型的研发投入”，结果是环境规制政策

明显的促进了环保型的研发投入，却抑制了非环保型的研发投入，这说明环境规制的激

励作用存在局限性。李百兴等（2019）以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和

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实施新环保法后受影响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虽然

有所提高，但其结果并不显著。陶锋等（2021）对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进行分类，实证

研究环保目标责任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尽管环保目标责任制推动了企业

绿色专利数量的增长，但创新质量反而下降了。

三是存在“门槛效应”，或非线性的“U”形关系。蒋伏心等（2013）基于两步 GMM

法实证检验出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影响效应，探讨出二者之间存在先降后升

的正“U”型动态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增强，影响效应却从“抵消效应”转

变为“补偿效应”。宋文飞等（2014）以价值链视角出发，研究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效

率的关系，发现不同门槛条件，环境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作用机理。颉茂华等（2016）

基于 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企业

创新水平随环境税强度增加而不断提高，而提高到一定界限后，技术创新水平开始下降。

彭文斌等（2017）实证发现环境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效应是双重的门槛效应，即在环

境税负处在较低或较高阶段时，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税费负担处在中等的

阶段时，会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李香菊等（2018）利用动态空间计量模

型，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影响效应呈“倒 U”型关系，即当环境税强度增加到某一值之后，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反而呈降低的趋势。郭进（2019）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企业

负担环境支出或排污费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且该效应由弱变强。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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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等（2021）研究发现，环境税等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具有先抑后

扬的“U”型特征。

1.2.4 研究述评

近年来，许多学者在环境保护税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做了大量研究，且都较为丰

富，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结论，其中主要存在于三种观点，即环境保护税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正向影响以及两者关系不确定。同时，环境保护税开征的影响效

应存在异质性，现有文献对环境保护税开征的影响效应评估的相关研究有重要贡献。

对于我国来说，因为环境保护税的起步比较晚，所以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有限。目前

国内现有文献大多围绕环境规制进行研究，主要以排污费制度、环境政策数量或 2015

年实施的《环境保护法》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鲜有文章对

2018年正式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研究其政策效应。我国排污费制度的环境保护效应

长期存在较大争议，其制度的有效性相对比较低，这与制度本身存在的执法强度不够、

行政干预较多和规范性较差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为了解决排污费存在的种种问题，

我国于 2018年 1月实施了《环境保护税法》，法律的出台也标志着排污费制度向环境

保护税制度的转变。这项费改税政策是否能够提高我国环境保护的制度效应，关系到环

境保护费改税的政策导向，但已有文献对此方面关注不足。因此，本文以现有文献为依

托，试图站在企业为主体的微观视角，考量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检

验环境保护税制度政策的有效性。

1.3 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章节概括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综述国内外学者对环境保护税与企业

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现状，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以及创新点和不足。

第二章为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一是对本文研究有关的主体概念进行阐述及界定，

包括环境保护税和企业技术创新；二是详细介绍与文章有关的基础理论，具体包括了外

部性理论、庇古税理论、双重红利假说和波特假说；三是，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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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为后续的实证模型分析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章为环境保护税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一是梳理我国环境保护税费发展

历程，分为排污费阶段和环境保护税阶段；二是分析环境保护税费收入现状，对近年来

排污费和环境保护税收入进行宏观数据统计和分析；三是分析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

状，对创新投入现状与创新产出现状进行宏观分析。

第四章为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的实证分析。选取 2012-2020年我

国 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重污染行业作为处理组，几乎不受环

境保护税影响的行业作为对照组，构建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通

过对模型的回归分析，获得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接下来对影响

效应的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针对性的提出

一系列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税政策效果，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的对策建议。

技术流程图如图 1.1所示：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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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通过对研究对象相关文献进行阅读、归纳和分析，确定研究的

可行性和创新性，对研究所需的理论基础和影响机理进行分析。

（2）实证研究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环境保

护税法实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最终依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3）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环境保护税法实施前后的差异，将企业分为东中西部

地区、国有非国有企业，通过实证结果比较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

并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

1.4 创新点和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点

一是现有的多数研究是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或以排污费和环境税的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 2018开征的环境保护税作为对象的研究比较少。因此，本文以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作为时间节点，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

究环境保护税的影响效应，拓宽了现有文献对环境保护税的研究。二是不同企业间存在

较大差异性，直接使用双重差分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在使用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前，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出各方面特征与处理组相似的对照

组，消除样本选择性偏差，使研究结果更加可信。

1.4.2 不足之处

一是对理论分析阐述可能不够深入，对环境保护税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可能不够透彻，并且控制变量选取可能不全面，未选取的变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度。二是由于当前尚未有绝对权威的体系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因此，

在企业技术创新相关变量指标选取时，选取了最为核心的研发投入当作衡量指标，可能

对实证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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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环境保护税概念及特点

（1）环境保护税的概念

环境保护税的概念是经济学家庇古最早提出的，其观点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西方

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在逐步降低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更多的采用“生态税”、“绿色

环保税”等特指税种以维护生态整体环境，对污水、废气、污染物和噪音等“显性污染”

源采取强制征税的方法。环境保护税又被学者叫作绿色环境保护税、生态税。依照污染

者付费的原则，采取众多方式向排放环境污染物的主体收取其污染行为导致的环境治理

成本，即环境保护税是经当地政府向环境污染排放者征收税款的税种，使环境治理的外

部成本内化到企业产品生产成本中，从而能够激励排污者降低污染排放量，减少污染。

当前学术上对环境保护税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具有狭义、中义和广义的不同界定。

狭义的环境保护税指的是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或产品征收的独立税制。中义的环境保

护税指的是以保护环境、降低污染排放量作为目的而收取的各税种的总称。广义的环境

保护税指的是所有以提高环境质量作为目的的环境规制手段的总称，不但包含各种与环

境保护有关的税种，还包含能够改善环境状况的各类税收优惠的调节政策。我国的环境

保护税则指的是在我国区域和附属的其他海域内，向对环境直接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生产

经营者和企业事业单位征税的专门税种，其征税对象具体为应税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

噪声和固体废物。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狭义上的环境保护税。

（2）环境保护税的特点

环境保护税既有一般税收的存在的特征，也有不同于其他税收的特点，主要有以下

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外部性。庇古和马歇尔是最早提出外部性概念的学者，外部性其实是指个体行

为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造成有利或不利影响的现象。外部性又可细分为正外部性和

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个体行为对其他人带来有益的影响，而负外部性则是负面影响。

与环境保护税有关的外部性指的是生产和消费的负外部性，为了把外部问题内部化，庇

古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理论，该理论主张向污染者征税应该依据污染所带来的危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87%E5%8F%A4/802334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A8%8E/67288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8E%AF%E5%A2%83/841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1%E6%B0%B4/59255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9F%E6%B0%94/1103252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9%AA%E9%9F%B3/4824?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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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通过征税缩小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距离，即用税收的方式倒逼经济个体把产生

经营的外部性经济内部化。

二是目的性。开征环境保护税的主要目的是宏观调控，并不是提高税收收入。我国

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目的是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环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绿色经济。

环境保护税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会使污染型企业放弃一部分的经济利益转向环境

保护的投入中，从而引导企业把保护环境作为目的，合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加强保护

环境的积极性，减少破坏环境的不良行为。

三是特定性。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对象是具有特定性的，主要是针对的是排放污染物

的主体。即纳税人必须为其污染或破坏生态行为向地方政府上缴税收，用于环境治理。

遵循“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理念，污染个体需要承担其产生的负外部性

环境污染行为相应的责任，同时，企业基本不能够转嫁所需承担的环境保护税税负。

2.1.2 企业技术创新概念内涵

技术创新指的是利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强大核心动力，产业发

展需要技术创新来推动。关于创新的论断，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的书中有所介绍，

创新的概念大致包括市场、组织、技术、产品、资源配置五个方面。基本上，市场和组

织创新为产品和技术创新创造出良好的外部性条件，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具有比较复杂

的关系，技术的革新通常伴随着产品升级，同时产出新产品，但技术的创新可能不会带

来新产品，产生新产品也可能不会用到新技术。产品创新更多体现在过程的创新，注重

市场化需求与产品设计的外部创新。技术创新则更注重的是内部的创新，通常就是内核

创新，技术创新可能不会产生产品之间的差异，但往往能够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以及成

本的降低。

目前学者在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中，采用哪一种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

平尚未达成统一，其中主要的衡量指标有两种。一种是站在创新投入的角度来选取指标，

采用企业的研发投入表示企业技术创新。另一种则是站在创新产出的角度来选取指标，

采用企业获得的专利数据来表示企业技术创新。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

业技术创新带来的影响，由于技术创新的产出往往需要消耗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并

且会存在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情况，因此专利数据的指标会波动比较大，难以明确是哪一

年的环保税对该年份的专利数据造成的影响，这是使用创新产出角度选取指标的缺点，

而本文研究的是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行为的一种影响，研究是否促进了企业加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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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且当前企业研发投入数据相较于企业专利数据更易获得，综合上述因素的考虑，

本文实证选择使用企业研发投入来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

2.2 理论基础

2.2.1 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是环境保护税政策优化环境的重要性理论基础。外部经济的理念来源自

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该书将因外部性因素造成的费用降低和生产率提升称作外

部经济，将企业内部性因素完善的生产管理和减少的成本称作内部经济。

在经济活动的范畴中，外部性经济是一种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通常会反映在市

场运行机制之外。如在日常生产中，企业通常会希望能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转移到他

人身上，表现为很强的负外部性。而恰恰相反的是，环境保护的规制作用有很强的正外

部性，且仅靠保护者的单方面作用难以达到环境规制的需求。因此，在此过程中，政府

需要通过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以处理市场的自发性问题。

为了让市场的资源配置最优化，政府能够根据外部性理论，在环境规制政策上运用

下列规则体系：一是逐步分解环境规制任务，构建环境规制目标体系，落实规制目标到

各级政府并且严格进行管控；二是加强环境部门的执法力度，构建完善的规制体系；三

是健全环境规制的影响评价体系，在实施工程前期完成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预估和评

价工作，还要完善相关的调整方案；四是严格规定排污许可范围，提高各地污染物处理

能力等。

2.2.2 庇古税理论

庇古税理论是马歇尔的学生庇古在研究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外部性不能

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体现，当市场主体存在负外部性的行为时，并不需要为其负外部行

为付费，但其他市场主体受到负外部影响所造成的损害却得不到赔偿。当这种行为能够

获利时，企业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做出负外部性行为，市场无法自行调节这种行为，

因此，这时就需要政府来纠正和规范这种行为，要对造成负外部性行为进行征税，而这

种税就是庇古税。

企业对外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是一个典型的负外部性行为，直接排放污染物会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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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很大的破坏，可能会对其他企业的生产环境带来影响，但是要求对污染物处理后再

排放需要消耗较大的人力财力，如果政府没有出台有关政策进行限制，大部分企业为了

追求利益会选择做出以邻为壑的行为，并且最终将治理成本转嫁给全社会，对政府治理

环境工作带来较大的麻烦。因此，面对这种行为，国家一般会出面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干

预，对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就是一种重要的干预手段。征收环境保护税就是使企业为自

己的负外部性污染行为进行付费，提高企业的污染成本，通过征税的方式让企业将其产

生的负外部性影响内部化，而政府收取的税款可以专门用来治理污染，改善环境，进而

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对其他企业的影响。

2.2.3 双重红利假说

环境保护税的“双重红利”假说一般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开征环境保护税具有防止

环境污染变得日益严重的作用，有利于改善环境和生态的质量；二是开征环境保护税能

够有效的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以征税的方法降低税收对劳动资本的扭曲，使经济增长

率和社会就业率得到有效的提高，进而实现“绿色红利”和“蓝色红利”。由“双重红

利”假说，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增加了企业排放压力，使企业减少污染，这属于第一红利。

政府收取环境保护税，能够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优化财政结构，同时把这部分财政

收入用于污染治理及其他社会活动中。当税收收入投入到治理污染之外的活动时，给社

会带来了其他环境之外的福利，这属于第二红利。在“双重红利”假说理论的不断发展

下，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弱的双重红利论”，主张环保税收入能够缓解目前税收制

度的扭曲程度，减轻企业缴纳多种税收形成的压力；二是“强的双重红利论”，许多国

家的目标使追求更多的社会福利，认为经过环境保护税的改革，能够优化现有税制体系

和保护生态环境；三是“就业双重红利论”，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可以降

低需要缴纳的其余劳动税收，让个人获得的收入增加，环境保护税经过改革与优化，不

但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还促进了社会就业。

2.2.4 波特假说

波特假说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所提出的，他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是

能够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和提升企业竞争力两方面效应的“双赢”，并且提出环境规制应

满足的五个目标：一是能让使企业清楚资源配置效率情况并获知以后的优化方向；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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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重视信息资源的收集实现企业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加；三是能够使得企业环境价值投

资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得到控制；四是，能够让企业得到推动进步与创新的活力；五是，

能够改变落后的竞争环境，即所有企业都不能利用降低环境投资而得到竞争优势。这就

是“波特假说”，假说包含了两个重要理论，即创新补偿理论与先动优势理论。

第一，创新补偿理论。波特运用动态分析的视角发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

的是创新能力，生产要素低而生产规模大的企业国际竞争力通常不强。虽然开征环保税

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但在环境的制约下，企业往往会在生产经营与环境治理之间作出更

合理的选择，会优化资源的配置，把企业资金更多的投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上，在

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水平获得提升，同时也带动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最终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如此通过环境政策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企业税收成本获得弥补的理论，被称为创新补偿理论。

第二，先动优势理论。随着政府对绿色环保理念进行引导以及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

提升，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产品的偏好有所增加，企业要想在未来市场竞

争中取得优势，就需要转变发展理念，生产更多的绿色产品。行业层面上，首先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的企业，比较易获取创新的成果，获得竞争上的优势；国家层面上，环境规

制更严格的地区可以使企业取得更好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技术创新成

果越多的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获取越大的市场份额，其市场地位也就越高。这被称为

先动优势理论。

现今，大量的经济学者进一步对波特假说进行研究和完善，把波特假说进一步细分

为“弱波特假说”和“强波特假说”，“弱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监管政策能够激励企业

某些方面的创新，且创新取得的收益能够部分或完全的抵消环境成本，但这种创新的效

用或许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强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促进企业

创新，创新带来的收益超过企业额外监管成本，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不仅可以提升生产率，

还可以加强企业竞争力。由此可见，波特假说的强与弱在于企业的创新是否推动了企业

竞争力提高。

2.3 影响机理分析

（1）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尽管环境规制可以减少企业排放污染物，保护环境，但缴纳

环境税使企业增加了税负，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利于企业未来发展。而根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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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假说”理论，恰当的环境规制将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环境保护税是一种经济激励型

的环境规制工具，可以使企业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补偿企业的 “遵循成本”，即技术创

新增加的企业利润能够弥补开征环境保护税带来的不利影响，刺激企业进行技术革新，

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竞争力。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可

分为两种层面，一种为企业内部的层面，另一种为社会外部的层面。

从企业内部层面来看。开征环境保护税使企业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需要付出更多

的额外成本，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竞争优势，这时企业将有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做出积极

应对。这部分企业会积极探索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产品结

构创新，从企业产品来看，环境保护税征税对象是非环保产品，这种产品是造成企业负

担额外税负成本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了减少这种额外成本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企

业就有必要进行技术创新，将非环保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或者通过技术革新把非环保

产品升级为环保产品。同时，消费者也非常关心环境问题，更偏向于追求环保产品。这

一导向不但可以使企业降低企业缴纳税额、减轻税负，还可以产生产品补偿效应，也就

是环境保护税不仅可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来降低污染物排放，还可以生产出更环保、更

安全的产品，更能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需求，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另一类是生产过程创

新。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征税，非环保的生产工艺是造成企

业负担环境保护税的根本原因。因此，企业要想减少额外税收成本负担，就有必要进行

技术创新，将非环保生产工艺向环保生产工艺进行升级。此外，改进成环保的生产工艺，

不但能减少排放废物，还可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处理污染物的成本，得到过程补

偿效应。环境保护税通过如此的方式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二是消极应对。这部分企

业认为技术创新的投入要远高于缴纳的税金，此时，企业并不会积极负起保护环境的责

任。企业必须承担三类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直接成本指的是企业在

不创新的情况下继续负担的污染治理成本，包括环境保护税、环境治理费用、被强制关

闭成本、罚款等等；间接成本是指主动支付的成本，例如把企业转移到环境规制较弱的

地方产生的成本；隐性成本指的是企业因形象受损造成不良影响的成本，如客户流失、

销售额下降、股价下降等成本。

从社会外部层面来看。政府通常会选择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和转移支付等方式鼓励污

染物排放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庇古税”理论中，已提到政府能够基于庇古税理论，

对产生环境正外部性主体进行政策补贴，鼓励其增加生产正外部性的产品，这就是环境

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背后的逻辑。在转移支付方面，政府主要通过运用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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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信贷支持等方式进行激励，同时出台鼓励绿色创新发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例如：给

予企业更多的金融扶持，有侧重的对未来产业升级重点领域进行投资；合理利用政府社

会资本合作模式，多渠道引入资金，指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企业技术的革新与升级。税

收优惠方面主要是政府政策支持，包括优惠税率和减税免税政策。从上述政策可以看出，

政府大力支持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进行产品升级，绿色工艺以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如果

能抓住政府政策支持的机遇，企业不仅可以得到政府资金用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还可

以通过技术创新增加生产效率，如此，既有利于企业增加自身的竞争能力，还能成为节

约环境资源的社会践行者。

（2）影响效应存在的异质性

一是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因企业所在区域

不同存在差异。原因在于：第一，地区制度环境会影响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根据各地区

的差异，地方政府依据法律规定设置了不同的税额，因此，不同地区实施环境保护税的

情况不一致，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的设定在不同城市政策执行力不同，不同地区对税收

政策的干预效应也存在差异。第二，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经济环境。各地市场需求、经

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外部性税负环境存在

一定的地区差异。制度环境好的地区相应的配套政策相对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相对较高，市场环境相对公平，企业更有能力按照政策预期进行环境行为，环境保护税

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此外，地方制度环境越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投资溢出效应就越强，这不但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还能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此，

基于企业所属地区进行异质性测试，有利于更深入理解环境保护税的作用机制。

二是可能存在产权异质性，所有制不同，企业在相应的经济活动中扮演角色也不同，

发挥不同的作用，肩负不同的责任。因此，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可

能会因企业所有制不同而产生差异。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肩

负至关重要的责任，且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国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因响应国家号

召而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借助政策优势，国有企业通常拥有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其研

发投入也相对稳定。其次，国有企业通常是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运维监管的

推进对象，环境保护部门更有效地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从而提高税务部门对国有企业

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当面对环境保护税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

国家政策的响应更加积极，主动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积极地进行创新，起到

引领与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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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保护税费与企业技术创新现状分析

3.1 环境保护税费现状

3.1.1 环境保护税费的历史演进

（1）排污费形成阶段（1978—1984）

我国环境保护税费最早源于 20世纪 70年代。1978年，我国参考国外环境管理的经

验，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理念，提出对污染物排放者收取费用的制度设想。1979

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在法律层面上，我国

向排污收费的制度正式设立，该法明确了如果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要根据

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按规定收取排污费。排污费首先在苏州进行试点工作。1981年底，

排污费制度的试点工作已在全国 27个省市区正式开展。1982年，《征收排污费暂行办

法》正式颁布，各地区对当地的排污费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开展制定工作，标志着我国

逐渐形成排污费的法律法规体系。暂行办法中对于排污费征收的范围、目的、征收标准、

排污费收入的管理等进行详细的规定。1984年，我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颁布，标志着

污水也开始纳入排污费的征收范围。

（2）排污费发展完善阶段（1985—2002）

1985年至 2002年是排污费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时期。1985年，国家环境保护局首次

提出排污费收入有偿使用的改革方向。1988年《污染源治理专项资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

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污染治理费用拨款转为贷款，迈出了排污费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环境问题，政府针对出现的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排污费改

革。1991年，在排污费会议上二次讨论了相关试点问题后，出台了《环境监理工作办法》，

环境监理试点已从 50多个城市扩大到 100多个；1992年，在广东和贵州两省以及重庆

等 9各城市进行了向二氧化硫收费的试点；1996年，将二氧化硫酸雨地区被列入试点项

目；1993年《关于征收污水排污费的通知》政府首次把排污个体纳入排污费的收费范围，

总量控制的雏形出现；1998年，启动了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的试点；2000年《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实施建立了基于污染物排放量和种类的总量收费制度。

（3）总量排污收费全面施行阶段（2003—2017）

污染物排放总量收费的全面实施阶段为 2003年至 2017年，2003年 1月 2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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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排污费征收使用条例》，标志着排污费征收管理制度的完善，征收管理条例将征收

范围扩大了，同时也增加了执法力度，标志着我国排污费制度形式正式确立。同年，出

台了《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规范，这两个

政策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排污费制度正式步入排污费总量收费的阶段，保障了排污费

资金的使用严格遵循“收支两条线”的模式。

（4）环境保护税阶段（2018—至今）

为了让排污费制度缺陷得到有效的解决，我国在 2018 年正式开征了环境保护税，

执行了数年的排污费制度由环境保护税制度来衔接，为保障环境保护税进行平稳的衔

接，环境保护税在计税依据、征税对象、核算方法等方面对排污费制度的相应规定进行

了参考。当然，环境保护税制度在征收标准、征收管理、减免政策等方面与排污费都有

一定的不同。环境保护税按照“多排放多付费、少排放少付费”的原则，对排放污染物

的单位征税，不但能够利用征税来抑制企业污染排放行为，还能利用税收优惠等方式促

使企业减少排放，进而充分发挥其绿色调节作用。作为一种绿色税制，开征环境保护税

有其重要而独特的意义。一是其执法相比会更加严厉，纳税遵从性会有效提高，促进个

体诚信缴税，促进税款得到足额收取；二是环境保护税是绿色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能

与其他绿色税收制度进行互补，在社会经济中有效发挥绿色调节作用；三是环境保护税

给予省级政府确定税率的权利，能够使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环境条件和发展需求，因

地制宜的制定税率，发挥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作用。

3.1.2 环境保护税与排污费的对比分析

在新时代，排污费制度远远无法满足我国的环境保护需求，与排污费相比，环境保

护税虽然与排污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存在许多的不同，具体情况见表 3.1。

第一，在税收主体方面。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设定原则，所有排污单位均属于

排污费的纳税人，而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则是排污的企业，没有包含行政单位。关

于征税对象，环境保护税的税收范围更大，征税范围更广，环境保护税分多个阶段征收，

不仅在生产阶段征税，在出现环境污染的运输环节和消费环节也是需要缴税的。这与排

污费主要产生在生产和排放污染物环节不同，相较于排污费，环境保护税更有能力预先

控制企业的污染行为。

第二，在税收优惠方面。环境保护税要比排污费有更大程度的税收优惠力度，主要

体现于税收优惠档次的设置上，例如，排污费规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气体或水体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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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小于规定标准的 50%，减按 50%的比例收取排污费。而环境保护税依据排放浓度扩大

了减免层级，对低于规定排放标准 30%的气体或水体污染物浓度值，将减按 75%比例征

收环境保护税。事实上，环境保护税通过设定更大的税收优惠，可以进一步增强企业的

节能和减少排放的意识，环境保护税的激励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

第三，在征收缴纳方面。环境保护税和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具有一定的差异，排污费

的起点是法律规定的征收标准，城市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增加，这导致地区间的排污

费有很大差距。而环境保护税在参照排污费的基础上，设置了最大的增加比例，这样不

仅能使税收具有灵活性，而且防止地区之间出现征收标准过高的情况。在排污费实施过

程中，环保部门是征管主体，在费改税后，税务部门承担了环境保护税的主要征管工作，

而环境保护部门则负责监测企业的污染数据，这样使两个部门的具体职责更明确，分工

协作更加高效。

第四，在征收管理方面。执法不够刚性是“费改税”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开征环

境保护税能够较大限度的增强征收管理力度。立法后其征收管理以有关法律为依据，具

备强制性，违反税法规定的行为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排污费的征收管理的规定对瞒报、

拒不缴纳等行为仅做出最高 3倍罚款和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处罚力度相对较低。而根

据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的有关法律，偷税企业将面临最高 5倍罚款，如果构成了犯罪，

还将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环境保护税较大的增加了违法成本，执法的严格

性要比排污费更强。目前，环境保护税的征管由环境保护部门和税务部门执行，征收管

理模式为“企业申报、税务征收、信息共享、环保监测”。

表 3.1 排污费与环境保护税制度比较

排污费 环保税

性质 管理条例 法律

征收范围
直接向环境排污的单位以及个体

工商户

直接向环境排污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

者是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

征收目的 增强对排污费的征管与使用 抑制污染物排放，促进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征收标准

向海洋、水体、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固体废物、噪声污染的，按排污的

数量、种类交费

应税水与大气污染物、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及噪声

52的分贝数计征

减免制度 一档，污染物排放浓度值低于地方 两档，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值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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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家规定限值的 50%，减按 50%

征收排污费

规定排放标准的 30%，减按 75%征收环境保护

税；大气污染物或水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值低于规

定排放标准的 50%，减按 50%征收

征管制度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排污

者的征管

税务机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分

工协作工作机制

收入次级
中央与地方共享，中央和地方分成

比例为 1：9
全部归地方留成，中央不再分成

资料来源：依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整理

3.1.3 环境保护税费的征收现状

（1）环境保护税征收税额

根据《环境保护税法》，应税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实际适用税额的调整和确定，

由省市区各地方人民政府审议，具体报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我国地区之

间的不同，地方可以依据法定程序，设定出不同的征收税额，具体情况见表 3.2。如黑

龙江、浙江和宁夏等 13个省市区使用最低限额标准的税额，大气污染物税额设定为每

污染当量 1.2元，水污染物税额设定为每污染当量 1.4元。广西、内蒙古和山东等 12个

省市区设定的税额在中间范围，大气污染物税额设定为每污染当量 1.8到 3.9元不等，

水污染物税额设定为每污染当量 2.1到 3.5元不等。而天津、河南和江苏等 6个省市税

率在较高的范围，大气污染物税额设定为每污染当量 4.8元到 12元不等，水污染物税额

具体设定为每污染当量 4.8至 14元不等。此外，有的省份内的县市间也设定了不同税额，

有的市区根据不同年份设置差异的税额，可见，我国环境保护税税额因省市区而异，税

额可能因省市区的不同出现 2-4倍的差异，但也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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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31个省市区征收强度划分表

征收强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 大气污染物税额 水污染物税额 浮动幅度

高
天津、河北、江苏、

北京、河南、上海

每污染当量

4.8-12.0元

每污染当量

4.8-14.0元

比最低规定的限额大气

污染物税额高 300%-

900%，水污染物高

243%-900%

中

广东、山西、重庆、

湖北、广西、内蒙古、

湖南、海南、云南、

四川、山东、贵州

每污染当量

1.8-3.9元

每污染当量

2.1-3.5元

比最低规定的限额大气

污染物税额高

50%-225%，水污染物高

50%-150%

低

陕西、新疆、黑龙江、

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吉林、青海、

甘肃、辽宁、宁夏、

西藏

每污染当量 1.2

元

每污染当量

1.4元
按最低限额确定

（2）环境保护税费收入现状

根据《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的数据可知，在实施排污费制度的 14年间，我国排污

费收入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平均增长率大约为 9.23%，收入在 2017年达到了最高值，

大约为 219.9 亿元，2004年收入为最低值，大约为 94.5 亿元，期间的收入涨幅大约为

132.72%，从数据能够看出我国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工作稳步推进，详细数据如图 3.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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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04-2017年排污费总额及同比增长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由表 3.3数据可见，我国 2018年的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大约为 150.53亿元，相比 2017

年的排污费收入减少大约 31.33%，下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税征税的对象

是各种污染物，对应的征收管理情况较为繁杂，由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共同合作征收，

2018年为开征的第一年，两个部门工作上可能存在衔接问题。到 2019年，我国环境保

护税收入增加至大约为 220.96亿元，此时已与 2017年的排污费收入相当，较 2018年增

长约 46.79%，可见，两个部门经过一年的磨合，衔接问题得到较大的改善。2020年的

收入约为 206.85亿元，同比下降约 6.44%，收入平稳波动，表明环境保护工作的平稳进

行。环境保护税的稳步推进，使排污单位的纳税遵从度不断上升，纳税人户数也逐渐增

多，随着环保税的逐步落实，未来我国环保税的收入将不断提高，这不仅能促进环境的

改善和污染的治理，还可以更有效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的激励效应，刺激企业进行积

极治污，焕发企业创新潜能，激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

表 3.3 2018-2020年环境保护税收入情况

年份
环境保护税收入

（亿元）

同比增长率

（%）

2018 150.53 —

2019 220.96 46.79

2020 206.85 -6.44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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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4数据可见，虽然排污费收入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我国环境污染源治理投

资总额涨幅远远大于排污费，排污费的收入只能弥补极小一部分的治理投资额，在

2004-2017年间的弥补份额所占比重最大的也只有 2006年的 5.67%，比例非常小，可见

排污费的征收额不能满足环境治理投资的需求。只有把更大比例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

转化为为企业内在的生产成本，才可以有效迫使企业在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

环境资源，排污费征收标准较低，导致对污染企业的约束力不够，难以达到污染者付费

的原则。

表 3.4 2004-2017年排污费收入与工业污染源环境治理成本比较

年份
排污费收入

(亿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

(亿元)

排污费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总额的比重（%）

2004 94.01 1909.80 4.92

2005 123.10 2388.00 5.15

2006 145.56 2566.00 5.67

2007 178.22 3387.30 5.26

2008 176.78 4937.03 3.58

2009 183.36 5258.39 3.48

2010 177.84 7612.19 2.33

2011 189.89 7114.03 2.66

2012 188.92 8253.46 2.28

2013 198.20 9037.20 2.19

2014 186.70 9575.50 1.94

2015 173.36 8806.30 1.96

2016 200.89 9219.80 2.17

2017 219.91 9538.95 2.30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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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企业技术创新现状

3.3.1 创新投入现状

（1）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情况

如今，社会科技快速进步和技术不断升级，技术创新已然成为企业和国家获得发展

先机的重要突破口，创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手段，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

励企业不断创新竞争的政策，企业的研发资金的投入也逐渐增多。对创新的研发投入能

够表示企业和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图 3.2的数据展示了我国 2011-2020年 R&D经费

投入、GDP和研发投入占 GDP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 R&D经费投入从 2011

年的约 8687亿元增长到了 2020年的约 2.44万亿元，GDP从 2011年的约 4.83万亿元提

高至 2020年的约 101.36万亿元，R&D经费与我国 GDP变化基本一致。R&D经费投入

占我国 GDP的比重也从 2011年的约 1.78%上升至 2020年的约 2.41%，比重逐年增长，

表明了我国 R&D经费投入的增加速度要高于 GDP的增加速度，能够看出国家不断提高

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但目前研发资金投入增速依然存在提高的空间，未来国家还应不断

加大对研发投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图 3.2 2011-2020年我国 R&D经费投入和 GDP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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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展示了 2011-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研究的费用投入

情况和各自所占的比重。由表中数据能够看出，我国试验发展的投资比例始终高于 82%，

投入金额从 2011年的约 7246.8亿元增加到 2020年的 2.02万亿元，在三者中规模最大；

应用研究投入金额逐年上升，在三者中所占比例比较平稳，总体在 11%上下浮动；基础

研究投入由 2011年的约 411.81亿元增加到 2020年的约 1467.02亿元，九年间增长了约

256.2%，但是所占比例只比 2011年增加了 1.27%，约为 6.0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15%

左右的平均水平，可以看出我国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程度还需要不断提高，仍有较大

的上升空间。

表 3.5 2011-2020年我国各项研究费用投入情况

年份
基础研究

（亿元）

占比

（%）

应用研究

（亿元）

占比

（%）

试验发展

（亿元）

占比

（%）

2011 411.81 4.74 1028.40 11.84 7246.80 83.42

2012 498.81 4.84 1161.97 11.28 8637.63 83.87

2013 554.95 4.68 1268.12 10.71 10022.57 84.60

2014 613.54 4.71 1398.53 10.75 11003.56 84.54

2015 716.12 5.05 1528.64 10.79 11925.13 84.16

2016 822.89 5.25 1610.49 10.27 13243.36 84.48

2017 975.49 5.54 1849.21 10.50 14781.43 83.96

2018 1090.37 5.54 2190.87 11.13 16396.69 83.33

2019 1335.66 6.03 2498.52 11.28 18409.56 82.69

2020 1467.02 6.01 2757.24 11.30 20268.88 82.6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2)我国人力资源投入情况

由表 3.6数据可以看出，2011-2020年我国 R&D人员全时当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并且上升速度较为缓慢，从 2011年的约 288.3万人增加至 2020年的约 523.45万

人每年，说明我国 R&D人员投入当量较稳定的增加。

图 3.3展示了我国 2011-2020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当量

的情况。结合图表能够得出以下现状：一是东部地区近十年的 R&D人员全时当量的发

展趋势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大体相同，都呈现出显著的逐年递增的发展态势。中部和西部

地区在创新人员投入总量和变化趋势都大致相当。二是东部地区的 R&D人员全时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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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出不少，且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我

国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人力投入要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不同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本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不平衡①。

总的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和创新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这两项数据都呈总体上升的

变动趋势，每一年的增长率都为正值，也说明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和人员都较

为充裕。但各地区情况差异较大，东部地区企业创新投入要显著大于西部和中部，中西

部地区创新投入较为缺乏。

表 3.6 2011-2020年我国 R&D人员总数情况

年份
R&D人员

（万人年）

增长率

（%）
年份

R&D人员

（万人年）

增长率

（%）

2020 523.45 9.09 2015 375.88 1.30

2019 480.08 9.57 2014 371.06 5.03

2018 438.24 8.62 2013 353.30 8.81

2017 403.36 4.01 2012 324.70 12.63

2016 387.81 3.17 2011 288.30 12.8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 3.3 各地区 2011-2020年 R&D人员当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①
东部地区包括：浙江、北京、山东、河北、上海、江苏、福建、天津、广东和海南；

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山西、江西、湖北和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青海、陕西、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贵州、重庆、内蒙古、云南和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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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创新产出现状

对技术创新水平发展现状的分析，不仅要分析研发投入，也要对研发产出方面进行

实现的考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如图 3.4所示，2021年国内专利申请授予量约为

460.14万项，比 2010年增加了约 380万件。从细分来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授予量各约为 69.59万项、311.99万项和 76.84万项，对专利授予总数的

占比约为 12.53%、67.26%和 20.21%。具体来看，2010-2021年这三种专利授予的占比

都存在比较大变化，三类专利对总专利数所占的比例分别在 13%、40%和 47%左右浮动。

但从 2012年开始，外观设计型专利授予量占比逐渐降低，特别是 2012和 2013年下降

的最快，整体降幅约为 12个百分点；有降就有升，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增加速度最快，

2013年的该专利占比首次突破了 50%，而 2018年占比更是超过了 60%；发明专利所占

比提高的较为缓慢，2010-2019 年的 10 年中该专利的占比基本都在 11%-15%之间，

2015-2017年发明专利占比相对较大，分别约为 16.59%、18.65%和 19.09%。在 2020年，

三类专利数量有了较大大幅度上涨，与 2019 年相比涨幅分别达到了 21.9%、50.5%和

31.9%。这说明了，近年来我国专利数量有了大规模增加，同时研发产出逐渐增多；专

利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大体上来看，外观设计专利占比逐步降低，而实用新型专

利所占比重则逐步提高，发明专利所占比重慢慢上升。

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和增加创新的产出，一定程度上要最终转化为现实的研发成

果商业化和经济化。如图 3.4所示，随着研发专利成果的不断产出，我国技术市场成交

额也在不断提高，2021年成交额达到 3.73万亿元，成交额约是 2010年实际成交金额的

10倍。我国的技术市场成交额逐年递增且涨幅呈现快慢变化的特点，2010-2012年涨幅

较快，2012 年当年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增长速度约为 34%，而后五年涨幅又下降到 22%

以下，2018年以来再次实现了大幅度上升的趋势。这一变动趋势表明，一是我国技术市

场较为活跃，从侧面反映出创新、知识要素和技术在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不断加深。二是

不同年份的专利产出状况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有相似之处，同调整加计扣除政策的年份也

比较相近，说明前者可能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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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05-2020 年全国研发创新产出情况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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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研究设计

4.1.1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为了研究我国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选取了 2012-2020年

我国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重污染行业作为处理组，将几

乎不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行业设定为对照组。结合《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

求意见稿）对重污染行业的有关界定，选取了包括煤炭、火电、化工、水泥、钢铁、电

解铝、造纸、冶金、纺织、制革、石化、建材、采矿、制药、发酵和酿造业在内的一共

16类重污染行业设定为处理组样本，其余行业则设定为对照组样本，分别对开征环境保

护税前后两组样本数据的影响效应进行观察。

文中数据基本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为降低实证研究的误差，对样本

进行了如下处理：一是剔除 2016年及以后上市的企业；二是由于金融保险行业的性质

比较特殊和综合类行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干扰，因此，剔除金融保险

业和综合类业样本；三是剔除 ST或*ST的企业。四是，为了避免受到异常值的干扰，

进行了对全部连续型变量前后 1%的缩尾处理。经过以上处理得到总样本 18200个，此

外，为了保障双重差分方法（DID）“共同趋势”的假设，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对所有样本进行一对一匹配的处理，最终获得了总样本 8042个，其中处理组样本 4088

个，对照组样本 3954个。

4.1.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为评估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将 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的实

施视作一个准自然实验，把 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作为政策时间节点，由于不同企业

间存在较大差异性，直接差分得到的实证结果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因此，本文参考

周畅等（2020）的做法，在进行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之前，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

法（PSM），匹配出各方面特征都与处理组相似的对照组，能够消除样本选择性偏差，

进而使实证结果更加可信。PSM可以处理样本选择偏差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因遗漏变量

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而 DID 可以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很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能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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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策处理效应，但是却不能避免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问题，因此，为了很好的解决上

述问题，本文选用 PSM-DID 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可以更准确的评估开征环境保护税对

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基于 DID 方法的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 = �0 + �1����� + ���� + �� + �� + ��� （1）

进一步地，基于 PSM-DID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稳健估计，参考石大千等（2018）的

研究，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
��� = �0 + �1����� + ���� + �� + �� + ��� （2）

其中，����表示第 i个企业在 t时期的企业技术创新，参考何邓娇等（2021）的研

究，用企业创新投入来代表企业技术创新，企业创新投入主要由企业研发投入金额的自

然对数来衡量。另外，用创新投入金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替代

变量作进一步稳健性检验。didit为政策虚拟变量，为是否开征环境保护税（time�）与是

否属于重污染企业（treated�）的交乘项，只有time�和treated�同时为 1时，交乘项为 1，

其他情况为 0。其中，time�为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考虑到我国环境保护税于 2018

年 1月 1日起正式开征，故将 2018年作为政策实施年，2012-2017年将其取值为 0，

2018-2020年将取值为 1。treated�是分组虚拟变量，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受政策影响

的重污染企业为处理组，取值为 1，其他行业的企业为对照组，取值为 0。���为一系列

控制变量，参考了崔也光（2021）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取了 8个影响企业创新水平的

变量当作控制变量，具体有：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率、资本支出、股权集中度、资产收

益率、托宾 Q值、现金持有量、股权性质。企业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

随机扰动项为���，常数项为�0。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1，如果�1

显著为正，则说明开征环境保护税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反之则说明不利于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具体变量定义及说明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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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技术创新
RD 研发投入金额的自然对数

RDA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时间虚拟变量 time
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当年及以后为取值为 1，否则取

值为 0

分组虚拟变量 treated
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重污染行业企业取值取 1，否则取值

为 0

政策虚拟变量 did
time×treated交乘项，受政策影响的重污染企业处于政策

实施后的处理组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cal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率 Lev 期末总负债/总资产

资本支出 Capital
购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总

资产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托宾 Q值 TobinQ
（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股份数×每股净资产+负债账面

值)/总资产

现金持有量 Cash 企业持有的现金流量/总资产

股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企业取值为 1，其他为 0

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4.2.1 描述性统计

PSM处理前的全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4.2所示，从表中能够看出，企业技

术创新（RD）的平均数为 17.93，中位数为 17.90，平均数大于中位数，表明该变量的

概率分布函数稍微向右偏，但是平均数和中位数相差较小，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标准差

的值为 1.443，可以看出研发投入的数据离散性明显，说明各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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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托宾 Q值的标准差数值较大，分别约为 1.27和

1.25，说明企业间的资产结构和股本价值等有较大差异。财务杠杆率最大值约为 0.861，

说明企业总资产中大约有 86.1%来自于负债，说明了部分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正在面临

着极大的偿债压力，企业的资本结构可能需要作出调整。

表 4.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RD 18200 17.93 1.443 13.97 17.90 21.88

RDA 18200 0.0462 0.0443 0.00030 0.0363 0.255

did 18200 0.110 0.313 0 0 1

treated 18200 0.302 0.459 0 0 1

time 18200 0.372 0.483 0 0 1

Scale 18200 22.17 1.272 19.97 22.00 26.15

Lev 18200 0.403 0.196 0.0525 0.393 0.861

Capital 18200 0.0483 0.0430 0.00110 0.0357 0.209

Top1 18200 0.341 0.146 0.0835 0.321 0.730

ROA 18200 0.0388 0.0609 -0.253 0.0381 0.196

TobinQ 17700 2.073 1.248 0.865 1.679 7.984

Cash 18200 0.00920 0.0856 -0.239 0.00460 0.338

SOE 18200 0.350 0.477 0 0 1

4.2.2 样本数据检验

在运用模型进行回归前，有必要对可观测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文章指标选择

是否科学，并观察各变量之间可能具有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4.3列示。

从各个变量与企业技术创新（RD）来看，交乘项（did）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096，在 1%的水平显著，初步说明环境保护税实施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此外

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资产收益率、现金持有量、股权性质均与企业技

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各控制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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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RD RDA did Scale Lev Capital Top1 ROA TobinQ Cash SOE

RD 1

RDA 0.280*** 1

did 0.096*** -0.061*** 1

Scale 0.591*** -0.263*** 0.120*** 1

Lev 0.235*** -0.318*** -0.00100 0.542*** 1

Capital 0.0120 0.0110 0.00300 -0.039*** -0.048*** 1

Top1 0.028*** -0.182*** -0.0110 0.168*** 0.077*** 0.043*** 1

ROA 0.094*** 0.00500 0.017** -0.030*** -0.346*** 0.137*** 0.121*** 1

TobinQ -0.148*** 0.254*** -0.104*** -0.368*** -0.312*** -0.004 -0.069*** 0.205*** 1

Cash 0.028*** -0.017** -0.00200 0.027*** -0.00600 -0.104*** -0.00500 0.154*** 0.045*** 1

SOE 0.103*** -0.206*** 0.016** 0.358*** 0.306*** -0.110*** 0.204*** -0.114*** -0.131*** -0.001 1

注：Pearson 相关系数，*、**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在实证分析中，方差膨胀系数（VIF）常被用作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普遍的

经验，一般来说 VIF 值不超过 10，更严格来讲不超过５，则表明多重共线性不严重。

表 4.4展示了各个变量的 VIF 值，其中 VIF 值最高为 1.760，表明了文中选取的各变量

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接下来进行回归分析的要求。

表 4.4 共线性诊断结果

变量 VIF 1/VIF

Scale 1.760 0.567

Lev 1.750 0.571

ROA 1.320 0.759

TobinQ 1.230 0.813

SOE 1.220 0.817

Top1 1.090 0.919

Capital 1.050 0.953

Cash 1.040 0.957

did 1.030 0.973

Mean VIF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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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

（1）匹配方法

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使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对所有样本进行处理

和筛选，使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样本更加满足共同趋势假

设的要求。依据前文的研究设计，根据原环保部 2010年发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

露指南》和证监会 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本文把 2012-2020 年 A

股各行业进行分组，具体区分为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处理组和基本不受环境保护税影响

的对照组，对两个分组数据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本文运用的匹配方法是最邻近匹配，采

取“一对一匹配”方式，卡尺设置在 0.05之内。具体做法是，利用 Logit模型估计处理

组和对照组个体的倾向性分配得分，根据两组样本的倾向性得分匹配最为接近的样本①。

匹配之后，最终对照组样本与处理组样本除了存在是否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差异之外，

不存在其他匹配特征方面较大的差异，如此就可以缓解样本的自选择性偏差问题。

（2）平衡性检验

经过计算倾向匹配值对处理组匹配对照组以后，只能确保处理组的企业和对照组的

企业在倾向匹配值上是相近的，却不一定能确保处理组样本和对照组样本在所有匹配的

控制变量上都不存在差异，因此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尽管两个样本在一些变量上存在

较大的差异，但在其他变量上的较小差异能够相互抵消，使最终得到的倾向匹配值是相

近的，因此，这两个样本尽管在某个变量上存在非常大差异，但却被匹配了。为了避免

上述情况的发生，本文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经过平衡性检验，可以确保两个

被匹配的样本在全部变量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具体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4.5所示。根

据结果可以看出，在匹配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而配比之后两组数据

会较为均衡，经过匹配，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率、资本支出、股权集中度、资产收

益率等变量的标准偏差绝对值均大幅下降，例如企业规模（Scale）变量的偏差率从匹配

前的 23.3％下降到 0.5％，偏差率呈现大幅度的下降。其他变量匹配后的偏差均远低于

5%，说明匹配后对照组和处理组的可观测变量没有显著性差异，一对一匹配方式有效。

经过匹配，本文去除了 10158个不在共同取值范围中的企业样本，最终获得用于进

行 DID 检验的样本 8042个。

①
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应用[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36

表 4.5 倾向得分匹配平衡性检验

变量名 匹配前/后 处理组均值 对照组均值 偏差（%）

Scale
匹配前 22.403 22.106 23.3

匹配后 22.402 22.396 0.5

Lev
匹配前 0.40735 0.40152 3.0

匹配后 0.40734 0.4077 -0.2

Capital
匹配前 0.05346 0.04598 17.6

匹配后 0.05345 0.05412 -1.6

Top1
匹配前 0.35291 0.33479 12.5

匹配后 0.35284 0.35009 1.9

ROA
匹配前 0.0418 0.03688 8.2

匹配后 0.0418 0.04176 0.1

TobinQ
匹配前 1.9548 2.1232 -13.7

匹配后 1.955 1.9799 -2.0

Cash
匹配前 0.00776 0.0096 -2.2

匹配后 0.00777 0.00704 0.9

SOE
匹配前 0.40224 0.33257 14.5

匹配后 0.40213 0.40866 -1.4

图 4.1展示的是平衡性检验的直观图，通过画图的方式可以更清晰的观察倾向得分

匹配法的匹配结果是否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可以看出，在进行匹配之前，处理组和对照

组控制变量偏离点分布较为分散，而经过匹配之后，处理组和对照组控制变量偏离点都

分布在0点附近的位置上，这说明了处理组与匹配后的对照组之间控制变量的差异较小，

通过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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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平衡性检验直观图

（3）共同支撑检验

图 4.2列示了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从图中能够看出处理组和对照组绝大部分

观测值都在处在共同范围内，并且取值范围都聚集在 0.3-0.7之间，说明大部分个体都

实现了成功匹配，能够满足共同支撑的条件。

图 4.2共同支撑假设检验图

4.2.4 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既汇报单独运用双重差分法

（DID）的回归结果，也汇报了同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PSM+DID）的

回归结果，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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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列（1）和列（2）分别代表在单独使用双重差分法的情况下不加入控制变量

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交乘项（did）的估计系数为

0.1116，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相较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0.059有所提高；而

列（3）和（4）表示的是同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情况下的回归结果，加

入控制变量后交乘项（did）的估计系数约为 0.141，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

表明，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在环境保护

税政策的作用下，通过促进企业技术改革得到的优势消除了因为治污而增加的成本，从

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换言之，环境保护税通过借助法律的手段增加了企业履行环

境保护责任的约束，刺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的来提高企业技术

创新水平。此外，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在 1%水平上正相关，这说

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资产收益率与企业技术创新在 1%水平上正

相关，说明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越多；而财务杠杆率与企业技术创新在

1%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越低，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现金持

有量与企业技术创新在 1%水平上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持有大量的现金，表明企业

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策略，持有现金只为了满足于日常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或者用来预

防意外情况的发生，而没有用于购置资产进行创新的打算。为了进一步检验证实结果的

合理性，本文接下来将进行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表 4.6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DID PSM+DID

RD（1） RD（2） RD（3） RD（4）

did
0.059* 0.116*** 0.060 0.141***

(1.76) (4.01) (1.46) (4.07)

Scale
0.750*** 0.756***

(25.25) (17.15)

Lev
-0.298*** -0.386***

(-3.37) (-3.16)

Capital
0.425** 0.272

(2.22) (0.93)

Top1
-0.336* -0.146

(-1.94)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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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
0.301** 0.651***

(2.50) (2.91)

TobinQ
0.021*** 0.012

(3.09) (0.94)

Cash
-0.258*** -0.304***

(-6.53) (-4.36)

SOE
-0.109 -0.112

(-0.92) (-0.71)

常数项
17.281*** 1.294** 17.362*** 1.094

(929.81) (1.99) (586.40) (1.12)

时间和个体 YES YES YES YES

N 18,222 17,664 8,042 8,042

�2 0.343 0.492 0.331 0.468

��� − �2 0.342 0.492 0.330 0.467

F值 236.3 211.3 122.3 103.6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代表 t值。

4.3 稳健性检验

4.3.1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未受其他未知因素的干扰，确保所得研究结果是由于开征环境保

护税所导致的，此时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的思想是通过在所有的数据样本

中随机挑选一定数量的虚拟处理组进行相同的基准回归，获得基本一致的回归结果为研

究结论作稳健性保证。具体而言，在本文所研究的 2141个企业中进行 1000次抽样，每

次抽样随机选出与前文数量一致的 677个企业设定为虚拟处理组，剩下 1464个企业作

为对照组，按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1000次的回归结果如图 4.3所示，图中的 X轴

代表“伪政策虚拟变量”估计系数的值，Y轴代表的是密度值和 p值，曲线则是估计系

数的核密度分布情况，蓝色小圆点是估计系数对应 p 值的大小，垂直虚线是上文

PSM-DID 模型真实估计值 0.141，水平虚线则代表的是其显著性水平 0.001。

从图中能够看出，1000次随机抽样的估计系数大多聚集在零点附近，并且 p值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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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于 0.05，这说明了开征环境保护税在这 1000次随机抽样中都不存在显著性效果。

因此上文得到的实证结论可以通过安慰剂检验，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与其他未知因素的因果关系不大。

图 4.3 安慰剂检验结果

4.3.2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

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是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的一个必要前提，即处理组在没

有实施政策干预前的总体变化趋势要必须跟对照组保持一致，不然回归结果可能受到宏

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干扰。基于此，本文在运用双重差分前先进行了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对

所有样本进行处理，以此更好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检验 PSM-DID

处理的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将样本逐年进行观察，趋势结果如下图 4.4所示。该趋势图

是以政策实施的前一年为基期的回归结果，横坐标代表的是期数，纵坐标为系数。可见，

政策实施前的所有年份虚拟变量都不存在显著性，这说明了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

组样本的变动趋势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从环境保护税开征的当年及往后的两年，年份虚

拟变量均显著，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动趋势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满足 DID 平行趋势

假设。

图 4.4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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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改变衡量指标与考察时间

（1）替换因变量衡量指标。文章使用企业创新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RDA）

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代替指标，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7列（1）和列（2）

所示：无论单独使用 DID 或使用 PSM+DID 的交乘项结果均是 0.003，环境保护税实施

与企业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环境保护税的实施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与上文结

论一致，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2）缩短考察时间。由于 2020年的数据可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影响结果的准确

性，因此去除 2020年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7列（4）和列（5）

所示：无论单独使用 DID或使用 PSM+DID 的方法，环境保护税实施与企业技术创新均

在 1%水平上呈正相关，因此，排除了 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带来的不准确性，验

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4.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DID PSM+DID DID PSM+DID

RDA（1） RDA（2） RD（3） RD（4）

did
0.003*** 0.003** 0.109*** 0.131***

(3.39) (2.45) (3.82) (3.7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034 0.012 1.250* 0.845

(1.49) (0.42) (1.74) (0.77)

N 17,664 8,042 15,411 7,042

时间和个体 YES YES YES YES

�2 0.079 0.084 0.472 0.457

��� − �2 0.078 0.082 0.471 0.456

F值 22.47 11.14 207.0 95.7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代表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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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异质性分析

4.4.1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战略地区，其经济、政策、资源

等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进一步按照企业所在区域进行分组，分为东中西三个地

区，以考察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按模型（2）进行

重新分组回归的结果如表 4.8所示，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加入控制变量的交乘项（did）

系数为 0.099，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即表示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了东部地区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在中部地区，交乘项（did）系数为 0.256，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环

境保护税的实施也有效促进了中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在西部地区，交乘项（did）

系数为 0.13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环境保护税对西部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

作用不明显。通过上述结果可见，不同的地区，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的提高存在差异性。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相比，有相对较好的制度政策环境，环境

配套设施也相对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程度比较高，创新资源较为丰富，企业技术创新理

念和组织结构相对成熟。在企业负担较多的环境保护税时，企业能够快速地调整创新理

念和组织结构，根据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预期来履行相应的环境行为，让环境保护税能够

更有效地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从而更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表 4.8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RD(1) RD(2) RD(3) RD(4) RD(5) RD(6)

did
0.022 0.099** 0.181* 0.256*** 0.072 0.134

(0.46) (2.41) (1.88) (3.09) (0.60) (1.35)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NO YES

Constant
17.504*** 2.477** 17.236*** -1.139 16.858*** -0.747

(215.95) (2.13) (279.89) (-0.50) (162.35) (-0.29)

N 5,403 5,403 1,579 1,579 1,060 1,060

时间和个体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2 0.357 0.488 0.344 0.493 0.249 0.413

��� − �2 0.356 0.486 0.340 0.488 0.243 0.403

F值 31.34 31.60 25.35 24.12 15.20 17.5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代表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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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企业产权异质性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对企业所有制不同的异质性影响，本文降企业分组为国

有制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9。在国有企业数据中，RD

（1）中的交乘项（did）系数为 0.184，并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保护税能够

显著地促进在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在非国有企业数据中，RD（1）中交乘项（did）系

数为 0.108，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保护税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另外，国有企业的交乘项系数要高于非国有企业的系数，表明相较于非国

有企业，环境保护税在国有企业中能更大幅度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形成如此结果可能

的原因是：第一，国有企业存在的外部融资约束压力相对更小，国有企业能更加容易地

得到外部投资者的资金支持，而外部资金来又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第二，国有制企业

由国家控股，会比非国有企业更积极执行国家政策，更主动肩负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面对环境保护税时，国有企业会比非国有企业更积极地探索技术创新，发挥表

率的作用。第三，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会相对更严格，要求也会更高，要求企业对政

策的执行速度更快和力度更大，以至于国有企业会更快和更有效的执行政府的创新政

策。

表 4.9 企业产权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RD(1) RD(2) RD(3) RD(4)

did
0.130* 0.184*** 0.002 0.108***

(1.83) (2.79) (0.04) (2.76)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Constant
17.597*** 0.167 17.217*** 1.356

(360.72) (0.09) (480.34) (1.19)

N 3,109 3,109 4,933 4,933

时间和个体 YES YES YES YES

�2 0.272 0.387 0.384 0.531

��� − �2 0.270 0.384 0.383 0.530

F值 37.94 33.36 88.16 86.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代表 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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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结

本章通过使用 2012年到 2020年 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

分相结合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保护税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了环境保护税的

开征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结论。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文通过

了安慰剂检验、替换因变量衡量指标与缩短考察时间和平行趋势假设三种形式的稳健性

检验，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观察回归结果仍然能够支持之前的结论，通过稳健性检验，

结论可靠。此外，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分别将企业数据按照企业所在地和企业产权的

不同进行分组实证分析，发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环境保护税能够更大幅度地推动国

有企业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税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呈显著正相关，而对

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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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社会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通常以牺牲环境资源作为代价，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

我国需要调整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把保护环境的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规划中。为了快速

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政策给我国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环

境保护税法》是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关键一步，环境保护税的开征把环境问题一方

面用“法”的形式进行强制性约束，另一方面通过环境保护税的内在作用机制激励企业

利用技术创新在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而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本文结合了

现实背景并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选取 2012-2020年我国 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将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重污染行业作为处理组和几乎不受环境保护税影响的行业作为

对照组，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PSM-DID)，实证研究了环境保护税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出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在总体上呈显著正向影响，为

了考察环境保护税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本文又进一步对产权性质与所在区域的不同对企

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具体如下:

（1）从整体上看，我国开征的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环境保护税对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要明显大于成本抵消效应，开征环境保护税能够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在环境保护税政策的作用下，当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税这一额外负担时，

考虑到未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大部分企业会采取技术创新升级的方式来应对，通过利用

技术改革获得的优势来消除由于污染治理而增加的成本，利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物

的排放，由此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环境保护税利用法律手段增强企业履行保护环境责任

的约束，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2）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结论发现，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在

两者关系的作用受到产权性质不同和地区差异的影响。产权性质方面，不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非国有企业，开征环境保护税均能显著地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对国有企

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从企业所处的地区来看，环境保护税的开征能够显著地促

进东、中部地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在西部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的开征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不同地区的税额、经济制度环境和市场资源配置不同，环境

保护税的开征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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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策建议

5.2.1 优化环境保护税制度，发挥保护环境的政策效应

为了使环境保护税能够更高效地发挥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的作用，同时能进一步发

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必要对我国环境保护税进行不断完善、持

续优化，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备的环保税体系，具体的建议如下：

第一，恰当提高环境保护税的税额标准。理论上，环境保护税费的收入要高于治理

污染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如此才可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但当前我国大多地区设定的

环境保护税税额为政策规定的最低标准，这就难以保障征收的税收大于排放污染物实际

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在一些环境状况较差的区域更难以完成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更

不能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调动创新积极性。因此，建议不同的地区因地制宜，在充

分考察当地经济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情况、自然环境承载力、治污能力、环境总体质

量等基础上，作出科学考量，提高税额标准至契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借鉴个税实行

的超额累进税率模式，全面落实环境保护税“多排污，多征税；少排污，少征税”的原

则，对排放危害较大或超标严重的环境污染物征收更高的税。如此，一方面可以发挥环

境保护税的指引作用和杠杆作用，另一方面能够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第二，扩大环境保护税征收覆盖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保护税的征收

范围应及时做出调整，把目前不属于纳税范围但却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排放物纳入征

收范围。一是随着《环境保护税法》的不断完善，应不断关注环保税实施中发生的新变

化，恰当的赋予地方机关一定的权限，依据地方不同的污染排放现状、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特点和承载能力对环保税的税目做出调整。例如对医院排放的医用废水，将其没有

设为征收税目的如结核杆菌肠、道致病菌、肠道病毒等进行调整，适时的纳入环境保护

税的征收范围。二是建议将非煤矿山开采的废石和具有一定酸碱性的废石划入“其他固

体废物”的征收范围。其次，适时把市政污泥划入“其他固体废物”的征税范围。城市

污泥本质上是生活污水经处理以后产生的固体废物，这些固体存在一定的病菌和重金

属，如果不按照规定处理而随意排放，这种浓缩污染物将环境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第三，恰当调整环境保护税的优惠政策。现行的免税规定旨在鼓励和引导纳税人在

指定地点排放污染物，便于进行集中处理，然而，实际中却存在着为了避税而不合规的

使用税收优惠的现象。在污染处理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做法虽然是符合税收优惠的，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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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也属于污染物排放行为，从理论上讲，应将其纳入税收范围，以确保环境保护税的

公平性。另一方面，对保护环境有利的方面应恰当的扩大优惠范围，例如加大对污染排

放量小、节约能源的技术和产品的激励机制，并提供恰当的税收减免。此外，其他税种

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可以借鉴，如税收抵免等，对保护环境税纳税人间接优惠激励，或对

于有突出创新技术和做出贡献的企业退税等奖励。只有合理及时地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才

可以更好地发挥出环境保护税改善环境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5.2.2 注重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提高企业创新效益

从研究结论可知，开征环境保护税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的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效应具

有异质性；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开征环境保护税明显的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在西

部地区促进作用则不明显；因此，政府要注意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对环境保护税与企业

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我们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环境成本、企业性质和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均会对环境保护税的创新效益造成影响。

第一，在完善环境保护税制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环境成本和区域经济差异，因地制

宜的制定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标准，把区域发展特点和优势融入环境保护税制。事实上，

对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来说，政府要充分考虑落后地区的差异，较大限度的降低西

部地区税收征收强度，加大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利用政策扶持的方式解决西部地区资源

稀缺、企业技术创新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而对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部和东部地区，

应采取引导性的环境激励政策，引导和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此外，可以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建设环境试验区，然后将试验区的

成功先进经验推广到中西部地区，从而将环境保护税的环境保护功能辐射全国。

第二，制定差异化的环境保护税制度还应体现在企业所有权性质上，由于企业所有

权性质的不同，环境保护税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存在差异，非国有企业的效应不如国有企

业，因此，要对非国有企业给予激励性政策，如出台相对应的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加

技术创新的退税力度，鼓励非国有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此外，也要制定地方对国有企业

的指导政策，引导国有企业开展有利于环境保护技术创新。

5.2.3 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税收入，不断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环境保护税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型的环境法规，其目的是通过政策引导作用鼓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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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使企业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可以使企业提高利润和实现价值。自设立排污

费制度以来，用于保护环境的税收资金一直是专款专用，面对大规模的环境治理资金，

如何合理使用环境保护税收入，是健全环境保护税制度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使用

得当，税收资金将为企业引入优势资源，也将使政府能够更合理达到保护环境的政策目

标。

第一，税收资金的使用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一方面，有必要加大对环境治理的

投入，加大对“三废”污染物的治理投资规模，强化对政府治理资金运用的引导，鼓励

企业增加对污染防治的投资，如引进先进的污染测量机器和技术、先进的污染去除机器

和技术，甚至是先进的污染物转化器等，使税收能够真正实现“取之民用之于民”，同

时也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健全环境治理的奖惩机制，

把环境保护税收入资金的一部分拨入污染防治的专项基金，用作奖励那些污染物治理效

果好的企业或地区，这不仅能够刺激企业保护环境，还能直观的监管企业的排污行为，

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二，政府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例如对资金困难的企业

提高资金支持，帮助其购买先进的污染治理设备，或为其提供用于环境治理的资金贷款，

政府带头在企业间共享绿色产品的制造流程等。此外，政府还应重点关注处于重污染行

业的企业，积极鼓励重污染企业更新治污设备，调动其治理环境的积极性，并通过提供

税收补贴等措施，鼓励重污染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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