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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全产业链的分析模型与经验研究

毛蕴诗 黄宇元 付 宏

摘 要 当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并在宏观经济层面得到深化。从微观视角延

伸到产业层面进行深入研究，通过演绎和归纳相互印证，提出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并尝试探

索其分析模型，可做出以下假设：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损害各社会主体利益，

企业低碳环保运作动因包括绿色技术及其发展、全球低碳环保责任、经济全球化和绿色贸易

壁垒等，低碳环保理念是消费者绿色消费的动因，社会公众监督、政府规制与制度性补偿措

施改善经济外部性两方面共同推动企业低碳运作和消费者绿色消费，企业、消费者、社会公

众、政府行为的协同作用推动绿色全产业链形成。这七个假设构成了背景—动因—路径—效
果的绿色全产业链逻辑体系，体现了这一分析模型的学术价值，其应用价值可通过典型企业

案例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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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都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工业化进程中单纯

追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导致资源快速枯竭，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中国制造

2025》提出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但对绿色发展的认知及其实施仍然存在若干方面问题。一方面，许多
措施仅停留在生产制造活动的节能减排、环保工艺、清洁生产，或者仅着眼于产业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

失之于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产业的整体运营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甚至农业之间的大产业联系等角度来

思考和解决问题。不少产品设计主要考虑生产过程而没有涵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没有顾及产品使用

中的能耗、废弃物排放以及回收再利用。以光伏发电行业为例，上游多晶硅企业的环保达标率不到 30%，
下游光伏组件企业也存在很多的污染问题 [2]。还有一些产业或地区看似绿色环保，但实际上是通过污染

的转移实现低碳运营。另一方面，对绿色发展所涉及的各行为主体也缺乏明确的认识和界定，未能从利

害相关者视角出发全面分析行为主体的互动关系。实践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较

少分析其他利害相关者（例如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作用。作者调研表明，欧美地区的环保法规则

较为成熟，约束范围涵盖整个产品生产制造过程及其过程之外的相关行为，形成企业、政府、社会合力推

动低碳环保的良性机制，而在国内，企业、政府、社会的联动机制还有待建立健全。

本文将从传统的生产制造过程（即“全产业链”），延伸至绿色消费和回收再利用的低碳环保运作而

形成的“绿色全产业链”，探讨其概念的内涵，通过演绎和归纳相互印证提出一系列假设，构成背景—动
因—路径—效果的绿色全产业链逻辑体系，构建绿色全产业链的分析模型，并通过陶瓷产业及其典型企
业案例拟合分析模型，验明其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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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研究动态

绿色全产业链强调全产业链上的低碳环保，与全产业链上各利害相关者的权益与低碳环保作用机

制密切相关。本文拟先厘清绿色全产业链与利害相关者权益理论以及低碳环保研究之间的理论关联，进

而提出研究绿色全产业链的必要性。

（一）全产业链与利害相关者权益理论

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下，任何个体都处于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中，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已经不能

局限于单一、封闭的角度，而应该从更广的角度去展开。徐振宇等、冯长利等认为，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

对企业的成长、创新都有影响，是未来企业的发展方向 [3]（P16-19）[4]（P135-145）；他们所指的全产业
链是指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将原料供应、生产和产品销售等各环节纳入同一企业组织内部的经济

行为。产业链的交叉、耦合能够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间的有机衔接，进而形成全产业链 [5]（P72-77）。
全产业链可细分为纵向链条和横向链条，所谓的纵向链条是指从原料种植、加工、包装到销售的各个环

节，横向链条则指不同产品链条之间的联系 [3]（P16-19）。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各个单元之间的协调和
组织体现了企业内部的效率，企业外部的网络则可以使成员组织从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理性的整体行

动和整合的集体力量获益。因此，从整体的角度来协调组织，其效果远远超过各个主体单独行事。

利害相关者权益理论认为，企业的价值是由利害相关者共同创造的；利害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

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客户或消费者、社区和政府，他们也同时承担了企业的风险 [6]（P202-234）。企业
的发展离不开任何一个利害相关者的支持，因此企业应该追求利害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些主体

的利益。总之，努力实现其他利害攸关企业和产业的利益也成为个体企业的社会责任。

根据系统观的观点，系统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组合在一起，与外部环境相联系，具有

整体功能的有机体。在包含设计、研发、采购、制造、物流配送、销售、服务、消费以及产品使用和回收再

利用等一系列的环节中，供应商、生产者、分销商、消费者等利害主体围绕着产品和服务共同形成一个生

态系统，每个主体都有相互关联的作用，只有一致的集体行为才能够保证整个系统的利益。

（二）全产业链与绿色环保研究

绿色环保已经成为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方式。毛蕴诗和温思雅认为，绿色环保逐渐成为企

业竞争力的来源；面对来自竞争者、消费者和政府规制等各方面压力，企业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提高

资源的利用效率即实施低碳运作，才能获取竞争优势 [7]（P23-28）。
现有的研究较多从供应链角度研究绿色环保。绿色供应链管理主要指从研发、制造、储存、运输、

使用和产品废料等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去降低对自然资源的影响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Messelbeck 与
Whaley 认为供应链描述了供应商、分销商和客户之间的网络，因而绿色供应链要考虑研发、制造、储存、
运输、使用和产品废料的处置等对环境的影响 [8]（P39-45）。Hervani 等学者认为绿色供应链管理是沿
着供应链开展系列具有环保意识的实践活动，从绿色设计（市场营销和工程设计）、绿色采购行为（如

认证供应商和采购环境友好的物料/产品）、全面环境质量管理（内部绩效测量和污染预防）、环境友好
的包装盒运输，到包括降耗、再利用、再制造和回收等各种产品报废的做法 [9]（P330-353）。Nagel 认为
低碳管理涉及产品的使用、组成以及生产的全过程，在原有供应链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保护意识，并

要求在价值链内达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战略关系，同时强调技术支持在低碳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关键性

作用 [10]（P11-26）。
少量研究开始从全产业链角度探讨绿色环保问题。根据对偶微笑曲线，在全产业链上进行绿色环

保、低碳运作，可以降低全产业链的生产成本，实现产业整体在微笑曲线上的升级。毛蕴诗和熊炼调查

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纺织业通过全产业链的模式来推动绿色发展的事实：一方面，台湾地区纺织企业

顺应全球环保诉求并主动研发绿色产品；另一方面，产业中也有许多的跨行业战略联盟和产学研合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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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同时台湾具有相关的法规，社会的绿色环保意识相对较高。毛蕴诗进一步直接提出要从全产业链的

角度来推动低碳运营 [11]（P28-32）。绿色消费的观点认为，消费者会选择那些未被污染或健康的绿色产
品，注重对垃圾的处置，崇尚自然、追求健康 [12]（P10-13）。由此看来，绿色消费将有助于引导绿色生产、
绿色流通和绿色分配，带动全产业链绿色环保。

（三）文献评述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也逐渐成为企业和产业经营的准则。但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概念侧

重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视角较为宏观，微观上还需要有一种新的视角去关注如何实现这些设想。

虽然已经有研究开始从系统性、全局性的角度去研究绿色发展，但现有理论没有就如何实现绿色全

产业链进行深度挖掘，特别是在产业和企业层面，还缺乏较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指引。关于全产业链的研

究，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产业整体的角度去推动绿色环保方面还比较欠缺。

全产业链的本质是从生产制造系统来思考企业行为。但在绿色发展的框架下，概念失之于考虑企业

生命周期之外的消费与回收再利用行为。本文认为，绿色环保就是要从包含消费与回收再利用行为的

全产业链去开展。绿色全产业链对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意义，需要全社会包括企业、政府、

公众等主体的参加，同时也需要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各个环节实施低碳

环保。基于此，本文后续将对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内涵进行讨论并提炼出若干假设，尝试构建一个绿

色全产业链的分析模型。

二、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内涵与研究方法

绿色全产业链是全产业链理论和绿色环保理论的融合产物，需要进一步厘清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

与传统全产业链之间的差异并揭示对其的研究方法。

（一）从全产业链到绿色全产业链

绿色全产业链是将低碳运营和循环经济的理念嵌入全产业链各环节中，并考察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等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然而，不少地区、企业对低碳环保的认识仅停留在绿色产

品、清洁能源层面，在从全产业链，即从设计、研发、采购、制造、消费、回收一系列环节考虑绿色环保问

题，以及在全社会践行低碳环保运作方面还比较欠缺。笔者在 2013 年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中提出“绿色
全产业链”的概念，并在一些经管类杂志中初步阐述了其概念和主要特征。本文结合前期文献的梳理和

对珠三角、台湾等地的调研，进一步明确了“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绿色全产业链是企业利害相关者围

绕产品和服务，从设计、研发、采购、制造、物流配送、销售、服务、消费以及产品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等一系

列环节践行低碳环保运作所形成的群体协同系统。

（二）绿色全产业链的内涵

绿色全产业链的内涵可以通过比较全产业链低碳运作与绿色全产业链的特征而得到认识。首先，

从活动涵盖范围看，全产业链的活动限于生产制造系统，终止于消费活动之前。而绿色全产业链则将产

品的消费、使用后的回收再利用向原有的产业链扩展。其次，从活动所涉行为主体看，绿色全产业链将

利害相关者的范围扩展到消费者、社会公众，而不仅局限于生产制造系统。它要求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

或若干环节，甚至全产业链都践行低碳环保运作，强调产业链各个主体的行动一致性，以及各个主体之

间的相互依赖和互惠性。由于产业链内部是互惠的，各环节会一起承担全产业链的绿色环保责任，比如

在产品设计环节就考虑使用环节的低碳环保。最后，从理论支持的角度看，绿色全产业链实际上是包括

循环经济、低碳运作、社会责任、生态环境，特别是利害相关者权益等一系列理论的整合。表 1 从三个方
面讨论了全产业链与绿色全产业链特征比较，有助于理解绿色全产业链的内涵。



· 104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

表 1 全产业链与绿色全产业链特征比较

概念 涵盖范围 所涉行为主体 理论支持

全产业链
产品生产制造系统，终止于

产品消费之前

企业（包括供应链上下游）、

政府

产品创新，过程创新，企业决策目

标，有限企业社会责任

绿色全产业链

超出产品生产制造系统之外

的消费、回收再利用过程，并

形成闭环管理

企业（包括供应链上下游）、

政府、消费者、社会公众

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循环经济，企

业行为外部性，利害相关者权益理

论，广泛企业社会责任

（三）绿色全产业链的研究方法

按照 Kerlinger 的解释，理论是一组相互关联的概念、定义和命题，通过变量之间的特定关系揭示
现象，目的是解释和预测现象 [13]（P32-41）。本文对绿色全产业链的研究遵循理论构建法的核心研究范
式，即明确概念、提出命题和搭建框架，属于中层理论的构建 [14]（P39-48）。命题和假设都要建立在可
靠的理论基础之上，而当前针对绿色全产业链的理论文献较为缺稀，因此对其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扩展需

要通过整合的方法来构建新的理论 [15]（P65-70）。笔者自 2006 年以来关注于中国资源过度消耗、环境
污染、企业升级、绿色技术壁垒、企业社会责任、低碳环保理念、公众监督、政府规制等问题，在长期的观

察、调研思考和研究积累的基础上，经过经验总结—理论探讨—经验再总结—理论再探讨的过程逐步形
成相关概念。同时，将绿色技术创新、低碳运作、微笑曲线、绿色贸易壁垒、市场外部性、社会责任、利害

相关者权益等理论综合地应用于绿色全产业链及其各环节参与者，从而明晰概念、命题和理论框架。

在研究假设提出的过程中，本文使用了演绎和归纳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 YD 科技集团、
YQDZ 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绿色科技、绿色发展方面的公开信息材料，并涵盖了近年来对 GZLQ 股份有
限公司、TWGY 股份有限公司、TWZL 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低碳运作等绿色运作方式实现转型升
级的调研素材。这些文本材料和实地调研素材为本文的理论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绿色全产业链的基本假设和模型构建

本文围绕全产业链上的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四种行为主体提出一系列命题，厘清全产业

链上各相关主体的利害关系，并阐述其在全产业链上的相互作用机制，由此形成模型。

（一）基本假设

1．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对各社会主体造成的影响
环境污染和资源过度消耗给企业经营带来压力。一方面，其对企业产出效率有负面影响。Franken-

berg 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使得劳动者健康水平下降，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16]（P109-129）；
Zivin 和 Neidell 实证发现臭氧浓度每下降 10ppb 给劳动生产率带来 4.2% 的改善，这意味着环境恶化
将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下降 [17]（P1-26）。另一方面，其显著增加了企业的产出成本。Hanna 等学者研究
发现区域生态环境改善仍能显著提高周边区域的劳动供给水平，这为环境污染提高用工成本提供了实

证依据 [18]（P68-79）。此外，由于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将直接提高企业的产出成本。
环境污染给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影响。Chen 等以黄淮以北区域作为样本，发现由煤燃烧带来的空气

污染会降低人均预期寿命 5.5 年 [19]（P12936-12941）。此外，环境污染引致的公众健康问题导致高额的
健康成本。有研究表明，若将中国的 PM2.5值降低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健康水平，则医疗支出将减少
2730 亿元以上，约占中国 2015 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的 7% [20]。

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给政府带来巨大负担。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甚至造成直接

的经济损失。李庆华等研究了中国 1989-2009 年期间的数据，发现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代价，其
对经济增长的正效果是短暂的，而在长期效果是负面的 [21]（P131-134）。陈诗一则发现节能减排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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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导致潜在生产损失，但在长期有助于促进潜在产出增长 [22]（P129-143）。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给政
府带来的环境治理成本日益提高。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 年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节能环保
方面的财政支出约为 1450 亿元，但到 2017 年这一数据达到 5600 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16%。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破坏对各社会主体造成严重损害（假设 1）。
2．绿色技术及其发展与企业的低碳环保运作
创新理论认为绿色技术及其发展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表现，因而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价值。

绿色技术是指那些对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 [23]（P38-
41），有助于减少生产与消费的边际外部成本 [24]（P259-272）。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的研发成本以发展绿
色技术，一方面通过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流程减少了生产的能耗，直接节约了成本；另一方面

通过降低对第三者和外部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实现业务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或部分内部化。此外，绿色

技术创新的扩散能够有效增强供应链整体的竞争力，带来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益和综合社会收

益 [25]（P63-66）。
绿色技术通过助推低碳运作实现成本节约和附加值提升。GZLQ 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内率先突破

MES 工艺流程改造技术，将其应用于洗衣粉、液体洗涤剂系列产品，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生产能耗，并
在 2012 年实现了 MES 产业化，节省 10% 成本，产品毛利率超 16%。GDKD 股份有限公司开创了“前
端清洁能源 + 过程清洁生产 + 末端治理”的环保治理新模式，投入 10 多亿元研发清洁煤制气技术与
装备，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20 亿元。
此外，对产品环保功能的研发也能推动企业的低碳运作。YD 科技集团坚持以环保理念开发产品，

利用“溴化锂制冷采暖”技术生产非电空调，既不产生氟利昂的污染排放，又能节省电能；其非电空调的

能源效率达到电空调的 2 倍，而排放量却仅有 25%，投资节省超过 30%。同时，远大空调以其节能环保
优势，实现在韩国、美国、巴基斯坦、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畅销，而且还负责编制了中国户式非电空调主机

的国家标准 [26]。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绿色技术及其发展形成推动企业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力（假设 2）。
3．全球低碳环保责任、经济全球化和绿色贸易壁垒与企业低碳环保运作
企业承担低碳环保责任已经成为全球共识。2000 年，联合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应包括针对环境问

题采取预防性措施、主动肩负起环境保护的责任、推进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开发与普及。2003 年，全球
CEO 世界经济论坛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企业公民”的四个标准之一。
目前，企业低碳环保意识正在转变成为企业实施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力。Maignan 等发现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有助于建立社会声誉 [27]（P55-67）。例如，YQDZ 有限公司于 2012 年启动绿色合作伙伴行动
计划，倡导并鼓励其经销商践行节能环保理念，并逐步对供应环节、生产环节和销售环节进行绿色再造，

打造具有排放少、污染低、节能环保的绿色汽车产业链。YQDZ 有限公司的绿色环保实践为其在全社会
树立了良好企业形象和声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8]。此外，企业由于履行社会责任而进行的技术革新将

增加其产品竞争力。例如，TWZL 股份公司以回收废纸为原料生产纸箱，因绿色生产、工作安全、节能而
获得 Nike 亚洲鞋盒订单 [7]（P23-28）。
经济全球化和绿色贸易壁垒对出口企业产品的绿色环保提出更高要求，直接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

绿色低碳运作。中国出口企业长期受到环境附加税、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绿色技术标准、绿色卫生

检疫和绿色补贴等绿色贸易壁垒的掣肘。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严禁进口含氟利昂冰箱，导致中国冰箱
出口下降 59%。2012 年，中国出口到欧美等地被扣留和召回的消费品中有七成是因为安全、化学性能等
绿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既有助于避免技术锁定，促进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也有助于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打破绿色贸易壁垒 [29]（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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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全球低碳环保责任意识趋强，经济全球化与绿色贸易壁垒，形成推动企业

实施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力与压力（假设 3）。
4．低碳环保理念与绿色消费
注重环保、节约的消费理念是绿色消费的重要内涵 [30]（P101-104）。在这种生活理念下，人们在购

买和消费产品时将少排放、低碳、绿色环保等作为决策参考。因此就概念方面而言，低碳环保理念与绿

色消费是一脉相承的。

从态度影响行为的角度看，消费者的低碳环保意识影响其消费行为，具有较强低碳环保意识的消费

者更倾向于进行绿色消费。Peattie 发现环保意识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有正向影响 [31]（P187-199）。
于伟认为环保意识强的消费者更加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会对绿色价值更大的产品赋予更高的评价权

重，导致更强的绿色购买和绿色消费行为 [32]（P110-116）。汪兴东和景奉杰基于对国内五个城市的调研
分析证实了低碳情感对低碳购买意向具有正向作用 [33]（P47-55）。高键也证实了环保意识对消费者感
知绿色价值的正向作用 [34]（P16-20）。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消费者的低碳环保理念对绿色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假设 4）。
5．社会公众监督与企业低碳环保运作和绿色消费
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信息披露更加全面与及时，社会公众也愈加关注企业运营和消费者行为。一方

面，社会公众具有舆论监督作用，给造成污染的主体带来群体性压力。社会公众通过信息交流和价值观

导向等途径对个体选择形成示范和制约，进一步形成社会规范，促使个人行为朝着社会公众认同的方向

转变。马长海指出绿色发展需借助媒体渠道进行舆论宣导，营造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并促使社会公众增

强低碳环保理念，进而实现绿色发展 [35]（P5）。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通过参与调查
并制定环境规则制约环境污染行为，推动企业低碳运作和绿色消费。于伟研究发现社会公众带来的群体

压力对个人环保意识形成有显著影响，而消费者环保意识加强进一步促进个人绿色消费行为 [32]（P110-
116）。苏立宁和李放认为社会公众对制约环境污染行为的促进作用得到政府机构的认同 [36]（P95-99）。
2015 年环保部拟定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2018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均
赋予社会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保的权利。随着政府机构发布新环保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并

保障社会公众对环境治理和监督的参与权利 [37]，2015 年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作
为共同原告人的环境公益诉讼也展示了社会公众监督行为对污染行为的直接约束 [38]。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更全面、及时的信息披露和社会公众监督促进企业实施低碳环保运作的

同时也促进绿色消费（假设 5）。
6．经济活动外部性与政府行为
一方面，企业生产活动往往存在负的外部效应，通过提升技术减少生产环节的能源耗损和环境污

染，相当于减少了给社会带来的外部性；另一方面，在生产时就考虑到消费环节的环保，也会减少了消费

环节的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及其发展推动企业低碳环保运作，从全产业链范围内带来了社会的负面外部

性降低，相当于给社会带来的“无须补偿的收益”。尽管企业利用绿色技术进行低碳运作给社会带来许多

好处，但是企业应用绿色技术而付出的外部成本难以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获得补偿，将导致企业不愿意

或少进行低碳运作。此时，需要市场之外的力量介入，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低碳运作，使得企业进行低

碳环保运作的量与社会需求相适应。

与企业活动类似的许多个人消费行为都会产生污染排放、生态恶化和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因而给社

会各类主体带来损害，产生负的外部性。而由于个人消费行为没有进入市场环节，个人在没有外部限制

下也可能产生过度排放污染的行为。经济活动存在明显的负外部性为政府干预提供了依据。政府部门

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和营造可持续发展环境的目的，有义务推动企业进行更多的低碳运作和消费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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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多的绿色消费。政府部门推动企业低碳环保运作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规

制与管控，基于行政逻辑制定法规和政策，直接强制社会主体按照一定的要求进行生产运作和消费。例

如，政府环保机构制定严格的污染排放细则和环境保护制度，对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另

一种方法是基于市场逻辑，通过制定与企业生产和消费者消费相关的激励制度，促使企业增加低碳运作

和降低污染排放，甚至能够激励企业开展绿色研发并推动绿色技术发展 [39]（P34-47）。这样既可以对污
染排放行为收取庇古税（Pigovian taxes），通过增加污染行为的成本，间接推动企业进行低碳运作，也
可以对低碳运作行为进行直接补贴，增加低碳运作行为的收益，直接推动企业低碳运作。通过强制对企

业制定碳排放量，并推动碳排放交易等方式，则是行政手段与市场化手段相结合推动企业低碳运作。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当经济活动（包括企业活动、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时，政府可以

通过规制和制度性补偿措施推动低碳环保运作（假设 6）。
7．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政府行为的协同作用与绿色全产业链的形成
已有若干文献研究企业、政府和社会在绿色发展常态机制建设中的协同作用。魏伯乐强调需提高

资源生产率在绿色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并指出在政策领域和可持续性方面需要公司、政府和个体三方共

同参与 [40]（P34-47）。侯晓东和黄灿认为发展绿色经济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企业自身、政府和社会三个方
面；政府通过协调企业、自身和社会各方利益，确保企业绿色创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持均衡，推动绿

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合理转型与结构升级 [41]（P43-44）。毛蕴诗和温思雅
从系统观的角度深入阐述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在构建环保常态机制中的角色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

理，介绍了台湾企业、政府和社会共建环保常态机制的典型案例 [7]（P23-28）。
绿色全产业链上的各主体有不同的利害诉求。企业最基本的诉求点是经济利益；政府的主要利害诉

求是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既要考虑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又要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

社会公众的利害诉求点是追求绿色健康的生活环境。绿色全产业链就是要构建一种新机制，保证链条上

各个主体人利害关系一致性，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惠性。在这一称之为绿色全产业链的新

机制中，企业和消费者作为低碳运作的实施主体，政府作为企业低碳运作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的管制者，

社会公众则作为企业低碳运作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的监督者和推动者。从利害相关者权益理论角度来看，

绿色全产业链关注的是整个链条上利害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仅考虑某些主体的利益，它的形成离

不开任何一个利害相关者的支持。从系统观角度来看，链条上的四个主体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一起

的要素，每个主体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只有通过协同作用才能够保证整个系统的利益。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政府行为的协同作用推动绿色全产业链的形成，

并构建常态环保机制（假设 7）。
（二）绿色全产业链的基本分析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和假设，本文提出绿色全产业链的基本分析模型。该分析模型所包含的 7 个假设之
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该逻辑关系又归纳为 4个用虚线大方框所对应的背景—动因—路径—效果。
首先，假设 1 阐述了构建绿色全产业链的现实背景。由于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对包

括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等各社会主体造成损害，构建绿色全产业链能够给各社会主体带来正

向效果，因此各社会主体构建绿色全产业链具有内在动力。其次，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4 分析企业实
施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因和消费进行绿色消费的动因。对企业而言，一方面绿色技术及发展为企业实施低

碳环保运作提供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全球低碳环保责任、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壁垒等因素则构成企业低

碳环保运作的压力和动力。对消费者而言，其低碳环保理念的提高也为绿色消费创造了良好条件。由此，

假设 2、假设 3 和假设 4 共同形成绿色全产业链上实施主体进行低碳运作的动因。再次，阐述了社会公
众和政府推动绿色全产业链形成的路径，分别表述为假设 5 和假设 6。对社会公众而言，通过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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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两种方式直接对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行为进行约束，进

而促进企业实施低碳环保运作的同时也促进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对政府而言，当企业活动、消费行为

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消耗问题对其他各社会主体产生外部性时，政府可以通过规制与制度性补偿

措施推动企业低碳环保运作和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最后，分析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四者共

同参与的效果，即合力推动形成绿色全产业链，得到假设 7。构建绿色全产业链是各社会主体的共同诉
求；绿色技术及发展、全球低碳环保责任、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壁垒、低碳环保理念等作为内因，构成企业

和消费者践行绿色全产业链的动因；社会公众监管和政府行为等作为外因，构成企业和消费者践行绿色

全产业链的路径；链条上各个主体的行动一致性，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互惠性，由此推动企

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四者共同参与、合力推动形成绿色全产业链。

图 1 绿色全产业链的基本分析模型框架图

四、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应用——从Ｍ集团延伸到陶瓷全产业链的拟合研究

为了验明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学术和应用价值，本文选择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Ｍ集团作为典

型案例并延伸到全产业链对分析模型进行拟合。选择依据是：第一，Ｍ集团所属的建陶产业属于典型“两

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传统制造业，其面临的绿色发展问题更为突出。第二，Ｍ集团总部

地处佛山市，而佛山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建陶生产基地之一，曾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佛山

市 2007 年提出“扶持壮大一批，改造提升一批，转移淘汰一批”的分类指导政策后，建陶产业实力不断提
升，产量高居全国第一，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在此过程中，Ｍ集团一直努力响应政策号召，践行绿色环

保理念，大力开展绿色创新、节能减排等活动，不仅成功应对佛山陶瓷产业的监管挑战，而且通过产品创

新将企业形象转变为“绿色建陶企业”。第三，研究团队与Ｍ集团以及佛山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合作

关系，可以长期持续跟踪行业情况并获取深度调研信息，确保案例素材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一）典型案例概况

Ｍ集团是创新型建陶企业、中国陶瓷十大品牌之一，在佛山、清远、意大利设有生产基地，拥有 18
条现代化建筑陶瓷和 3 条陶瓷薄板生产线。Ｍ集团全面通过 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是行业内环保节
能的标杆企业，于 2010 年入选首批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试点创建企业。近三年，Ｍ集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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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环保设备方面投入 1.5 亿元，主要用于生产过程中的清洁改进和污染治理。
（二）案例调研过程

首先是对Ｍ集团的调研。案例研究采用多种方式和不同渠道获取案例资料，通过多源数据相互验

证以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增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说服力和解释力，有效避免回溯性解释、印象管理

等问题。笔者通过企业披露的公告、社会责任报告书、招股说明书、企业内部报刊、企业官网、知名咨询

机构研究报告、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和商会、券商报告和媒体报道等公开信息渠道进行了充分的二手

资料梳理工作。继而，笔者直接到企业进行内部访谈、直接观察企业运作情况并获取相关内部资料。

其次是对利害相关者的调研。为了解Ｍ集团的利害相关者在绿色全产业链间的互相作用机制，并间

接掌握Ｍ集团的更多信息，笔者开展了与之相关的政府访谈、行业调研以及上下游企业调研等工作。

（三）拟合研究与讨论

经过拟合研究，本文认为：

1．建陶行业的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佛山市建陶行业的高污染曾经严重影响环
境质量。据相关资料显示 [42]，2007 年佛山环境统计中陶瓷行业重点企业工业粉尘排放量、二氧化硫排
放量、氮氧化合物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等，分别占全市所有重点工业企业总和的 59.86%、42.15%、
32.27% 和 29.85%。众多建陶企业占据佛山大量土地资源但经济贡献却相对低下，技术含量也不高，对
佛山整体发展带来极大限制。2007 年以来佛山市政府对建陶行业、企业进行了大规模整治改造，包括向
西部转移许多生产企业。然而有关资料显示，由于转移到西部的相关建陶企业又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污

染，也成为近年来环保巡视的重点。建陶行业的发展、环境污染以及其后的整顿改造很好印证了绿色全

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1，即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环境破坏对各社会主体造成严重损害。
2．绿色技术发展推动Ｍ集团实现低碳运作。产品研发方面，Ｍ集团与上游设备商 N 集团、高校 O

大学合作研发陶瓷薄板的生产线以及生产技术，并于 2007 年研发出第一代大型陶瓷薄板。陶瓷薄板的
各项性能保持甚至超过传统建陶产品，且具有大、轻、薄、韧的特点，按单位面积较传统瓷砖节约 60% 的
原材料消耗，减少 58.8% 的能源消耗、84% 的废气排放和 91.6% 的废渣排放，由此带来绿色创新项目环
保绩效的提升。生产流程方面，一方面，借助提升能源利用率并降低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环保改造。原料

制备上借助提高水煤气的产气率降低能耗；窑炉烧成上，引入预混式二次燃烧技术提升燃烧效率；抛光

磨边上，通过工艺创新降低固体废弃物产出并提升效益；烟气治理上，减少排烟口数量，降低烟气排放，

提升大气污染物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启用数字化自动打包系统，推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智能

化改造，有效节约 40% 的劳动力并且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基于在产品研发、数字化技术等方面的技术
创新，Ｍ集团实现低耗能、高效率的绿色低碳运作。企业的实践及效果很好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

型的假设 2，即绿色技术及其发展形成推动企业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力。
3．全球低碳环保责任、经济全球化和绿色贸易壁垒促进Ｍ集团低碳环保运作。一方面，企业发现绿

色产品创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声誉并获取长期竞争优势。Ｍ集团绿色创新项目开展以来，其节能环保产

品逐渐获得了消费者和工程方的认可，在产品创新、流程改造等各环节的环保成效被主流媒体和家居门

户网站所报道，政府和行业也通过奖项的颁发肯定了其陶瓷薄板项目的成功实施，企业逐渐摆脱了传统

大众认为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形象，重新树立起“技术创新”“节能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品牌形

象。这为Ｍ集团于 2017 年底成功上市打下重要的品牌基础。另一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发展
绿色陶瓷，并在环保、节能的生产工艺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陶瓷生产商利用

产品优势打进中国中高档陶瓷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并对国内陶瓷企业形成强大的挤压。为了突破

国外陶瓷行业的“绿色壁垒”并实现向中高档陶瓷市场进军，Ｍ集团不断研发绿色陶瓷材料、采用绿色工

艺、施行清洁改进和污染治理，全面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目前，Ｍ集团已经成功突破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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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壁垒”，于 2010 年与意大利共同起草了陶瓷薄板的国际标准，随后于 2016 年在意大利设立生产基
地。企业的实践与效果很好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3，即全球低碳环保责任意识趋强，经
济全球化与绿色贸易壁垒形成推动企业实施低碳环保运作的动力与压力。

4．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促进Ｍ集团低碳环保运作。Ｍ集团研发的陶瓷薄板具有在生产环节低耗能
低排放、在运输环节低成本、在销售使用环节加工方便、安全性高等特性，很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绿色消费

需求，使其获得 65%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帮助其取得优异的经营业绩，并且拉动上下游产业技术的变革
与升级。在住宅家装消费市场和工程建筑领域，产品的轻薄节能、方便施工铺贴且具有多种类的装饰风

格和效果等特点受到客户的青睐。同时，陶瓷薄板物流运输成本，无粉尘污染，成为房地产商采购节能

装饰建材的最佳选择；此外，也可帮助房地产商获取“绿色建筑”的标识。在政府采购方面，2006 年后财
政部与环保总局出台政策，要求各级机关、部门在市政工程采购时要优先选择绿色节能产品。Ｍ集团的

陶瓷薄板完全契合政府的相关采购需求。此外，绿色环保成为建陶产品的重要卖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不仅关注产品使用的绿色环保，而且也把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作为选购产品的标准。企业的实践与效

果很好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4，即消费者的低碳环保理念对绿色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
5．社会公众监督促进Ｍ集团低碳环保运作。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监督力量，佛山市引入环保安全在

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对发生违法排放行为的企业和绿色发展较好的企业都进

行了信息披露。Ｍ集团于 2014 年开始与专业的环保公司合作，实现了建陶烟气的一站式净化与多种废
弃物的协同治理，同时更新与完善了在线监控系统、远程数据传输系统、智能化预警系统，完成了排放数

据的实施监控与检测，并在线对接环保部门的在线检测系统形成“智能联控”。Ｍ集团大力实施低碳环保

运作，制订了比行业标准更为严格的内控标准，实现废弃物的超低排放，于 2010 年入选首批国家“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试点创建企业，是建筑陶瓷行业中唯一入选的企业。企业的实践与效果很好印

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5，即社会公众监督促进企业实施低碳环保运作。
6．政府规制与制度性补偿措施推动Ｍ集团实施低碳环保运作。为了改善环境质量，近年来佛山政

府对陶瓷产业采取严格的环境管制。一方面，要求不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的陶瓷企业限期整改甚至

依法关闭。同时还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使得达到标准及污染治理成本较低的企业能够因

此获利。另一方面，政府出台产业环保发展的扶持奖励办法并建立绿色技术发展专项扶持基金，利用制

度性补偿措施鼓励企业节能环保。据统计，2014-2017 年Ｍ集团合计获得政府补助 6600 万元。正如Ｍ集
团一位高管在接受访谈时谈道：“政府政策是我们节能环保最直接、最重要的驱动力”。企业的实践与效

果很好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6，即当经济活动（包括企业活动、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
外部性时，政府可以通过规制与制度性补偿措施推动低碳环保运作。

7．Ｍ集团、消费者、社会公众、政府行为的协同作用推动绿色全产业链的形成，并构建常态环保机
制。在政府对陶瓷产业采取严格的环境管制背景下，Ｍ集团积极发展绿色技术，大力研发绿色环保的陶

瓷薄板，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践行绿色低碳，与消费者、社会公众和佛山政府一起推动绿色全产业链形

成。具体体现为如下几点：（1）在设计和研发环节，将大、轻、薄、节能、节约原料等特征作为标准进行研
发设计，并且考虑瓷砖的审美属性，首创“艺术陶瓷”，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2）在采购环节，对原材料
进行严格检测，杜绝高放射性、碳含量超标的原材料使用，从源头上做好绿色环保。（3）在制造环节，一
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设备和工艺的改进，引入数字化自动打包分级、无下膜配电牵引循环等技

术，实现能源浪费的减少并极大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采用废水循环技术、对窑炉材料和结构进行改

造，实现废水的零排放、提高热能利用率并降低能耗，并且运用互联网和智能技术构建在线监测系统，便

于社会公众的监督。（4）在消费环节，Ｍ集团从设计环节上就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薄板比同类产品更
容易切割、加工及搬运；贴瓷砖时操作简单，大量节省了房屋空间和建筑负重。在旧楼改造和二次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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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须拆除原有石材及瓷砖，可采用薄板直接覆盖，减少了装修过程中的噪音、污染和建筑垃圾。（5）
在回收环节，Ｍ集团基于工业废渣思维进行轻质板的产品创新，将循环利用与产品研发设计结合起来，

不仅实现自身废渣的再回收和循环利用，而且实现向其他陶瓷企业收购废渣，最终推动整个陶瓷行业固

废的循环使用。以上制度和措施很好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分析模型的假设 7，即企业、消费者、社会公
众、政府行为的协同作用推动绿色全产业链的形成，并构建常态环保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理论探讨并立足对国内众多企业、产业的实地调研和国外绿色发展趋势的总

结，提出了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绿色全产业链是围绕产品和服务，从设计、研发、采购、制造、物流配

送、销售、服务、消费以及产品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等一系列环节践行低碳环保运作所形成的群体协同系

统。在阐释该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运用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七个假设，形成了背景—动因—路
径—效果的绿色全产业链逻辑体系，为解释当代绿色发展实践和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系统的分析框
架，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学术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绿色全产业链概念从过程上将生产、消费和超越产品全生命周期之外的回收再利用等环节均

纳入考虑，保证低碳环保。同时，从利害相关者的角度将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四个社会

主体全部纳入考虑，在微观层面上要求各行为主体均体现绿色发展。

二是本文提出了企业、消费者、社会公众和政府构建绿色全产业链的协同运作机制，推动实现绿色

发展。在该机制下，政府机构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推动企业低碳运作和消费者绿色消费；社会公众的舆

论监督和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推动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低碳环保责任，主动践行低碳运作和绿色消费；消费

者一方面践行绿色消费，另一方面通过购买行为直接引导企业进行低碳运作；企业一方面发挥“绿色技

术”的外溢效应，促使产业链上低碳运作水平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相互竞争，不断推出具有更高环

保要求的产品服务。

三是本文选择面临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陶瓷行业企业Ｍ集团作为案例，围绕绿色全产业链的七个

假设对其绿色低碳运作的背景、各种影响因素、路径与效果逐一进行拟合和验证，印证了绿色全产业链

的分析模型、假设的应用价值。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出以下启示：一是要面向绿色全产业链视角，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推进低

碳运营模式。全社会包括企业、政府、消费者、公众都应围绕全产业链，树立低碳环保运作的观念和意识。

二是要制定与低碳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碳排放标准体系，建立基于互联网与智能化的监测系统，保障实施

严格的督查。三是要建立环保的倒逼机制，鼓励企业全方位推进绿色环保。四是要制定和完善环保标准，

支持企业参与国际标准认证，应对国际环保挑战。五是要提高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发挥公众社会监督作

用。六是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法规，加强环保执法力度。

本文提出了绿色全产业链的概念，初步构建了绿色全产业链的基本分析模型，并使用Ｍ集团案例对

理论进行了单案例拟合。下一步的研究将在绿色全产业链治理、指标体系构建、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等

方面进行持续探讨，以便从理论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绿色全产业链的分析模型。此外，可以使用多样本、多

案例方法进行实证检验，以增强结论的普适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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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Mode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Whole Green Industry Chain

Mao Yunshi, Huang Yuyuan (Sun Yat-sen Unversity)
Fu Ho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has now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and amacro-economic agenda. Through
a study at both corporate and industrial levels by using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we propose the concept of the
whole green industry chain and make an attempt to explore its analysis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se efforts,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have been made.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and destruction of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have seriously damaged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social actors. The factors that have been
urging enterprises’ low-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peration involve green technology and its de-
velopment, global low-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ponsibilit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green
trade barriers. The idea of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consumers’
green consumption. Public supervision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externalities stemming from institutional compensation measures can jointly promote enterprises’low-carbon
operation and consumers’green consumption. The synergetic functioning among enterprises, consumers,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facilitates the formation of the green industry chain. These hypotheses constitute
a background-motivation-path-effect logical system of the whole green industry chain,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our analytical model whose application value can be verified by typical enterprise cases.

Key words low-carbon oper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green de-
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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