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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热点及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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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已成为环境经济学研究当中的重要议题，通过对其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对后

续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文中以 1980 － 2017 年 CSSCI 以及中文核心期刊中环境规制领域的文

献为样本，运用 Citespace 和 Spss 软件，通过关键词线性拟合散点图、时间趋势图等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 1) 当前研究者人数众多，但是核心网络雏形尚未显现，作者之间合作较少; 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

校，高校之间合作也较少。( 2)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主题集中在环境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的理念和手段、高质

量发展三个方面。( 3)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 建立阶段( 1980 － 1992) 、调整阶段( 1993 － 2002) 、
深化阶段( 2003 － 2012) 和新发展阶段( 2013 － 20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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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作为一种复合性的资源，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举足轻

重的作用，一方面是不断向人类提供生产和消费所需要自然资源的供应基地。另一方面也承载着人们生

产和生活所产生废弃物，即环境容量。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当污染物超过环境容量时便会

在环境中累积，一旦超过"环境承载阈值"变会产生环境问题。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

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人类活动规模的不断扩大，由此导致的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温
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次生环境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反过来严重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由于环境资源的公

共品性和环境稀缺性、负外部性、产权不明晰、交易费用昂贵等特点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单靠市

场机制，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因此，环境规制便应运而生，以便更好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局面。
1973 年中国召开的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法规性质的环境保护文件 －《关于保

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以此为标志，揭开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帷幕。在过去四十多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中国取得经济成就的背后却是以付出惨

重的环境为代价，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污染事件的相继爆发，昭示中国环境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加强环境问题的治理。因此，文中通过对环境规制领

域研究成果的梳理，探究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变化的轨迹，挖掘研究主题，从而为未来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奠

定理论基础，为相关环境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及研究方法

1． 1 数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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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中国学术期刊( CNKI) 的" CSSCI"和" 中文核心期刊" 数据库作为数据源。该数据库集中了目

前最前沿与最核心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以及权威性。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政

策与措施，促使企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内部化，以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标。因

此，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条件以“主题 =‘环境政策’或‘环境规制’”进行高级检索，文献检索时间

为 1980 － 2017 年，对检索结果进行反复检查与整理，剔除会议征文、报纸报道等不相关条目，最后筛选出
2549 篇文章。
1． 2 研究方法

CiteSpace 是 Citation Space 的简称，是在数据和信息可视化以及科学计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着眼

于科学分析蕴含潜在知识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其可以通过可视化手段将科学知识结构、规律以及

分布情况更加直观呈现出来。多维尺度分析图谱是在一个平面内利用距离的长短和远近来表示词之间的

密切关系，距离较近的词表示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能够组成一个大类，是一种描述性、探索性数据分析方

法。

图 1 1980 － 2017 环境规制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search from 1980 to 2017

2 结果与分析

2． 1 文献数量情况分析
从发文数量来看( 图 1 ) ，中国

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

阶段，即第一阶段: 1980 － 1997 年的

萌芽时期，在此阶段各年发文量均

小于 10 篇。1980 年中国环境管理、
经济与法学学会的成立，推动了环

境规制领域研究的起步，在此阶段

研究的群体较少，研究的力度不大，

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第二阶段:

1998 － 2007 年的发展时期，在此阶

段发文量介于 10 － 100 篇之间。中

国在 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

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

进一步提升了环境保护部门的话语

图 2 1980 － 2017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发文作者图谱
Figure 2 Ｒ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1980 to 2017

权与影响力，以此为标志，国内掀起

一股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热潮，发文

数量迅速逐渐增多，研究人群不断

增多，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第三阶

段: 2008 － 2017 年繁荣时期，在此阶

段各 年 发 文 量 均 在 100 篇 以 上。
200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环保

总局升格为环保部，进入国务院组

成部门，使环境保护部门的管辖权

进一步扩大，特别是 2012 年党的十

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后，环境规制领域的发文量

猛增，掀起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高

潮，在此阶段研究群体的数量不断

激增，研究范围不断拓广，研究深度

也在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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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80 － 2017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发文二级机构图谱
Figure 3 Papers published by secondary institution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1980 to 2017

2． 2 发文作者、机构及合作网络分
析

作者或机构发文数量能够反映

在此领域的研究地位，而作者或机

构共线能够反映某一研究领域核心

作者或机构及其合作强度。从作者

角度来看( 图 2 ) ，发表文章最多的

作者是彭文斌，共发表 10 篇，其次

是傅京燕和张伟 9 篇，发文量五篇

以上的学者共计 40 人，他们的发文

量占到论文总数的 9． 34%。说明当

前研究者人数众多，但是核心网络

雏形尚未显现。在团队合作方面，

图中各个作者节点之 间 的 连 线 较

少，仅形成了湖南科技大学的彭文

斌和吴伟平团队、江苏大学的杜建

图 4 1980 － 2017 年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关键词线性拟合散点图
Figure 4 Linear fitting scatter plots of keyword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sis from 1980 to 2017

国、金帅和陈莉团队、环境保护部环

境规划院王金南与葛察忠三个主要

研究团队。由此可见，研究以独立

为主，作者之间合作较少。而从发

文机构角度来看( 图 3 ) ，按照二级

机构进行统计，中国矿业大学管理

学院最多，其次是西安交通大学经

济与金融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河海

大学商学院等，图中各个机构节点

之间的连线较少。说明研究机构主

要集中在高校，高校之间合作相对

较少。通过图 2 和图 3 对比发现，

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所在机构并未与

发文 量 较 多 的 机 构 一 致。由 此 可

知，发文量较多机构研究者较多但

较为分散，并未出现核心网络，而在

发文量相对较少的部分机构中，研

究者较少但较为集中，核心网络更

为明显。
2． 3 中国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能够揭示不同时期内研究的热点的变化，关键词又是整篇文章的核心内容的提炼以及对研

究主题的高度概括。通过关键词共线能揭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从而有助于了解研究的热点［1］。为更有

效把握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内容，文中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法，利用 SPSS 22． 0 软件中的度量模型选择 Eu-
clidean 距离对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进行分析，可得我国环境规制领域关键词线性拟合散点图( 图 4)。根

据图中信息可以将环境规制领域研究内容归结为三个主题: 分别为环境与经济增长、环境保护的理念和手

段、高质量发展。
2． 3． 1 环境与经济增长

环境问题主要是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发展。环境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探究环境治理方式: 刘超提出加强第三方治理［2］; 戴胜利等提出打破行政区域治理模式，加强

跨域治理［3］; 童健等提出优化环境财税体系［4］; 孙伟增等提出加强地方政府内部考核、晋升机制改革［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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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增强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二是有关环境污染的研究: 李斌等研究发现低水平环境规制会加剧环境污

染［6］; 惠炜等研究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7］; 徐志伟指出环境规制投资不

足，治理效率偏低是导致环境污染治理不佳重要影响因素［8］。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

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黄清煌等指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数量抑制效应［9］; 宋马林等研究表明环境规

制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波特假说)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0］; 孙英杰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呈现"
倒 U 型"，即环境库茨涅茨曲线［11］。二是对企业影响的研究: 孙学敏研究指出环境规制提升了企业规模

分布的帕累托指数，使得企业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均匀［12］; 蒋为研究指出环境规制不仅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而且还促进企业的工艺改进［13］。
2． 3． 2 环境规制的理念和手段

环境规制在先进理念指导下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后，逐渐成为环境规制新

的指导思想，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到环境领域各个方面: 竺效等指出可持续发展为贯穿环境立法的始

终［14］; 刘立佳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为资源税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15］; 董亮等研究指出可持续发展对中国

的环境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16］。环境规制手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有关环境政策的研究: 李

伟伟介绍了中国环境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并详细阐述了自愿型环境政策和经济型环境管制政策［17］; 许

士春等分析了污染税、可交易污染许可等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影响［18］; 曾冰等分析了不同类

型环境政策工具对改善环境质量的影响［19］。二是有关环境税的研究: 田志刚等介绍了发达国家环境税纳

税人、税率和征税对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及做法［20］; 秦昌波等研究征收环境税以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

可能造成的影响［21］; 范庆泉等分析了动态环境税外部性、污染累积路径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

响［22］。三是有关技术创新的研究: 杜艳春等研究发现环境创新与污染减排呈正相关关系［23］; 王鹏等研究

表明企业技术创新能够显著提高污染治理效率［24］; 原毅军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 U"型关

系，而技术创新对拐点位置起关键性作用［25］。
2． 3． 3 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和制造业是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韩

超等研究表明适当的非对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去"资源错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26］; 李春米等研

究发现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抑制了技术进步，间接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7］; 王杰等研究发现环境

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N"关系［28］。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 刘朝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

的增加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29］; 廖显春研究发现较低环境规制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支持了"污染避

难所"［30］; 曾贤刚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 FDI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否认了"污染避难所"［31］。有关制造业

的研究: 蒋伏心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提升的" U"型动态特征［32］; 杜运

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呈"U"型关系［33］。
2． 4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路径演化分析

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环境规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手段，必

然与经济社会发展也产生密切关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关键词时间趋势图( 图 5) 将环境规制领

域研究的演化进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1980 － 1992 年初步建立阶段; 1993 － 2002 年调整阶段; 2003 －
2012 年深化阶段; 2013 － 2017 年新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环境规制建立阶段( 1980 － 1992) :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以介绍美日环境政策、企业以及企

业管理为主。在环境政策研究方面: 秦奋介绍了日本环境宣言的主要内容［34］; 王曦介绍了美国国家环境

政策法的主要内容以及机构设置情况［35］。在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方面: 周富祥指出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

物，是当时造成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36］; 曲格平提出通过合理工业布局，对重污染源的企业进行

技术改造，加强对乡镇企业管控，降低环境污染［37］; 林定恕提出加强企业的全面管理积极控制和消除"三

废"污染［38］。
第二阶段环境规制调整阶段( 1993 － 2002) :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和经济两大方面。环

境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管理与环境保护。在环境管理研究方面: 毛传新指出环境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措施［39］; 江源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与时俱进强化环境管理，破解垃圾围城现象［40］。
在环境保护研究方面: 王红星指出我国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41］; 戚道孟强调重视刑法在环保

中的作用［42］; 罗勇介绍了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43］。在经济领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上，罗桂元阐

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消耗［44］; 曹新阐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代价［45］; 王海建研究了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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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问题［46］。
第三个阶段环境规制深化阶段( 2003 － 2012) : 环境规制领域研究依然集中在环境和经济两大方面，

但研究的具体内容发生变化。环境领域研究集中在环境污染与环境治理。在环境污染方面: 段显明研究

发现经济增长是影响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47］; 苏梽芳等研究发现自由贸易是导致"污染天堂"假说

在中国成立的主要原因［48］。在环境治理方面: 张宗庆等介绍了国外水环境治理若干先进经验及趋势［49］;

董竹等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有正向的冲击［50］。经济领域研究集中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

步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在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面: 张成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 TFP 的具有正向促

进作用［51］; 刘伟明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正向作用［52］; 在技术进步研究方

面: 张中元等研究发现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工业技术进步［53］; 李怀政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环境技

术进步起促进作用［54］。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方面: 吴玉鸣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外资直接投资呈负相关关

系［55］; 江珂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增强将减少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影

响［56］。
第四阶段环境规制新的发展阶段( 2013 － 2017) : 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技术创新、制

造业两方面。在对绿色技术创新研究方面: 李婉红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排污费对绿色技术创

新促进效果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抑制排污费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57］; 王锋正等研究发现在考

虑行业规模与科技活动人员投入时，提高环境规制能够促进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58］。在制造业研究

方面: 殷宝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 U"型关系［59］; 张志强研究

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对于产业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60］。

图 5 1980 － 2017 年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关键词时间趋势图
Figure 5 Time series plots of keyword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alysis from 1980 to 2017

3 讨论

通过对中国环境规制领域研究成果梳理，在总结该领域研究的现状、热点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环

境与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未来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3． 1 环境规制工具的研究
中国环境规制刚开始实施阶段，主要是依靠政府主导，建立起三项政策和八大制度的政策体系，但在

取得一定效果的同时，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实施成本较高、激励性不强等弊端也逐渐显现。随着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以及国外先进的环境规制理念与手段被介绍到国内背景

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以其激励效果强、规制成本低等优点逐渐被应用于环境规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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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正处于发展初期，尚不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市场激

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实施效果的评估，以及构建起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环境规制工

具，对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 2 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原先高投入、高产出、高耗能、高污染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伴随着资源

与环境约束趋紧，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研究主

题。而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将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内部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促使企业将资源与环境纳

入经济决策考虑的范围，进而促进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方式变革，促进企业生产水平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
同时，环境规制还可以促使生产资源从环境污染严重的低效率部门向更加清洁的高效率生产部门转移，实

现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因此，发挥环境规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的作

用，对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3． 3 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研究

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政府规制政策评估有效手段，环境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最大难题在于

产生的成本收益难以量化，至今尚未形成一个一致的标准体系，导致采用不同方法以及不同数据计算出来

的成本收益结果不一致。由于缺乏有效的环境规制成本收益分析，而地方政府在制定并推行环境规制政

策时，担心影响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在执行过程中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因此，完善环境成

本收益分析对于提高环境规制的效率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3． 4 环境规制对跨区域污染治理影响研究

环境属于公共物品，由于公共物品的不可以分割性以及外部性等特点导致跨区域环境污染成为环境

规制领域的难点，而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大都以行政区域为界限，设定目标，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如何构

建协同治理模式，建立起配套环境规制体系，实现联防联控，对于破解跨区域环境污染、实现环境质量的提

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结论

文中利用 Citespace 软件和 Spss 软件，对 1980 － 2017 的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信息挖掘，绘制

知识图谱，归纳总结了环境规制领域的知识结构及其路径演进，研究发现:

( 1) 从发文量来看，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经历萌芽时期( 1980 － 1997) ，发展时期( 1998 － 2007) ，繁荣

时期( 2008 － 2017)。
( 2) 从发文作者及机构角度看，当前研究者人数众多，但是核心网络雏形尚未显现; 研究以独立为主，

作者之间合作较少; 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高校之间合作相对较少。
( 3) 从关键词线性拟合散点图看，中国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环境规制的理念和手段、环境

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三个方面。
( 4) 从关键词时间趋势图来看，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初步建立阶段( 1980 － 1992) ; 调整阶段

( 1993 － 2002) ; 深化阶段( 2003 － 2012) ; 新发展阶段( 2013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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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progress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SUN Yuyang1，SONG Youtao2，LI Haoxin2，CHEN Yang2，GUO Hong2
( 1． Institute of Population，Ｒesource and Environment，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 2． School of Environment，Liaoning University，Shen-
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 Analysi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iel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will have significant meanings on the follow － up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iterature samples used in this research came from
CSSCI ( 1980 to 2017) and Chinese core journals． Equipped with Citespace and Spss software，we analyzed lit-
erature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keywords linear fitting scatter plot，time series plot，etc． Ｒesearch results dem-
onstrate that: firstly，although the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was huge，authorities in this field had
yet to appear，cooperation among existing researchers was only a little; universities were the main research insti-
tutions，bu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m was also rare． Secondly，researches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ree topics，they were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concepts and mea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and the incentives for high quality growth． Last but not least，the study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d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establishment stage( 1980 － 1992 ) ，adjustment stage ( 1993 － 2002 ) ，deepening
stage ( 2003 － 2012)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 2013 － 2017) ．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

·241· 干 旱 区 资 源 与 环 境 第 3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