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生态质量管理模型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 　旭 　韩福荣

[摘要 ] 企业生态质量管理旨在实现企业与自然、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规划模型描述协调发展的目标集与约
束条件 ,理论模型用于分析协调与可持续程度。
[关键词 ] 生态 　质量管理 　模型

一、生态质量的概念
生态质量是集正、负产出于一体的、与环境相适应的质量 ,反映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满足相关方的需求

或期望的能力。其中 ,相关方包括顾客、员工、股东、供应商、分销商、社会 ,需求或期望包括对生态环境的需
求或期望。正产出指相关方需求或期望的产出 ,例如工业生产中按预先设计生产出的产品。与此相对应 ,负
产出是相关方不需求也不期望的产出 ,例如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污染废弃物 ,以及工业产品被消费使用后所产
生的废弃物质。

二、生态质量管理的含义与内容
(一)生态质量管理的含义。生态质量管理是指致力于持续提高正产出的质量 ,同时减少负产出 ,以提高

综合质量 ,努力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协调持续发展的管理活动。综合质量是综合考虑正产出、负产出的质
量。

(二)生态质量管理的内容。生态质量管理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 ,分别对应于在企业层
次、企业群落层次和全社会层次上开展管理活动。在企业层次上 ,企业要采取产品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价、
清洁生产等措施 ,减少产品或服务的物料、能源使用量 ,减排有毒物质 ,加强物质的循环 ,可持续地利用可再
生资源 ,提高产品的耐用性 ,提高产品与服务的服务强度。在企业群落层次上 ,按照循环经济、工业生态学的
原理 ,建立企业与企业之间废物的输入输出关系 ,实现企业群落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 ,例如建立
生态工业园。在全社会层次上 ,当前主要是实施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 ,即在消费过程和消费
过程后实施物质和能源的循环控制。企业生态质量管理包括上述生态质量管理的微观、中观两个层次 ,即企
业个体的生态质量管理和企业群落的生态质量管理。

三、企业生态质量管理模型
企业生态质量管理旨在使企业生产经营目的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 ,即在取得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的同时 ,节约资源 ,降低或消除污染 ,实现企业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从而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综合效益最大化。这种理念可用协调发展规划模型和协调发展理论模型
来表示。

(一)协调发展规划模型。设所考虑的企业 (或工业园区内企业群落)共有 n 种产品 (或业务) ,第 t 年各项
产品 (或业务)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x1 (t) ,x2 (t) , ⋯,xn (t) ,记 : 　xT(t) = ( x1 (t) ,x2 (t) , ⋯,xn (t) )

企业或企业群落的协调发展目标为 :
1. 经济效益最大化 : maxE(t) = pT (t) x(t) (1 - 1)

其中 ,E(t)是经济效益向量 ,ET (t) = ( E1 (t) ,E2 (t) , ⋯,En (t) ) ;p (t) 是产品销售利润率向量 ,pT (t) = ( p1

(t) ,p2 (t) , ⋯,pn (t) ) 。

2. 社会效益最大化 : maxS(t) = sT(t) x(t) (1 - 2)

其中 ,S(t)是社会效益向量 ,ST(t) = (S1 (t) ,S2 (t) , ⋯,Sn (t) ) ;s(t)是产品社会贡献率向量 ,可由专家用头脑

风暴法或 Delphi 法确定 ,sT (t) = (s1 (t) ,s2 (t) , ⋯,sn (t) ) 。

3. 资源消耗最小化 : minR(t) = rT(t) x(t) (1 - 3)

其中 ,R(t)是资源消耗向量 ,RT (t) = (R1 (t) ,R2 (t) , ⋯,Rn (t) ) ;r (t)是产品资源消耗强度 (即单位产值资源

消耗量)向量 ,rT (t) = ( r1 (t) ,r2 (t) , ⋯,rn (t) ) 。

4. 环境污染最小化 : minP(t) = pT (t) x(t) (1 - 4)

其中 ,P(t)是资源消耗向量 ,PT (t) = (P1 (t) ,P2 (t) , ⋯,Pn (t) ) ;p (t) 是产品环境污染强度 (即单位产值污染

物排放量)向量 ,pT (t) = ( p1 (t) ,p2 (t) , ⋯,pn (t) ) 。
企业发展要受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要求及资金、人员、技术等多方面约束。
1. 经济效益要求 : E(t) ≥Emin (t) (1 - 5)

其中 : Emin (t) - 上级主管或投资者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最低要求。
2. 社会效益要求 : S(t) ≥Smin (t) (1 - 6)

其中 :Smin (t) - 主管部门对企业所应创造的社会效益的最低要求。
3. 资源消耗约束 : R(t) ≤Rmax (t) (1 - 7)

其中 :Rmax (t) - 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资源消耗设定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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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污染约束 : P(t) ≤Pmax (t) (1 - 8)

其中 :Pmax (t) - 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污染物排放设定的上限。
5. 其他约束 : M(t) ≤Mmax (t) (1 - 9)

其中 :MT (t) = (M1 (t) ,M2 (t) , ⋯,Mn (t) ) ;MT
max (t) = (M1max (t) ,M2max (t) , ⋯,Mnmax (t) ) ;Mimax (t) —资金、人力

资源等约束 ,i = 1 ,2 , ⋯,n
于是 ,协调发展规划模型为 : 　求解 x(t) t = 1 ,2 , ⋯,N

　　目标函数为 : maxE(t) = pT (t) x(t)

maxS(t) = sT(t) x(t)

minR(t) = rT(t) x(t)

minP(t) = pT(t) x(t)

　　约束条件 :

E(t) ≥Emin (t)

S(t) ≥Smin (t)

R(t) ≤Rmax (t)

P(t) ≤Pmax (t)

M(t) ≤Mmax (t)

　　(二)协调发展理论模型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 ,企业生态质量管理有四个目标 Ek (k = 1 ,2 ,3 ,4)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资源节约

和环境污染减轻。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其原有发展状况、各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
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生态质量管理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目标间的关系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

Yk (t) = fk ( Yi (t) ,Yk (t - 1) ,Xk (t) ) (k = 1 ,2 ,3 ,4) (2 - 1)

(1 ≤i ≤4 ,i ≠k)

式中 ,Yk (t)表示 t 时段企业目标 Ek 的实现水平 ; Yk (t - 1) 表示其原有的水平 ;Xk (t) 表示 t 时段大环境对
企业目标实现的作用因子。设企业各发展目标是连续变化的 ,将 (2 - 1)式对 t 求导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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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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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2 - 2)又可以表示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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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A(t) =

0 　
9f1

9Y2 (t)
　

9f1

9Y3 (t)
　

9f1

9Y4 (t)

9f2

9Y1 (t)
　0 　

9f2

9Y3 (t)
　

9f2

9Y4 (t)

9f3

9Y1 (t)
　

9f3

9Y2 (t)
　0 　

9f3

9Y4 (t)

9f4

9Y1 (t)
　

9f4

9Y2 (t)
　

9f4

9Y3 (t)
　0

B (t) =

9f1

9Y1 (t - 1) 　0 　0 　0

0 　
9f2

9Y2 (t - 1) 　0 　0

0 　0 　
9f3

9Y3 (t - 1) 　0

0 　0 　0 　
9f4

9Y4 (t - 1)

　　　C(t) =

9f1

9X1 (t)
　0 　0 　0

0 　
9f2

9X2 (t)
　0 　0

0 　0 　
9f3

9X3 (t)
　0

0 　0 　0 　
9f4

9X4 (t)

由 (2 - 3)式 ,若 I - A(t)非奇异 ,则可推得 :
dU(t)

dt
= (1 - A(t) ) - 1B (t)

dU(t - 1)
dt

+ (1 - A(t) ) - 1C(t)
dV(t)

dt
(2 - 4)

令 M(t) = (1 - A(t) ) - 1B (t) ,N(t) = (1 - A(t) ) - 1C(t)

则 (2 - 4)又可以表示成 :
dU(t)

dt
= M(t)

dU(t - 1)
dt

+ N(t)
dV(t)

dt
(2 - 5)

从 (2 - 5)式可以看出 ,目标 Ek (k = 1 ,2 ,3 ,4) 在 t 时段的发展水平的增量取决于目标之间的关联参数 M
(t) 、N(t)以及原有水平和外部环境的作用程度。

企业生态质量管理目标 Ek (k = 1 ,2 ,3 ,4)持续发展及相互协调程度如下 : ①根据 (2 - 3)式 ,若 A(t)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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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过渡期我国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的竞争力研究
武汉大学商学院 　周 　伟 　华中师范大学 　王 　强

[摘要 ] 我国已进入 WTO 后过渡期。在后过渡期我国 FDI企业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国际
竞争进一步加剧。在这一关键时期 ,研究我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在分
析了后过渡期加强我国企业技术寻求型 FDI 的必要性的基础上 ,构建了我国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的竞争力
衡量指标。同时 ,探讨了后过渡期提升我国技术寻求型 FDI企业竞争力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 ] 后过渡期 　技术寻求型 FDI　企业竞争力

我国加入 WTO 已经三年了 ,这三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部分企业以寻求相
关先进技术为目的 ,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提升了我国企业的技术实力 ,对缩短我国企业与先进国家企业
的技术差距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 ,距我国承诺的最晚开放时间还剩下三年 ,我国已经迈入了入世
“后过渡期”。后过渡期我国企业将面临国际国内环境的新变化 ,在这种新形势下 ,如何提升我国技术寻求型
FDI企业的竞争力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寻求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题。

一、进入后过渡期 ,我国 FDI企业所处国际国内环境的突出特点
1、我国进入贸易摩擦多发期。据海关统计 ,2004 年 1 月 —11 月 ,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10383. 8 亿美元 ,同

比增加 36. 5 % ,我国将逐渐成为第三大贸易国 ,贸易顺差约 208.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5. 7 %。由于对外贸易的
快速增长 ,我国进入了贸易摩擦多发期 ,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灾区 ,并连续 9 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
调查最多的国家。自从加入 WTO 到 2004 年 11 月 ,国外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137 起 ,涉案金额约 35 亿美
元。其中涉案金额超过 1 亿美元的个案 6 起 ,4 起由美国发起 ,2 起由欧盟发起。同时 ,国外对我国反倾销的
行业和产品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到 2004 年 11 月为止 ,国外共对我国约 4000 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 ,包括
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等多个行业。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和自然资
源的低成本优势 ,而贸易中反倾销案的频繁发生 ,将不利于我国企业在后过渡期以对外贸易的形式进入国际
市场。

2、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WTO 协议的实施在我国已经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点。全球关税、非
关税等贸易壁垒进一步降低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各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经营限制进一步减少 ,企业间特别是
跨国公司间的竞争将会日益激烈 ,部分行业甚至出现垄断经营。各国企业的竞争将有别于以往的价格竞争
而更多的集中在技术层面 ,技术将成为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有力武器。而且技术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由于其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研制周期长和研发费用高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而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难模仿性 ,这
些特点为技术领先企业在市场上奠定了领导地位。这将是我国企业在后过渡期必须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

3、高端国际品牌全面“反扑”。一权威市场监测机构和《成功营销》杂志共同举办的“2004 年中国最具竞
争力的品牌调查”结果显示 ,除垄断行业 (银行、保险)外 ,包括家电/ IT、日化、服装纺织等行业中 ,竞争力排名
第一的品牌大部分属于国外跨国公司。而在一年前的调查中 ,本土品牌占据了大部分榜首。可见 ,在我国这
个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上 ,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品牌深入民心 ,夺走了高端消费品市场 ,一部分知名品牌甚至
已开始向二三线市场渗透。后过渡期 ,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如何在高手云集的市场上打造我国的高端
品牌 ,提升我国企业的品牌附加值是后过渡期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则 t 时段的目标 Ek (k = 1 ,2 ,3 ,4)之间是协调的 ;若 A(t)中出现非正元素 ,则称目标 Ek (k = 1 ,2 ,3 ,4) 之间是不
协调的 ;若 B (t) > 0 ,则在 t 时段的目标{Ek}是可能实现的 ;若 C(t) > 0 ,则称企业与外部环境是协调的。②根

据 (2 - 5)式 ,若dU(t)
dt

> 0 ,并且在 t 时段内目标{Ek}的总体水平 Yk (t)达到最优或某一给定的目标值 Y3 (t) ,则

称目标{Ek}相互之间是协调发展的 ;若dU(t)
dt

中既存在正分量又存在负分量 ,则称企业生态质量有缺陷 ,目标

Ek (k = 1 ,2 ,3 ,4)之间是不协调的 ;若dU(t)
dt

中全部为负分量 ,则称目标{Ek}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目标 Ek (k = 1 ,

2 ,3 ,4)之间是不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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