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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乡镇企业的兴起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但也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使其负面影

响甚至超过了正面贡献。在建设新农村的大形势下 ,企业必须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处理好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与

保护农村环境的关系 ,致力于农村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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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 ,乡镇企业在农村大地蓬勃兴起 ,

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壮丽景观 ,它们为农村

社会注入了活力 ,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成为我

国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替

代的重要力量。但是 ,乡镇企业小而散的生产经营

模式 ,使农村在享受经济上富足的同时 ,也承受了环

境污染的沉重代价 ,工业污水肆意排放 ,烟尘滚滚排

向空中 ,固体废物占用农田、堵塞河道、随处焚烧 ,曾

经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鸟语花香的乡间原野如今已

是面目全非 ,比如由于大量水资源被乡镇企业所污

染 ,使河水由清变浊 ,以致于出现了“江南水乡”缺水

喝的怪现象。让我们看这样一组令人不快的数据 :

全国乡镇企业工业废水处理量占其废水排放总量的

4011 % ,比县及县以上工业废水处理率低 36 个百分

点 ,制造业单位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为城市水平的

2155 倍 ;燃料燃烧废气的消烟除尘率为 26 % ,比县

及县以上工业低 6317 个百分点 ;生产工艺废气净化

处理率为 2719 % ,比县及县以上工业低 4219 个百

分点 ;锅炉烟尘排放达标率为 3513 % ,比县及县以

上工业低 4217 个百分点 ;工业窑炉的烟尘排放达标

率为 516 % ,比县及县以上工业低 4817 个百分点。

目前 ,工业“三废”对农业和农村环境的污染正由局

部向整体蔓延 ,2000 年全国因厂矿企业废弃物堆存

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超过 200 万亩 ,800 万亩以

上的耕地遭受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 ,仅淮河流域农

田因大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就达 1177 亿 ,全国农民被

迫用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占总面积的 713 % ,比上

世纪 80 年代增长 116 倍。从排污的企业规模上看 ,

不只制革、化工、电镀、造纸、冶炼、水泥等“十五”小

以及新“五小”企业 ,诸多规模大、效益好从而完全有

能力和实力做到达标排放的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

在扩大规模的过程中也严重忽视污染治理 ,正常生

产时擅自停运污染治理设施 ,违法排污 ,比如浙江某

药业公司 ,是一家上市企业 ,作为当地纳税大户 ,也

是排污大户 ,据对其附近村庄的村民癌症发病死亡

率进行的三次统计 ,1991 年至 1995 年癌症死亡率

为 20 % ,1996 至 2000 年为 3412 % ,而 2001 至 2005

年高达 5516 % ;气管炎死亡率也分别从 1991 年至

1995 年的 6 %上升到 1996 年至 2000 年的 1015 %

和 2001 年至 2005 年的 1211 %。这是更为严重的

问题 ,表明企业在对农村大气、水域、土地、农作物严

重污染的同时 ,有害物质通过能量转移和食物链对

农村人力资源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

说 ,乡镇企业的外部不经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

源浪费 ,已使其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贡献。

企业外部成本的转嫁使农业发展环境日趋恶

劣 ,农民和农村不得不付出额外的成本 ,而这些成本

本应由致污者 ———企业来承担。我们考察农村致污

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比如民众环保意识的淡漠 ,

市场的需求 ,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等等 ,但是 ,从企

业的角度来看 ,毫无疑问 ,主要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 ,

乡镇企业在发展的起步阶段 ,大多采取掠夺性的技

术策略 ,在技术装备上受资金短缺的制约 ,只能利用

能耗高、工艺落后、原材料浪费大并已被城市工业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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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的落后设备 ,在技术水平上受劳动力素质低的制

约 ,只能采用简单、粗放、劳动强度大的生产技术 ,在

产业选择上受自身条件的制约 ,只能选择城市和发

达国家不愿生产、污染严重、治理成本高的产业 ,以

牺牲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利润的

增长。其二 ,企业治理环境污染需要付出较高的成

本 ,这些成本直接打入企业的生产成本 ,势必降低其

利润 ,损害其短期利益 ;反之 ,则可减少成本 ,增加利

润。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往往铤而走险 ,冒着

被罚甚至犯罪的危险 ,置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于不

顾 ,想方设法减少治污投入或者根本不投入 ,达到将

企业的“私人成本”转嫁给社会承担的目的。而实际

上 ,由于污染企业多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 ,

再加上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行为 ,企业逃避环保

监测也相当的容易。结果 ,企业生产的外部不经济

必然地引起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 ,高污染乡镇企

业的生产水平常常高于社会所要求的最优水平。

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村生态环境 ,每一个企业在

无休止的从中索取财富的同时都应深刻反思自己的

行动 ,都应当扪心自问 :是否尽到了对环境保护应尽

的社会责任 ? 企业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农村自然环

境的破坏最主要就是源自于企业不负责任的生产活

动 ,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生产的老路 ,即高开采、高消

耗、高排放、低利用的先性发展模式 ,不从根本上缓

解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与农村环境保护的矛盾 ,资

源将难以为继 ,环境会不堪重负 ,极大地影响我国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 ,严重制约农

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 ,进而直接危及新农村建设

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 ,企业切实承担

起对农村社会的环保责任 ,顺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

走生态型道路已是刻不容缓。

1 　要树立环保理念加强环保自律

思想指导行动 ,企业只有从根本上树立绿色理

念 ,增强环保意识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变过去对环

保问题的消极回避为积极合作 ,变长期对农民生存

状态的冷冷漠视为深深关怀 ,并不再把治污视为企

业的负担 ,而作为节能降耗、开拓市场、实现长远发

展的前瞻性投资 ,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企业必须

深刻地认识到 ,企业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应该是和

谐共生的 ,在现代社会 ,企业已不只是“经济人”,更

应是“生态人”,生产经营和管理应追求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因而 ,企业应该全面树立绿色生态文明的

发展观 ,树立环境就是资源、环境就是财富、环境就

是生产力的观念。在谋划全局、制定发展战略、确定

重大建设项目时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 ,同步考虑环境

问题 ,把环境因素纳入企业决策系统 ,改变以往单纯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唯一效益目标 ,倡导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并重的绿色效益观 ,不但要为满足人类需

求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

而且要依托绿色技术开发绿色产品 ,在生产和消费

的整个过程中 ,不断地将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资源

的损耗减少到农村发展可以承受的程度 ,努力实现

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企业全员都应使

“环保、生态、绿色”的理念深入人心 ,共同致力于经

济目标与环保目标的融合 ,企业家要以身作则 ,研究

生态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以有着高度社会责

任的企业家精神 ,制定企业的生态管理和经营战略 ;

技术人员要不断学习新的环保技术 ,不断提高自己

的环境知识和技能 ,在设计和制造上减少或消除污

染 ;一线员工要培育“绿色产品”、“生态操作”的意

识 ,自觉把好环保关。这样 ,企业就能形成共同的

“生态愿景”,主动加强环保自律 ,比以往更多地承担

起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的神圣责任。

2 　要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

我国乡镇企业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秉

承“资源 - 产品 - 污染排放”的传统模式和“高开采

- 低利用 - 高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方式 ,导致资源的

利用率不高 ,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不能最终转化为

产品而成为“三废”,而在资源被浪费的同时 ,我国的

资源相对于 13 亿人而言 ,无疑又是稀缺的。在现阶

段 ,必须实施清洁生产 ,提高资源利用率 ,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农村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清洁生

产 ,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 ,是指将综合预防

的环境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 ,以便减

少对人类和环境的危险性。对生产过程而言 ,清洁

生产包括节约资源和能源 ,淘汰有毒原材料 ,并在全

部排放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 ,减少其数量和毒性 ;对

产品而言 ,清洁生产策略旨在减少产品在整个生产

周期过程 (包括原材料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置)中对

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清洁生产着眼于污染物的

全程控制和预防 ,比传统生产方式更注重源头治理 ,

是污染控制方式的一种划时代变革。它也是一个相

对动态的概念 ,是相对现有生产工艺和产品而言的 ,

其本身要随科技进步不断的提高和完善。企业实施

清洁生产要贯彻两个全过程控制 :一是产品生命周

期全过程控制 ,即从原材料加工、提炼到产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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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报废处置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采取必要的

清洁方案 ,以实施物质生产、消费污染的预防控制 ;

二是生产的全过程 ,即从产品的开发、规划、设计、建

设到生产管理的全过程 ,都必须采取必要的清洁方

案 ,以实施防止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污染的控制。

循环经济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追求 ,是实现资源、

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新形式 ,需要实现经济增长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

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根本转变。一方面 ,企业应大

力发展内部的循环经济 ,按照循环经济的 3R (Reuse

、Remanufact ure、Recycle)基本原则实施生产 ,实现

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产品的再使用 ,废弃物的“资

源”化 ,促进资源的高效反复利用 ,最大限度地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 ,要在企业之间建立利益

共享的循环经济 ,一个企业的废弃物可以作为另一

个企业的生产原材料 ,实现企业之间的废弃物循环

利用 ,从而实现污染综合治理 ,化害为利 ,变废为宝 ,

以提高经济效益 ,减少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排放 ,创造

良性的社会财富。

3 　要开展绿色营销倡导绿色服务

所谓绿色营销 ,是指以常规营销为基础 ,强调把

消费需求与企业利益及环保利益有机统一起来 ,是

一种较高级的社会营销。其主要内容是搜集绿色信

息 ,开发绿色产品 ,设计绿色包装 ,制定绿色价格 ,建

立绿色销售渠道以及开展绿色销售等。在当前

ISO14000 环境管理新体系日趋普遍的新形势下 ,乡

镇企业必须尽快抛弃陈旧、保守的传统营销观念 ,接

受新的绿色营销思想 ,正确认识和对待绿色营销 ,努

力把绿色营销观念融入企业文化当中 ,这既是保护

农村环境的迫切需要 ,也是保护企业市场竞争力的

需要。绿色营销观念要求企业寓环保意识于经营决

策之中 ,在开展营销时 ,不仅要考虑企业利益、消费

者利益 ,更要考虑公共利益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要

开发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经营活动 ,切实把环

境保护贯穿于产品的开发、设计、制造、包装、使用以

及服务各项环节中。企业不但开发和经营的是符合

ISO14000 认证标准要求的绿色产品 ,比如能效标识

产品、节能节水认证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等 ,而且要

积极推进绿色服务。一方面 ,积极推销绿色产品 ,搞

好绿色维修等售后服务 ;另一方面 ,积极开展绿色咨

询服务活动 ,大力倡导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

消费方式 ,以及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激励每个消费

者自觉地节能、节水和搞好垃圾分类回收等 ,并直接

促进农民消费者在用能用水和垃圾处理方式等方面

的观念转变 ,从而使企业不仅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

基础上获得红利 ,而且达到企业与农村 ,经济利益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

4 　要推行绿色会计确认环境损益

绿色 GDP 在经过多年的论证以后 ,终于在千呼

万唤中浮出水面 ,这无疑是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一

项划时代变革。这是国家宏观层面的绿色核算 ,具

体到微观的乡镇企业 ,我国《乡镇企业法》规定“乡镇

企业建设项目中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 ,必须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其中的“评价”如何量化值

得研究 ,但作为以企业经济活动为核算 (或称确认与

计量)对象的会计工作 ,无疑能够从量上反映企业在

环境保护方面的利益与责任。乡镇企业实施清洁生

产 ,推行绿色营销 ,都要求企业充分估计环保成本和

费用 ,预提环保负债和测算环保损益 ,也即进行绿色

核算 (虽然新近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已把会计核算

改称为会计确认与计量 ,但为表述上的方便 ,我们在

此还是称之为核算) 。结合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会

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 ,企业的绿色核算应侧重于负

债和费用 ,反映企业因生产耗用或损害自然资源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相应的环保支出。企业使用自然

资源作为制造产品的直接材料 ,如直接使用农村河

水、地下水、湖水生产产品的企业 ,应将资源的耗用

同时作为生产成本和环境负债。对于因生产排污而

污染自然资源和环境 ,企业应充分考虑和分析生产

经营过程中可能给环境带来的损害 ,预提环保专用

治污基金和预计可能对周围农村居民的赔偿款。在

企业提供的财务报表中 ,应充分披露企业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 ,看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

污染 ,比如因污染河水 ,对农民健康的影响 ,对水中

生物的影响等 ;企业采取了什么措施 ,又对环境保护

作出了哪些贡献等。企业应对这些信息在表外进行

必要的说明 ,以附表的形式定期呈报有关管理部门 ,

从而详细说明企业对环境的损害情况及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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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给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速度测算

的结果 ,因此 ,采用 Solow 方程应该摒弃完全竞争

的假设。这也正是 Solow 教授的得意门生 Robert

Hall 在他两篇影响较大的文章〔8 - 9〕中 ,极力反对方

程所作的完全竞争的假设 ,并用实际数据证明了其

假设的不真实性 ,但他们没有给出理论证明 ,本文从

理论上证明了 Solow 教授的方程应摒弃完全竞争

的假说。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 , Solow 方程仍有实

用性 ,而不应象周方那样将它完全否定。同时 ,需要

指出的是 ,Solow 方程正好满足了实际之中不完全

竞争条件的实际需要 ,因此 ,采用 Solow 方程所得

的结果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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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Residual Value of Solow in the Model of Economy Growth

ZHAN G Qing
( school of Management ,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 By t he analysis of premise of production function , t his article proves t he residual value , namely t he error of assumption premise of

Solow , doesn’t exist under t he condition of perfect competition market . However , t he residual value does exist in t he imperfect competition mar2

ket of real world. The residual value is inherent , and it s value range is 0 ,
1

α+β . It increases wit h t he difference between t he marginal cost (δ)

and t he price. In a narrow sense , variable A is not defined as advance of knowledge , advancement of intelligence , or productivity of all ele2
ment s , but kept close relations wit h k and L . The input of Randare influenced by t he difference between marginal cost and price resulting f rom

imperfect competition , and t herefore t he difference will affect ,α,βand economy growt h after all . To summarize , A is a dynamic variable which

affect s all orientation1

Key words :production function ; solow residual value ; economy growt h ; perfec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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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s

Social Accountabil ity

YU E So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72100 ,China)

Abstract :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2up , t he flourishing of enterprises in rural area has brought bot 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s : promoting

t he development of t he count ry and bringing seriousl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ometimes t heir negative effect s even exceed t heir positive ones.

In t he environment of establishing a new count ry , enterprises are supposed to assume t 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 to get on well wit h pursuing in2
terest s and protecting t he rural environment , and to exert t hemselves to improve t he environment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rural area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terprise ; social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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