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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税收是国家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学术界探

讨的热点话题。通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关于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存在

挤出效应、倒逼效应、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它们共同作用决定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

从影响效果上看，存在负向抑制作用、正向促进作用、非线性关系三种不同的观点。绿色税制对企业技

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产权性质、所处地区、规模、行业和融资约束等因素的差异均会对绿色

税收的技术创新效应产生影响，同时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为了优化我国绿色税收制度，提升我国企业

技术创新水平，应健全我国绿色税制、树立企业“绿色”生产意识并制定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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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taxation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government to regula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through tax policies. The impact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A review of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shows that there are four mechan-
isms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rowding-out effect, anti-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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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compensation effec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 which together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impact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gative inhibition, positive promotion, 
and nonlinear relationship. The impact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lso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property rights, location, scale, industry,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 addition, there is also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order to optimize 
China’s green tax system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ese enterprises, 
we should improve China’s green tax system, establish a “green” production awareness among 
enterprises, and formulat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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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此，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可持

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税收是一种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节能减排与保护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自 2018 年 1 月 1 日由“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环境保护税为主体，以

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为补充的绿色税收体系。从长期

来看，政府政策对技术变革过程的影响是环保工作成败的关键[1]。绿色税制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型的环境

规制政策，能否激励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创新红利，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水平的影响到底如何，是值

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 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与其他环境规制工具相比，作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绿色税制，可以更加有效的使企业在生

产活动中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性费用内生化[2]。同时，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价格的手段，调整更加灵活，

进而更有效地激励企业行为[3]。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四种途径： 
一是挤出效应。当面对一定的绿色税负时，企业会把资金用来进行环境治理以减少相应税款的支出，

而企业的资金是有限的，迫于短期业绩压力，短期内企业会倾向于把剩下的流动资金用于投资短期项目，

从而“挤占”了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绿色税收增加企业的税负和经营成本[4]，企业会将税负转

移至消费者，增加相关产品的价格[5]。但随着绿色税负的增加，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会引起消费者需求

量的不断下降，因此企业会根据需求量减少产量，最终进一步降低对产品的创新投入。 
二是倒逼效应。随着我国绿色税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绿色税税率的不断提高，企业面临着越

来越高的绿色税负，这种长期的高税负的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进行绿色创新，以降低环境污染并缓解长

期过高的绿色税负给企业带来的压力。这种倒逼效应，促使企业积极探索和开发绿色技术，并将其应用

于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是补偿效应。波特假说[6]认为绿色税收能够产生创新补偿。具体来说，绿色税收导致企业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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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与此同时为了减少这部分成本，企业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这些创新包括开发新型环保产品、

将非环保型工艺改进为环保工艺等。通过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企业能够弥补因绿色税收而导致的部

分损失。这种补偿效应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整个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 
四是替代效应。绿色税制的实施可能会使政府对不同产品按不同的征收标准征税，从而引起企业的

生产与投资相关决策。绿色税制会提高一些污染型产品的税负，减少或者不征收环保型产品的税收，政

府甚至会对生产环保型产品给予补贴，生产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为了节省成本，就会降低污染商品的产

量，而提高其它环保商品的产量。所以企业会进行创新活动，淘汰落后产能，研发更多的环保型产品。 
综上所述，绿色税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企业绿色税收的挤出效应会抑制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绿色税收的倒逼效应、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企业的技术创

新。如图 1 所示，这四种效应共同作用于绿色税收，但其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总而言之，绿色税

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到底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由挤出效应、倒逼效应、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

决定。在实际操作中，政府需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税收公平性、社会经济影响等，以实现绿色税收的

最佳效果。此外，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以推动企业

的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Figure 1. The mechanism of green taxation affecting enterpris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图 1. 绿色税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3. 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未形成一致结论。绿色税收能否激励中国企业技术

创新、产生创新红利，截止到当前学者们主要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负向抑制作用、正向促进作用、

非线性关系。 

3.1. 负向抑制作用 

持“抑制效应”观点的学者主要考虑到绿色税收对企业的成本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绿色税制等

环境规制工具使得企业成本负担加重，从而阻碍企业的创新意愿，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后期

Wagnerg [7]、Stucki [8]等外国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该观点。在我国，一些学者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汤凤林等人指出环保税导致企业排污成本、环保成本、污染检测和处置成本增加，纳税申报难度加大，

这会挤出企业技术创新的资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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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正向促进作用 

绿色税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初由 Porter 提出，他认为绿色税制等环境规制工具具有创新

补偿效应，可以促使企业积极地采取创新行为，其创新效益将改进企业的环保工艺，进一步提升生产力，

从而弥补由污染治理带来的成本并且提高市场竞争力[10]。基于“波特假说”，国外学者根据各国实际情

况展开了大量的研究，Jaffe [11]、Horbach [12]和 Lasinio [13]分别对美国、丹麦和欧盟的制造业企业展开

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都支持了“波特假说”。我国学者大多也支持绿色税制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这

一结论。褚嘉伟等人认为环保税会增加企业税收负担，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14]。崔也光等人基于自主研发无形资产视角，创新地采用无形资产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水平，认为环境保护税能够激励企业提升自主技术创新水平[15]。 

3.3. 非线性关系 

许多学者研究指出绿色税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非线性关系，他们的实证检验结果主要包括四种：

倒“U”型关系、“U”型关系、门槛效应、滞后性，但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绿色税收对技术创新存在其他

的非线性关系。 
(1) 倒“U”型关系 
所谓倒“U”型关系是指当环境税处在较低水平时，随着环境税的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不断

的提高，但当环境税达到某一固定值后，技术创新水平会随着环境税的继续增加而下降。贺娜等人通过

构建动态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认为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 U”型[16]。 
(2) “U”型关系 
所谓“U”型关系是指当环境税较低时，环境税的增加会对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但

待环境税达到某一水平后，技术创新水平会随着环境税的继续增加而提高。甄美荣等人认为环境税与企

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U”型关系，与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仅当环境税负处于 2.201~11.291
时，才能同时激发工艺和产品技术创新。高水平的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会加强正向作用，影响“U 型”，

“倒 U 型”拐点的出现[17]。 
(3) 门槛效应 
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是指环境税存在一个或多个门槛值，只有当环境税达到门槛值时，

环境税才能起到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于连超等人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存在

门槛效应，他们通过门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门槛值为 17.25 [18]。郭进则认为存在双门槛，人均排污费

解缴入库金额 12.4392 元为门槛值一，14.2071 元为门槛值二，在位于一、二两个门槛值形成的区间内时，

环境税虽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正相关，但不显著，只有超过第二道门槛二者才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9]。 
(4) 滞后性 
环境税的滞后性是指当期的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当期

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效应在下一期，甚至下下期才能够明显显露出来。朱媛媛研究发现环境税

征收后，滞后一期的正向绿色创新效应强于当期的效果[20]。于连超等人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当前环境税促进企业在下期和下下期更多地开展绿色创新活动[21]。张娟等人却

注意到在环境税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U 型”关系中，滞后一期的环境税带来更显著的影响[22]。 
(5) 其他非线性关系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存在其他非线性关系。田翠香利用斯塔克伯

格主从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递增、递减，而是呈非单调变

化，只有在环境税税率大于边际减排成本时，环境税才可能激励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23]。刘海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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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古诺双寡模型研究发现当企业边际收益相对产量的弹性大于减排成本在边际成本中的比例时，

环境税能够激发绿色技术创新[24]。余东华等人还提出了“倒 N 型”关系，他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区

间一内环境税具有挤出效应，在区间二内成本的上升会倒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而在区间三内环境税负

过高而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从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25]。 

4. 影响绿色税收技术创新效应的因素 

4.1. 企业异质性 

产权性质、所处地区、规模、行业和融资约束等因素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绿色税收对企业技

术创新所产生的作用。第一，产权性质差异。于连超等人指出相比于民营企业，环境税更能显著驱动国

有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以此来减轻税负压力[21]。而斐斐等人研究认为私营企业较国有企业而言面临

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力，创新投入也会更大[26]。第二，所处地区差异。张倩在考察经

济发展特征对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差异时发现包括环境税在内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中部地区，环境税能够积极的影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在西部地区，

环境税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而对于东部地区，环境税的创新激励效果不明

显[27]。第三，企业规模差异。温湖炜等人通过倍差法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与

企业的规模有一定的关系，对大中型企业而言，环境保护税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小型企业

则促进作用不明显[28]。第四，行业差异。李远慧等人将工业企业按照污染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污

染行业，环境保护税能够推动轻度和中度污染行业企业进行绿色发明和实用新型创新；对于重污染行业，

环境保护税仅推动了其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产出[29]。第五，融资约束差异。于连超等人认为环境税能够显

著提高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21]。 

4.2. 空间溢出效应 

随着绿色税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研究的深入，逐渐有学者发现绿色税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空

间溢出效应。李香菊等认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相邻区域企业的绿色技术

创新程度与本辖区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呈正相关，但区域竞争将减弱该效应[16]。金刚等通过构建 SLX
模型认为经济相邻地区竞相向上的环境策略促进了技术创新，缓解了污染产业的跨区转移，认为制定有

效引导地区溢出效应的环境政策有利于实现减排与创新双重目标[30]。杨晓妹等人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

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而且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

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传导路径[31]。 

5. 绿色税制优化建议 

通过对绿色税收的技术创新效应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绿色税制以提升企业技术

创新水平，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学者们提出了以下优化建议： 

5.1. 建立健全我国绿色税制 

首先，我国目前绿色税制结构较为简单，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绿色税收制度，完善我国的

绿色税制体系，实施其他绿色税种，例如机动车税、机动车燃油税和气候变化税等。同时协调各绿色税

种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绿色税收制度达到最优[21]。其次，当前我国绿色税体系整体税率较低，环境税对

大约 90%的工业上市企业不能明显的起到推动其创新投入的作用[18]。所以我国应当逐渐提高绿色税率，

“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32]，但同时要注意税率的增长幅度，过高的税率反而会抑制企业开展创

新活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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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树立企业“绿色”生产意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绿色化、低碳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绿色发展关系着我国发

展全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企业必然要跟随国家发展脚步，在企业内部树立绿色创新的意识，

升级生产理念[34]，调整企业经营战略[35]，以生产环保型产品为主，创新绿色工艺技术，在顺应国家发

展趋势的同时，不断的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5.3. 制定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 

绿色税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企业异质性，只有在国有企业、中西部企业、大中型企业、

轻中度污染行业企业和低融资约束企业中，征收环境税才能能够显著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产权性质、

所处地区、规模、行业和融资约束的差异，使绿色税制难以有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企业的最大价

值[20]。所以企业应当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减轻企业异质性所带来的创新抑制作用。例如针对不同差

异制定相应的税收协助和政策支持，同时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征收标准[36]。 

6. 结论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绿色税收的技术创新效应相关问题的研究非常广泛且深入，且研究成果丰硕。

绿色税收通过挤出效应、倒逼效应、补偿效应和替代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这四种效应共同决

定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关于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的研究，

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呈现差异，但基本上可以归类为

三类，除了负向抑制作用、正向促进作用，还包括倒“U”型、“U”型和“倒 N 型”等非线性关系。可

见，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到底如何，尚未形成定论。但通过分析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发

现，近几年我国学者大多支持“促进”、“U”型等观点，认为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积极

影响，当满足了某种条件，或者当绿色税收达到了某个值，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才能起到促进作用。

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还存在着企业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因素也会影响绿色税收对企业

技术创新所产生的作用。总的来说，绿色税收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节能减排、改善环境，更在于在一定

的条件下它能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产生创新红利。但由于我国绿色税收制度实施期间较短，目前尚未完

全成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仍需进一步完善。绿色税制作为一种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工

具，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和效果是学者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然而，由于我国绿色税收制度

还不够完善，这些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结合我国

的基本国情和实际情况，深入探讨绿色税收如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并为企业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以

推动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实现环境与经济共赢。 

参考文献 
[1] Jaffe, A.B. and Palmer, K. (1997)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 Review of Econom-

ics & Statistics, 79, 610-619.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97557196 
[2] 陈工, 邓逸群. 我国环境税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个体异质性 OLG 模型[J]. 当代财经, 2015(8): 26-36.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15.08.003  
[3] 杨志银. 环境保护费改税对贵州经济发展的预期效应及方案选择[J]. 贵州社会科学, 2016(9): 155-161.  

https://doi.org/10.13713/j.cnki.cssci.2016.09.025  
[4] Fullerton, D. and Muedlegger, E. (2017) Who Bears the Economic Cos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Review of En-

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13, 62-82. https://doi.org/10.1093/reep/rey023 
[5] 卢洪友, 朱耘婵. 我国环境税费政策效应分析——基于“三重红利”假设的检验[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17, 17(4): 9-26. https://doi.org/10.16493/j.cnki.42-1627/c.2017.04.002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1008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97557196
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15.08.003
https://doi.org/10.13713/j.cnki.cssci.2016.09.025
https://doi.org/10.1093/reep/rey023
https://doi.org/10.16493/j.cnki.42-1627/c.2017.04.002


任玥 
 

 

DOI: 10.12677/fin.2024.141008 61 金融 
 

[6] Porter, M.E. (1991) America’s Green Strategy. Scientific American, 264, 168.  
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491-168 

[7] Wagner, M. (200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Patent-
ing: Evidence from German Manufacturing Firms. Research Policy, 36, 1587-1602.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7.08.004 

[8] Stucki, T., Woerter, M., Arvanitis, S., et al. (2018) How Different Policy Instruments Affect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A Differentiated Perspective. Energy Policy, 114, 245-261.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11.049 

[9] 汤凤林, 赵攸. 环保税开征对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 财会月刊, 2018(19): 172-176.  
https://doi.org/10.19641/j.cnki.42-1290/f.2018.19.027  

[10] Porter, M.E. and Linde, C. (1995)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97-118. https://doi.org/10.1257/jep.9.4.97 

[11] Jaffe, A.B. and Palmer, J.K. (1997)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A Panel Data Study. Review of Eco-
nomics and Statistics, 79, 610-619.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97557196 

[12] Horbach, J. (2008)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New Evidence from German Panel Data Sources. Re-
search Policy, 37, 163-173.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7.08.006 

[13] Lasinio, C.J. (2016)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EU. Global Economy Journal, 16, 
615-635. https://doi.org/10.1515/gej-2015-0060 

[14] 褚嘉伟. 浅谈环境保护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上海市为例[J]. 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9, 22(22): 141-142. 

[15] 崔也光, 鹿瑶, 王京. 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影响[J]. 税务研究, 2021(7): 60-65. 

[16] 李香菊, 贺娜. 地区竞争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9): 73-81.  

[17] 甄美荣, 江晓壮.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质量和绿色购买的调节效应[J]. 大连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2(4): 26-36. 

[18] 于连超, 张卫国, 毕茜. 环境税的创新效应研究[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4(7): 78-90.  
https://doi.org/10.16537/j.cnki.jynufe.000336  

[19] 郭进.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波特效应”的中国证据[J]. 财贸经济, 2019, 40(3): 147-160. 

[20] 朱媛媛. 环境税开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南昌航空大学, 2018. 

[21] 于连超, 张卫国, 毕茜. 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 34(2): 79-90. 

[22] 张娟, 耿弘, 徐功文, 等.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1): 168-176. 

[23] 田翠香. 环境税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从博弈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20(9): 95-104.  
https://doi.org/10.19654/j.cnki.cjwtyj.2020.09.011  

[24] 刘海英, 郭文琪. 环境税与研发补贴政策组合的绿色技术创新诱导效应[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 194-202. 

[25] 余东华, 崔岩. 双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J]. 财贸研究, 2019, 30(7): 15-24.  
https://doi.org/10.19337/j.cnki.34-1093/f.2019.07.002  

[26] 芈斐斐, 张自力. 环境税促进了企业创新成果吗?——来自中国企业专利数据的实证研究[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20(6): 80-90. 

[27] 张倩.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J]. 工业技术经

济, 2015, 34(7): 10-18. 

[28] 温湖炜, 钟启明. 环境保护税改革能否撬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排污费征收标准变迁的启示[J]. 贵
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0(3): 91-100. 

[29] 李远慧, 李沛垚.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沪深 A 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J]. 税务

研究, 2022(11): 52-58. https://doi.org/10.19376/j.cnki.cn11-1011/f.2022.11.023  

[30] 金刚, 沈坤荣. 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J]. 管理世界, 2018, 34(12): 
43-5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18.12.005  

[31] 杨晓妹, 庞倩男, 王有兴.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J]. 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3, 33(1): 50-60. 

[32] 廖果平, 王超. 环境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J]. 财会通讯, 2022(10): 54-59.  
https://doi.org/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2.10.026  

[33] 刘亦文, 邓楠, 周睿萱.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J]. 金融经济, 2023(6): 17-31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1008
https://doi.org/10.1038/scientificamerican0491-168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7.08.004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17.11.049
https://doi.org/10.19641/j.cnki.42-1290/f.2018.19.027
https://doi.org/10.1257/jep.9.4.97
https://doi.org/10.1162/003465397557196
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07.08.006
https://doi.org/10.1515/gej-2015-0060
https://doi.org/10.16537/j.cnki.jynufe.000336
https://doi.org/10.19654/j.cnki.cjwtyj.2020.09.011
https://doi.org/10.19337/j.cnki.34-1093/f.2019.07.002
https://doi.org/10.19376/j.cnki.cn11-1011/f.2022.11.02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502.2018.12.005
https://doi.org/10.16144/j.cnki.issn1002-8072.2022.10.026


任玥 
 

 

DOI: 10.12677/fin.2024.141008 62 金融 
 

[34] 苏利平, 刘淼. 环境税视角下煤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评价研究[J]. 商业会计, 2021(17): 62-65. 

[35] 许丹丹, 上官鸣. 环境税征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排污费改税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 现代

管理科学, 2022(2): 98-107. 

[36] 李晓红, 金正贤.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 A 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J]. 经济

问题, 2023(1): 61-69. https://doi.org/10.16011/j.cnki.jjwt.2023.01.010 

https://doi.org/10.12677/fin.2024.141008
https://doi.org/10.16011/j.cnki.jjwt.2023.01.010

	绿色税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综述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Review of Influence of Green Taxation on Enterprise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
	3. 绿色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3.1. 负向抑制作用
	3.2. 正向促进作用
	3.3. 非线性关系

	4. 影响绿色税收技术创新效应的因素
	4.1. 企业异质性
	4.2. 空间溢出效应

	5. 绿色税制优化建议
	5.1. 建立健全我国绿色税制
	5.2. 树立企业“绿色”生产意识
	5.3. 制定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