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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逐步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

制造业企业数据，将我国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保费改税

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保费改税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二，环保

费改税通过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第三，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促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研究结果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环保税政

策提供了借鉴意义，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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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ual carbon goals”, China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its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manufac-
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5 to 2022,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ee 
tax reform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fee tax reform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y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ee to tax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econd,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ee to tax has promote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
prises by increasing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rdly,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ee to tax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
prises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high media attention,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
vid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and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policy in China,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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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党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概念以来，在可预见的发展阶段内，我国的顶层设计都牢牢跟随“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同样体现在税收领域中，近年来，税收的功能不断得到重视，通过税收来鼓励

创新行为(刘芳雄和汪一林，2023 [1])与优化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已成为大势所趋(Hu et al., 2023 [2])。而环

境保护税作为一项重要的市场经济型环境规制，通过将污染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其实我国早已于 1979 年建立起排污费制度，该制度在老污染源治理与控制新污染源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排污费制度存在强制性不足、污染物覆盖范围窄以及对企业责任重视不够等局限性(王海等，

2019 [3])，我国于 2016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后文简称《环境保护税法》)并于 2018
年正式实施，至此，排污收费制度正式改环境保护税制度(后文简称“环保费改税”)，标志着我国环境法

律的框架的进一步推进和绿色税制的重要进步。环境保护税作为税制改革中的重大创新，建立了“多排

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激励机制，通过增加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经营成本，促使这些行业进

行技术革新，实现节能减排，最终促成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环保费改税的政策效应，学术界已有诸多探索。从微观层面分析，大多文献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投资效率、技术创新、绿色转型和 ESG 表现来进行探究。例如，从经济效率层面分析，环保费改税

能够促进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廖国平和杨世航，2023 [4])，同时遵循“波特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企业技术创新力度(张安军，2022 [5])，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杨洁等，2022；曹越等，2022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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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金友良，2020 [8])。然而，遵循“成本理论”，也有研究认为，

环保费改税会使企业紧缩成本，忽视实际创新能力以及加大企业的“漂绿”行为，从而抑制企业创新能

力，反而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Wang et al., 2023 [9])。同时，从企业的社会效益角度分析，环保税法

生效后，企业会选择提高自身的环境绩效(于连超等，2023 [10])，也会基于规制压力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

(王性玉和赵辉，2022 [11])，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披露自身 ESG 表现的意愿(王琳等，2023 [12])。但也有

研究表明，短期内严格的环境税法会通过生产成本，环境监管强度与环境责任履行三种传导机制降低企

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意愿(孔东民等，2021 [13])。在此背景下，探究环境税制改革能否在企业中实现经济效

率与社会效益双赢，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重点。 
当前学术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解还存在不同观点。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生产

要素综合效率的指标，能够最直观地展现企业的经济发展，因此，较多实证研究类文章将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单一因素(张兆国等，2024；杨林和沈春蕾，2021 [14] [15])。随着认知不断深

化，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不同维度来评价企业高质量发展更为全面，例如黄速建等(2018)认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意味着企业具备产品服务一流、绩效卓越和社会价值驱动等多个特征[16]。张涛(2020)从企业创新、

绿色、开放、共享、效率、风险防控六个方面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17]。李维安等(2019)认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是以技术为基础，整合企业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向社会提供产品，关键是能否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18]。2022 年 3 月，国务院国资委设立了社会责任局，旨在推动企业践行 ESG
理念，承担社会责任。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自身的环境友好理念与社会责任意

识，并将其融入至企业高质量发展之中。因此，从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双重维度来统筹研究环保费

改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将会变得更为严谨与全面。 
基于此，本文以 2015~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双维视角出发，检验环保费改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

献：第一，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来探究环保税的政策效应，且主要考虑宏观影响和区域效应(闫浩和马

金华，2023 [19]；韩菲和闫书淇，2023 [20])。本文基于微观角度，展开对环保费改税政策效应的分析；

第二，现有文献大多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单一层面来探究环保费改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文基

于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的双维视角进行探究，更符合当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三，丰富了环

保费改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波特假说是否符合当前中国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新的经验

证据。第四，本文关注媒体的作用，从媒体角度探索政策实施的推动因素，能够为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提

供进一步依据。 

2. 理论分析与假设 

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分析，首先，遵照“外部性理论”，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排放物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从而产生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税法背后的逻辑在于将减少环境污染的费

用由社会群体合法转移至污染主体，从而达到遏制企业随意排放污染物行为的目的，因此，企业的生产

成本将因为环境税的征收而提高。一方面，由于税率提高，企业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来缴纳税款，另一

方面，由于征收环境税，企业可能通过采取购买可降解的材料、处理生产废物以及技术革新等手段来降

低污染物的排放，这便需要额外的成本。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企业原本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源被挤出，

将更多的生产成本用于支付税收或对抗污染，导致生产率下降。然而，波特假说持相反观点，税收压力

的增加能够迫使企业进行绿色转型，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发挥先动优势，优化生

产流程结构。此外，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政府部门，潜在投资者以及社会大众等企业利益相关者会根

据企业实际税负，评估企业的风险，从而考虑是否进行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为了获得利益相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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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企业需要履行自身的环境承诺，并在生态改善和产业升级营造良好形象，这可能有助于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增长。 
从企业 ESG 表现的视角分析，首先，ESG 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分别从环境、社会与内部治理三个

维度反映企业持续经营的状况。在环境税法的影响下，高污染企业可能会进行内部革新，寻求技术创新，

重组供应链关系，进行内部人事调整。他们还可能重新设计公司战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S”和“G”

因素。然而，从最直观的角度分析，环境税法明确建立起“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激励机

制，为投资环保项目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更有可能通过增强高污染企业的环境意识，提升整体的

ESG 绩效。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环保费改税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内生增长理论表明，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

的决定因素。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微观层面，技术创新能力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

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Zhao et al., 2022; Wu et al., 2022 [21] 
[22])。波特假说认为，在环境规制的压力下，提供绿色低碳产品的企业以及低排放、低耗能的企业更能

获得市场的青睐，因此，高污染企业会选择通过技术创新手段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从而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 [23])，以弥补环境保护税造成的额外

生产成本。通过技术升级加大能源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

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税法能够形成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引导企业采用清洁

工艺和生产非污染物品，当行业内普遍增强环保意识时，市场需求的匹配度提升，能够显著降低减排的

边际成本(郑琴琴和陆亚东，2018 [24])，从而可能能够促进企业 ESG 中的“E”因素，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因此，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环保费改税通过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从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促进了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5 年，我国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而我国于 2018 年 1 月 1 日颁布了《环境保护税法》，

为了保证实验的窗口期与政策实施的窗口一致，本文根据证监会 2012 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选取了 2015~2022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 2018 年 1 月 1 日颁布的《环境保护税法》

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为了验证假设，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1) 剔
除 ST 和*ST 类上市企业；(2) 剔除样本期主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企业；(3) 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对

主要研究变量进行 1%和 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最终共得到 2988 家制造企业共 14,257 个观测值的非平

衡面板数据。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与万得数据库(Wind)，企业专利数据通过各上

市企业年报进行手工收集整理，数据处理与分析利用 Stata17.0 完成。 

3.2. 变量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当前衡量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既往文献普遍按照 OP 法和 LP 法来对

TFP 进行衡量，但是 OP 法需要满足投资额和总产出始终保持单调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投资额为 0 的样

本无法被估计。LP 法则采用中间品投入指标作为代理变量，以此对 OP 法进行了改进，从而提高了代理

变量选择的灵活性。因此本文采用 LP 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计。具体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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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ln ln lnit it it it itY L K Mα β γ ε= + + +                             (1) 

根据既往研究，本文选择营业收入作为的代理变量，选择员工总数作为的代理变量，选择固定资产

投入作为的代理变量，选择购买商品，支付劳务的现金作为的代理变量。 
ESG 表现(ESG)。简称“环境、社会、治理”，是一种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关注的是企业的环

境、社会和治理绩效，而非财务绩效。ESG 评价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企业

社会效益的关键指标。本文借鉴高杰英(2021) [25]的研究方法，以华证 ESG 评级来衡量企业 ESG 评级，

将华证 ESG 评级从 C 到 AAA 依次赋值为 1~9，即评级为 C 时，ESG = 1；评级为 CC 时，ESG = 2；评

级为 CCC 时，ESG = 3，以此类推。 

3.2.2. 解释变量 
i tTreat Time∗  (TT)是自变量。本文利用 DID 模型，其中是政策对象，参考孔东民(2021) [13]和金友

良(2020) [8]的研究，本文选取税负有明显提升的企业样本为实验组，税负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企业为对

照组，因此当企业所在地为税负提标的省份时，取值为 1，当企业所在地为税负平移的省份时取值为 0。
Time 为环境保护税的时间效应，当年份为 2018 年及以后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3.2.3. 控制变量 
参考既往研究，本文选取了资产负债率(Lev)、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0)、总资产回报率(ROA)、

现金流(Cashflow)、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以及托宾 Q 值(TobinQ)与固定资产(Fixed)作为控制变

量，具体测度方式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方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度方式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 ln (LP 法测度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SG 评级 ESG 根据华证 ESG 评级由高到低赋值 

政策变量 
时间虚拟变量 Time 年份为 2018 年及以后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分组虚拟变量 Treat 企业所在地为税负提标的省份时，取值为 1， 
企业所在地为税负平移的省份时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资产/总负债 

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 Top10 ln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总资产回报率 ROA 期末净利润/期末总资产 

现金流 Cashflow 经营活动的现金流/总资产 

企业规模 Size ln (员工总人数) 

企业年龄 Age ln (当前年份 − 成立年份 + 1) 

托宾 Q 值 TobinQ 企业市价/企业的重置成本 

固定资产 Fixed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3.3.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0 1it i t it i t itHQD Treat Time Xβ β ρ η θ ε=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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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HQD 代表企业高质量发展， i 表示公司个体， t 表示时间， X 表示各种控制变量， itε 表

示随机扰动项。 iη 、 tθ 分别是公司的个体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本文重点关注交互项(TT)的回归系

数 1β ，其揭示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在《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前后的变化，

用以识别《环境保护税法》的政策效应。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下表 2 报告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其中，对数化后的 TFP_LP 最大值为 2.400，最小值为 1.874，均

值为 2.122，表明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较大差距，ESG 的最大值为 84.34，最小值为 58.52，均

值为 73.40，表明样本中的制造业企业 ESG 表现较为良好，但由于标准差为 5.026，表明各样本之间 ESG
表现也存在较大差距。此外，各控制变量也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_LP 14,257 2.122 0.110 1.874 2.400 

ESG 14,257 73.400 5.026 58.521 84.341 

ROA 14,257 0.061 0.048 0.002 0.237 

Lev 14,257 0.376 0.175 0.060 0.780 

Cashflow 14,257 0.060 0.063 -0.103 0.251 

Size 14,257 22.20 1.167 20.121 25.803 

Top10 14,257 0.587 0.143 0.252 0.888 

Age 14,257 2.975 0.279 2.197 3.555 

TobinQ 14,257 2.206 1.388 0.864 8.719 

Fixed 14,257 0.214 0.126 0.017 0.586 

4.2.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下表 3 所示。其中，列(1)与列(2)是在未添加控制变量，仅固定个体时间效应时，被

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TFP)时，TT 的系数为 0.005，在 1%水平下显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ESG 表现

时，TT 的系数为 0.291，在 5%水平下显著；列(3)与列(4)在添加控制变量之后，被解释变量为全要素生

产率(TFP)时，TT 的系数为 0.004，在 1%水平下显著，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ESG 表现时，TT 的系数为 0.289，
在 5%水平下显著，此外，在添加控制变量之后，R-squared 的系数显著增加，说明模型拟合更好。因此，

从实证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从经济效率与 ESG 表现两个维度全面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H1 得到

了验证。 

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证实上述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4.3.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设定的前提条件是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在环境保护税开征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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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analysis 
表 3. 基准回归分析 

VARIABLES (1) 
TFP_LP 

(2) 
ESG 

(3) 
TFP_LP 

(4) 
ESG 

TT 0.005*** 0.291** 0.004*** 0.289** 

 (0.001) (0.143) (0.001) (0.141) 

ROA   0.315*** 2.485** 

   (0.008) (1.148) 

Lev   0.048*** −4.226*** 

   (0.003) (0.464) 

Size   0.055*** 1.453*** 

   (0.001) (0.127) 

Cashflow   0.049*** −1.636** 

   (0.005) (0.700) 

Top10   −0.014*** 1.828*** 

   (0.005) (0.640) 

Age   0.052*** −4.053*** 

   (0.008) (1.096) 

TobinQ   0.000* 0.030 

   (0.000) (0.040) 

FIXED   −0.122*** −1.072* 

   (0.004) (0.629) 

Constant 2.070*** 72.318*** 0.729*** 52.684*** 

 (0.004) (0.460) (0.028) (3.910) 

Observations 14,257 14,257 14,257 14,257 

R-squared 0.358 0.013 0.654 0.03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注：***p < 0.01，**p < 0.05，*p < 0.1 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有基本一致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来检验

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平行趋势假设。具体来说，将环境保护税开征之年定为基准年，将不包含政策开始前

第一年的各独立年份与Treat 的交乘项作为自变量，替换模型(2)中的自变量，进行回归，以此检验政策

平行趋势的动态效应。 
2022

0 1
2015 2018

it i t it i t it
t t

HQD Treat Time Xβ β ρ η θ ε
= ≠

= + ∗ + + + +∑
，

                  (3) 

结果如下图 1 与下图 2 所示，可见在政策实施之前，估计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在 0 处上下浮动，

说明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全要素生产率与 ESG 表现发展状况不存在显著差异，满足平行

趋势假设。从动态效应上来看，政策开始后，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因此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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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arallel Trend Chart (TFP)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图(TFP) 

 

 
Figure 2. Parallel Trend Chart (ESG)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图(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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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替换被解释变量 
除了使用 LP 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还可以使用 OP 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

此外，Blundell 和 Bond (1998)提出了应用广义矩量法来进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GMM 法) [26]，
该模型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具有两个时滞的产出变量作为工具变量，

有效地降低了内生性。本文利用 OP 法和 GMM 法重新计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替换用 LP 法计

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与此同时，本文利用 CNRDS 数据库构建的 ESG 指标，对华证 ESG 做

替代变量检验。结果如下表 4 第(1)、(2)、(3)列所示，可以发现，TT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进一步验

证了 H1。 

 
Table 4. Replacing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表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VARIABLES (1) 
TFP_OP 

(2) 
TFP_GMM 

(3) 
CESG 

TT 0.003*** 0.008*** 0.040*** 

 (0.001) (0.003) (0.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724*** 0.770*** 2.377*** 

 (0.029) (0.070) (0.388) 

Observations 14,257 14,257 14,257 

R-squared 0.645 0.512 0.422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4.3.3. 倾向得分匹配 
由于数据观察可能出现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该

方法的主要原理是对个体的多维协变量进行降维，得到唯一的综合倾向得分，并检查倾向得分是否接近，

从而得出个体特征最接近实验组的对照组。本文采用最近邻匹配(1:1)两种匹配方法对倾向得分进行匹配，

控制变量选择 ROA、Lev、Size、Cashflow、Age、Top10、TobinQ、Fixed 作为协变量，下图 3 描绘了最

近邻匹配的平衡检查结果，该匹配方法的所有协变量百分比偏差均小于 5%，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无明显

差异。运用匹配后的数据进行 PSM-DID 回归，结果如下表 5 第(1)列和第(2)列所示，可以发现，TT 的估

计系数均是显著的，进一步验证了基准模型的稳健性。 

4.3.4.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避免个体–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对于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进行

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从时间虚拟变量和分组虚拟变量中随机选取，并生成一个新的交互项，利

用该错误的交互项带入基准模型回归，得到错误变量的系数，重复上述操作 500 次。基于上述回归结果，

绘制了的估计系数核密度图，如下图 4(a)与图 4(c)所示，TT 所有的系数集中分布在 0 附近，且近似服从

正态分布；如下图 4(b)与图 4(d)所示，大部分估计值的 p 值大于 0.1，同时，本文的真实估计值 0.004 与

0.289 在安慰剂检验中明显为异常值。因此，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不太可能由个体–年份层面不可观测因

素造成波动，因此表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进一步验证了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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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Nearest neighbor match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最近邻匹配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TFP_LP 

(2) 
ESG 

TT 0.005*** 0.342* 

 (0.001) (0.2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646*** 52.902*** 

 (0.042) (5.980) 

Observations 7644 7644 

R-squared 0.669 0.034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Figure 3. Nearest neighbor match balance check results 
图 3. 最近邻匹配平衡检查结果 

4.3.5. 固定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因素 
为避免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稳健性的影响，本文继续固定行业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构建

了年份–个体–行业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下表 6 所示，T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稳

健性。 

5.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环保费改税可能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度，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实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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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 & (b) Estimated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map & saliency map (TFP); (c) & (d) Estimated coefficient kernel density 
map & saliency map (ESG) 
图 4. (a) & (b) 估计系数核密度图&显著性图(TFP)；(c) & (d) 估计系数核密度图&显著性图(ESG) 

 
Table 6. Fixed industry-level unobservable factor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固定行业层面不可观测因素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TFP_LP 

(2) 
ESG 

TT 0.004*** 0.264* 

 (0.001) (0.14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884*** 52.069*** 

 (0.032) (4.548) 

Observations 14,257 14,257 

R-squared 0.662 0.037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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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质量发展，因此，为继续探讨 H2，参照温忠麟[27]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构建如下模型： 
0 1it i t it i t itPatent Treat Time Xα α ρ η θ ε= + ∗ + + + +                       (4) 

0 1 2it i t it it i t itHQD Treat Time Patent Xγ γ γ ρ η θ ε= + ∗ + + + + +                   (5) 

技术创新作为企业重要的内生增长动力，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专利是企业创新的

成果，能够反映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28] (孔东民等，2017)，因此，为评估企业的创新能力，参考孔东

民的方法，本文采用上市制造企业当年自主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构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代

表企业当年申请专利的对数加 1。下表 7 报告了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列 TT 的系数显

著为正，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促进了企业的创新能力，第(2)列与第(3)列 TT 与 Patent 系数均显著为正，

此外，在进行 1000 次 Bootstrap 抽样检验后，偏差矫正后的 1 2*α γ 的 95%置信区间为正。因此，表明了

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存在，环保费改税通过加大企业技术创新力度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了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H2 得到了验证。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intermediary 
表 7. 技术创新作为中介的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Patent 

(2) 
TFP_LP 

(3) 
ESG 

TT 0.090*** 0.004*** 0.278** 

 (0.027) (0.001) (0.142) 

Patent  0.001** 0.130*** 

  (0.000) (0.0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3.034*** 0.736*** 53.079*** 

 (0.746) (0.028) (3.912) 

Observations 14,256 14,256 14,256 

R-squared 0.032 0.654 0.03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Bootstrap 检验  [0.0009, 0.0030] [0.0068, 0.4478] 

6. 媒体关注度的作用进一步分析 

媒体关注已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通过向企业的相关利益相关者披露信息，承担非正式的社会

监督者的责任。在整个公司运营过程中，媒体的关注会影响企业的声誉和盈利能力[29] (Qi et al.)。现如

今，社交媒体以多种方式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支持可持续的绿色实践与解决企业的“绿色清洗”。

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投资者有重要影响，通过媒体报道，能够传达出环保企业的利好信息，

提高企业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因此，借鉴潘爱玲等(2019)的研究，重要报刊财经新闻中出现该企业相关新闻的总数进行对数处理，

构造媒体关注度指标[30]。利用指标年度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媒体关注度较低和较高两组进行分组回

归，检验结果如下表 8 所示，列(1)与列(3)显示，当媒体关注度较低时，环保费改税并未促进制造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而列(2)与列(4)显示，当媒体关注度较高时，环保费改税政策均在 1%水平下显著提高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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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ESG表现水平。表明媒体关注确实发挥了正面效应，释放了环保费改税的利好信息，

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Table 8. Heterogeneous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 attention 
表 8. 媒体关注度异质性回归结果 

VARIABLES 
(1) 

媒体关注度低 
TFP_LP 

(2) 
媒体关注度高 

TFP_LP 

(3) 
媒体关注度低 

ESG 

(4) 
媒体关注度高 

ESG 

TT 0.003 0.004*** −0.231 0.639*** 

 (0.002) (0.001) (0.236) (0.2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0.670*** 0.766*** 58.375*** 42.708*** 

 (0.031) (0.037) (4.204) (3.812) 

Observations 6878 7379 6878 7379 

R-squared 0.616 0.681 0.027 0.049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体现了中国对于环境治理的决心，为了检验这一政策是否能够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

展，本文利用 2018 年《环境保护税法》的颁布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15~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

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 环保费改税促进了企业的

高质量发展，此结论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替换关键指标、安慰剂检验等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依然成立。(2) 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通过加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力度从而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3) 环保费改税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不断深化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

作用，第一，建立更加完善的环保费用优惠政策，针对那些在环保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政府可以考虑

给予一定的环保费用优惠，以鼓励更多企业积极参与环保行动，推动整个产业的绿色转型。第二，激励

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研发。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优惠、研发补贴或者创新基金等方式，鼓励企业增加

对环保技术的投入和研发，以应对环保费改税带来的挑战，同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政府可以建立技术支持平台，为企业提供环保技术应用指导和培训，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保费

改税政策带来的变化，提升环保技术应用水平。第三，政府应该加强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监管和执法力度，

确保环保费改税政策的有效实施，防止企业逃避环保责任，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第四，政府可以加强与

媒体的沟通与合作，通过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提升公众对企业环保行为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进一步推

动企业加大环保投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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