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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化”中环境规制方式的选择
The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odes in the 

"green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李斌锐  澳门科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18级博士

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化”指交

通运输企业使用节能环保型交通

工具代替传统型交通工具，有利于

减缓大气污染，提升环境质量，是

实现“绿色交通”的重要举措。但是

由于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相比于

传统型交通工具造价高、成本大，

交通运输企业并不会自发地更新

交通运输工具并使用环保型交通

工具，由此，需要选择运用相应的

环境规制方式对其进行促进。

在环境规制变迁的进程中，

可以将环境规制分为三代。第一

代环境规制即命令控制型的环

境规制，例如《节约能源法》第

四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交通运输营运车船的燃料消

耗量限值标准；不符合标准的，不

得用于营运”。由法律条款可以看

出，第一代环境规制功能止步于

“不违反”，无法促使企业寻求环

境问题的最优解，因此，第一代环

境规制方式仅能使得企业在一定

标准范围内使用交通运输工具，

并不能促使企业使用节能环保型

交通工具。

随着第一代环境规制自身缺

陷的大量暴露，产生了第二代环

境规制，其选择运用市场与经济

激励机制为规制方式引导企业实

施减轻环境负荷的行为，其中环

境税和许可权交易可以被认为是

第二代环境规制的核心组成部

分。从理论上讲，环境税能够起到

激励企业更新交通运输工具并转

而使用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的作

用，由此，许多学者提出了运用环

境税促进“绿色交通”的建议。然

而在现实中，不同品牌的交通工

具价格参差不齐，并且像汽车这

样的交通工具更新换代速度极

快，易在较短时间内出现价格剧

烈波动的现象，这使得动态、适宜

的环境税费的定价在实践中具有

相当程度的难度，同时，税费的收

取需要依据大量信息，执行成本

较大。因此，环境税费制度在交通

运输企业“绿色化”过程中极易出

现“失灵”的现象，单纯地依靠第

二代环境规制或者说单纯依靠环

境税费制度依然难以促进交通运

输企业的“绿色化”。

相比于前两代环境规制，第

三代环境规制在范式上有着深刻

变迁，在规制方式层面，摒弃了

“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转变了

行政机关的功能，采用了相对间

接的规制方式，包括信息交流、程

序指引、协商合意、合作治理等，

从而尽可能地促进企业进行自我

管理。第三代环境规制方式能够

极大地促进企业自发寻求环境问

题的最优解，从而推动绿色商业

的发展。例如信息交流可以使得

交通运输企业为提升自身声誉而

选择节能环保型交通运输工具。

同时，第三代环境规制方式还具

有能够顺应社会发展形势，灵活

应对环境问题、提升规制效率、节

约监管成本、平衡各方利益、强化

风险预防等优势。所以，应当在运

用环境税费制度的基础上或者在

环境税费制度失灵时，充分运用

第三代环境规制方式保障和促进

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