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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posal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or industry scholars and enterprises. This ar-
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search content of green in-
novation research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and analyzing 
it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n 
green innovation in China are concentrated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green finance, and 
other aspects;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antecedents 
(including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market factors, 
external stakeholder pressure, and big data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novatio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and executive characte-
ristics) and aftereffects (including the impact on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Subject Areas 
Green Innovation 
 

Keywords 
Green Innovation, CiteSpace, CNKI, Influence Factor 

 

1. 引言 

工业文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生活上的便利与经济上的增长的同时，对

自然资源的消耗与自然环境的破环也是十分巨大的。近些年来，各种环境问

题频发，自然资源越来越紧缺与匮乏，全球对于环境的重视逐步加深，倡导

企业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走可持续发展路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强调“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展”。各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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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当地企业环保考察的力度不断加大，环境规制趋于严格，同时公众越来

越希望企业能够具有社会效益，并且其产品满足绿色、无公害的要求。在这

样的环境压力与社会期冀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获得社会认可与支持，提升

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产业绿色转型，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绿色发展

的重要途径。 
随着对绿色创新实践的重视，学者们在绿色创新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发展

迅猛，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近 5 年我国有关绿色创新的文献

发表数量急剧增加。虽然近几年我国有关绿色创新的研究很多，但是基本是

通过实证验证某一或某些因素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或者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产

生的某一种后果，对绿色创新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整体认知。比如陈宇科等

对环境规制的研究[1]，徐建中等对制度压力和高管环保意识的研究[2]等。因

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学者有关绿色创新的研究尤其是近些年的研究成果进行

归纳与整理，从而对绿色创新的前因以及后效产生整体的了解，进一步加深

对绿色创新的认知，从而对将来的研究可能产生帮助。 
因此，本文首先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法分析绿色创新的研究进展与概况，

之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与效果进行整体上的归纳概括，最后提出未来的

研究展望。 
本文结合定量方法(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定性方法，系统梳理中国学者有

关绿色创新领域的核心文献，主要研究贡献可能有以下几点：1) 通过文献计

量法展示有关绿色创新的研究进展与现状，指出绿色创新目前的研究重点。

2) 整体概括绿色创新的前因后效，便于对绿色创新的机制与路径有着更全面

的认知。3) 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学者绿色创新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与

归纳，使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对绿色创新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以期能对将来

学术界的有关研究产生帮助以及对我国绿色创新的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2. 绿色创新研究的年代分布与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法对绿色创新的年代分布与研究热点进行统计分

析，即借助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利用软件通过对文献的外部形势特征(如作者、

引文、关键词等)数量进行量化，从而描述、分析文献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在中国知网进行高级搜索，选中 CSSCI 期刊论文，以“绿

色创新”为主题进行搜索得到结果 1581 条文献数据(时间跨度为 1998~2022
年)，然后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1. 年代分布 

经统计，在 1998~2007 年间每年发文大都不超过 10 篇，一共发表文章

77 篇，占总发文量的 4.87%，且大多是一些阐述性的文章，实证研究非常少，

可见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绿色创新的研究刚刚进入起步阶段。2008~2012 年

则为绿色创新研究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发文量虽然逐步上升但每年仍不超

过 40 篇；2013~2017 年则进入绿色创新研究的扩散期，此阶段发文量增势明

显[3]。由于党中央不断强调绿色发展理念，从 2018 年开始，有关于“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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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入爆发阶段，每年发表文章 100 篇以上，考虑到已有的研究以及样

本数据分布，本文重点选取 2018~2022 发表的文章进行计量分析，图 1 是最

近 5 年我国学者有关于绿色创新领域的发文量统计。如图所示，近 5 年我国

有关于绿色创新领域的研究总体趋势是不断增长的，其中 2018~2020 年发文

量增速基本不变，2021 年开始猛增，到了 2022 年年发文量达到 380 篇之多。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提

出，尤其是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绿色低碳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图 1. 我国绿色创新研究近 5 年发文量年度分布 

2.2. 关键词共现与研究热点演进 

在我国对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刚起步时，大多数文章主要从技术的角度阐

述有关绿色创新的概念并探讨其激励机制以及对绿色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或

政策意见(杨发明，1998；陈华斌，1999；陈劲，1999；钟晖和王建锋，2000
等)。早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也就

是不改变现有生产工艺，直接进行末端治理，处理产生的污染。随着各种环

境问题的爆发以及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与国家对绿色发展的不断重视，要

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就要做到“零污染、零排放”，这就需要企业对以往的

工艺流程进行改造，以实现没有污染不用治理的目标，进而就有了绿色工艺

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是通过生产流程的优化，提高资源利用

率、减少资源浪费与降低环境负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就将污染减少到最小。

绿色产品创新则是从生命周期角度对从设计、生产、销售到消费全过程都能

预防和减少污染，节省资源[4] [5]。绿色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主要从政府作用

机制(包括法律规范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专利保护、环境资源税与排污权交易

等经济手段以及政府拨款、优惠和购买等资金投入)、企业作用机制(市场绿

色需求的利润驱动与绿色成本带来的竞争优势)、科研机构合作、公众绿色意

识加强、社会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6]。关于绿色发展的政策总结起来主

要从政府、企业与公众 3 个方面下手，也就是政府要制定合理的环境法规和

实行相应的经济手段使企业被动或主动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并对大众进行环

保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 
在绿色创新研究的发展阶段(2008~2012 年)，由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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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新政”的提出以及 2009 年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绿色

经济”概念，“绿色创新”一词开始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一时期的研究热

点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低碳经济、绿色管理等，

学者们主要是从企业战略管理的角度研究绿色创新。在绿色创新研究的扩散

阶段(2013~2017 年)，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赴地方考察时就强调

要推进绿色发展与节能减排，此后我国政府一直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大生态建设和污染防止力度等绿色发展理念，这使得有关于绿色创新的研

究数量得到进一步增长。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包括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

制、绿色创新效率、绿色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演化博弈等。相比于之前，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更加具体化，包括 DEA 等运筹学方法。总体而言，

这一阶段更多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绿色创新。图 2 是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样

本文献进行关键词时间线分析得到的 2008~2017 关键词演化路径图，其中

2008~2012 年的文献数据有 93 条，2013~2017 年的文献数据有 189 条(去除了

书评以及与研究领域不相关的文章)。 
 

 

图 2. 样本文献 2008~2017 年关键词演化路径 

 
在绿色创新研究的爆发阶段，也就是最近 5 年内，通过知网高级搜索

CSSCI 期刊的文章，时间跨度选择 2018~2022 年，共得到文献 1070 篇，剔除

与研究无关的文章并进行去重后最终得到有效数据 735 条。图 3 是得到的这

一阶段我国绿色创新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其中节点数有 295 个，边数有

855 条。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热点主要涉及绿色创新(频次 214)、
绿色技术创新(频次 198)、环境规制(频次 117)、绿色创新效率(频次 77)、融

资约束、长江经济带、绿色产品创新与政府补贴等。就关键词的重要性和作

用而言，其中绿色创新、绿色创新技术、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在整个关

键词共现网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心性分别为 0.58、0.53、0.43 以及 0.23，
这说明它们在网络中引领和联结了很多其它关键词。涉及到的学科主要有环

境科学与资源利用、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工业经济、金融与投资以及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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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有了显著增长，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也更加具体。在研究内容上，对于绿

色创新影响因素有关微观层面的研究变多了，特别是企业高管背景特征的影

响，另外对于以往较少谈到的同群效应或者溢出效应也有了更多的研究，对

于不同因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或是关联作用也更加明晰。此外，随着近几年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重视与区域绿色化的不断深入，有一部分学者探究

了长江经济带对区域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以及其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趋势。

在研究方法上变得更加多样化，包括演化博弈、数据包络分析、空间杜宾模

型等数学方法以及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文献数据显示，与环境

规制、政府补贴、融资约束、高管特征等影响因素有关的绿色创新研究在文

献中占有较大比例，其中又以环境规制为最。此外，文献主要还涉及到了绿

色创新效率的研究，包括其时空分布、路径演化、动态评价等，以及有关绿

色创新后效的研究。 
 

 
图 3. 中文文献 2018~2022 年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3. 影响绿色创新的因素 

企业实施绿色创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一般主要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两方面进行分析，如曹洪军和陈泽文将影响绿色创新战略的驱动因素分为外

部压力(政策压力与市场压力)和内部驱动力(创新资源与能力) [7]。王凤莲等

通过编码的方式对 20 家环保企业进行案例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绿色创新的动

力机制分为外部导向因素(市场因素和环境规制)、内部驱动因素(创新技术与

能力)、强化因素(资源整合与投入、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维持因素(企业文化) 
[8]。本文根据曹洪军、王凤莲等的研究，结合图 2 与图 3，通过对以往文献

的梳理与分类，归纳出中国情境下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外部因素。 

3.1. 外部因素 

3.1.1. 环境规制 
绿色创新由于其存在的双重外部性以及周期性长、不确定性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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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很多企业不愿意承担风险，绿色创新积极性不高，这时就需要政府采取

相应的政策和手段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因此成为最受学者关注

的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环境遵循成本，会挤出企业研发投

入，不利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主流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会倒逼企业通过研

发活动抵消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从而提高绿色创新，具有补偿效应，这种

观点一般是对波特假说进行验证[9] [10] [11] [12] [13]。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张娟等[14]、王珍愚等[15]认为环

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关系；李新安[16]、游达

明和李琳娜[17]则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倒 U 型关系。此外，

也有一些学者对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与异质性进行了研究。

邝嫦娥和路江林[18]、刘章生等[19]均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着

一定门槛值，不同阶段下的规制强度对其影响是不一样的。在环境规制对绿

色创新影响的异质性方面，先后有学者探究了环境规制异质性(正式与非正

式、强制与激励等) [20] [21] [22] [23]、绿色创新异质性(绿色工艺创新、绿色

产品创新、绿色技术创新) [22]、行业异质性[24]、地区异质性[1] [13]以及时

间异质性(长期均衡作用与短期波动作用) [25]的不同影响。另外，有一些学者

发现波特假说的实现是存在前提条件的，环境规制只有与其他条件相配合才

能发挥出促进绿色创新的作用[26]。李婉红等[27] (2013)、王锋正和郭晓川[28] 
(2015)均证明了只有考虑行业规模和人力投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

色技术创新，反之则会产生负作用。 
除了对环境规制整体的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对具体的环境规制工具或政

策实施情况进行了准自然实验，探究其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聂爱云和何

小钢(2012)将环境规制政策分为命令控制型政策、经济与市场导向型政策、自

愿协议与信息工具政策[29]；杨洪涛等(2018)将环境规制类型分为命令控制

型、市场激励型和相互沟通型 3 种[30]。本文据此结合有关研究将对绿色创新

产生影响的环境规制具体政策或工具分为强制命令型规制、市场激励型规制

以及自愿沟通型规制三种。其中强制命令型规制主要包括环境标准与禁令、

许可证、技术规范与配额等；市场激励型规制主要包括排放权交易、排污收

费与排放税、押金退还制度、专项补贴等；自愿沟通型规制主要包括信息披

露与公开、网络构建与培养、公众自愿参与等。 
另外还有一小部分学者研究了综合性政策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例如，周力和沈坤荣(2020)实证研究了城市群建设对绿色发

展的影响主要在于提高绿色生产率，并未能有效推进绿色技术进步[31]；宋德

勇等(2021)基于绿色专利申请量的角度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政府支持

以及信息支撑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质”与“量”提升[32]。丘洋冬则发现开

发区设立对企业绿色创新整体上是促进作用，但其对东西部企业激励效应具

有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与本地经济与环境相关[33]。 
除了以上政策工具，金融工具的使用也为我国绿色经济体系构建提供重

要支撑，对企业绿色创新和行业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绿色债券能够通过

降低代理成本和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发行主体企业绿色创新水平[34]，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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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溢出效应，带动同行业其他企业采取绿色环保行为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35]。 
此外，宏观政策的波动对企业绿色创新也有着重要影响。一般观点可能

认为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融资难度、增加研发风险，不利于企业创新。例如，

任曙明等(2022)认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信贷约束增大，显著抑制企业

绿色创新[36]。但近几年的研究发现环境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

可能通过增加高管环保感知并增强管理者的风险偏好从而激励绿色创新研

发，提升企业绿色创新[37] [38]。成琼文和陆思宇(2022)则发现经济政策不确

定性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呈现倒 U 型影响，且存在行业异质性[39]。 
另外为了防止技术溢出、保护创新成果产出，知识产权专利制度应运而

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一方面激励着绿色技术创新发展[40]，正向影响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41]；另一方面影响着绿色创新对企业的绩效收益，如

股票收益[42]。 

3.1.2. 市场因素 

1) 市场需求 
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与企业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需求是企业必

须要关注到的。随着消费者以及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绿色观念的逐步提升，满

足其绿色需求成为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驱动力，绿色市场空间的扩大促使企

业绿色创新意愿提升[8]。首先，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及其绿色偏好对于绿

色产品的销售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断增加[43]，并且顾客绿色抱怨能

够促使组织进行探索式绿色创新产品的研发[44]。其次，绿色供应链管理对企

业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流程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45]，其中绿色采购促使企

业使用绿色环保的原材料和包装，进行绿色产品设计[46]。 
2) 市场合作 
市场合作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与知识的共享与转移上。

绿色知识与技术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基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技术

外溢效应[47]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48]加强了我国当地企

业绿色技术研发，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企业间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加强

科研实力，增加绿色创新能力所需的知识基础、资本与技术基础、机制基础

以及服务基础。 
3) 市场竞争 
市场之间的竞争能够调动市场主体之间的积极性，推动科技创新[8]。从

声誉角度看，良好的声誉能为企业带来竞争力，而企业积极开展绿色环保行

为能够提升企业形象，增加社会信任，同时社会信任水平高又反过来对企业

施加更高的道德压力，促使企业关注环境需求，投入绿色创新资源，提高绿

色创新水平[49]。 

3.1.3. 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 

与企业环保行为相关的利益相关者有 4 类：政府及监管机构、环保组织

或人士、与企业有直接或间接利益的组织(供应商、顾客、媒体等)、企业内

部员工，中国学者就对企业绿色创新施加外部压力的利益相关者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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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政府压力与公众关注上。 
1) 政府压力 
政府压力包括政府目标约束与政府监管力度。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50]

与经济增长目标[51]以付出环境代价来满足政府的偏好选择与经济增长需求，

降低了环境规制强度从而抑制企业绿色创新，但是在环境目标约束的前提下，

能够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的技术创新[52]。王分棉和贺佳(2022)以《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污染企业绿色

创新具有“挤出”效应，但在新标准实施第二阶段后试点城市不再增加环保

投资挤压绿色创新资源，“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53]。与目标约束不同的是，

政府监管力度的加强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产出提高[54]。 
2) 公众压力 
公众压力体现在公众对环保的关注上，也就是环保舆论压力，主要表现

形式为媒体报道与监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自媒体对公众认知产生的影响

越来越大，媒体报道带来的环保舆论压力能够正向促进制造企业绿色创新能

力提升[55]，提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绩效[56]，促进工业绿色转型[57]。
不同的媒体报道情景(媒体报道较少或负面报道多/媒体报道较多或正面报道

多)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参照作用也存在差异[58]。 

3.1.4. 大数据发展 

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既能为信息的传播与共享提供

一个很好的平台，又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

提高研发能力[59]，智能化则帮助企业缓解融资成本和积累人力资本[60]，通

过这些途径进而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大数据能够增强内部控制和

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投资失误与风险，提高绿色创新

意愿与创新成功率[61]。同时数字金融具有“普惠效应”与“网络效应”[62]，
通过缓解融资约束[63]与减少信息不对称[64]等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供资本

要素供给等增加创新投入[62]等机制激励新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此外，数字金

融的区域关联度以及信息传递功能对时空距离的压缩使得绿色创新具有溢出

效应[64]。 

3.2. 内部因素 

3.2.1. 创新资源与能力 
1) 知识基础 
绿色创新实质上就是对绿色知识的追求和应用，从而实现绿色生产工艺

的优化和绿色产品的创造，因此绿色知识管理能力对绿色创新至关重要[65]。
环境知识是绿色技术和产品创新的基础[66]，组织学习能够帮助企业整合知

识、制定有效的制度、合理分配资源并应用于绿色创新实践中。戴万亮和路

文玲(2020)指出组织绿色学习可以通过知识的碰撞产生绿色创意火花以及知

识的融合与共享减少技术漏洞提升绿色创新效率[55]。于飞等(2021)认为企业

绿色创新依赖于企业现有的知识基础和从外部吸收整合到的与环保相关的知

识，因此企业知识基础的多样化与专业化、所处联盟的知识距离，均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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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企业的绿色创新[67]。此外，于飞等(2019)还从动态层面研究了知识耦合(不
同技术领域间知识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制造企业原

有技术领域间的知识耦合对绿色创新存在 U 型影响，新旧技术领域间的知识

耦合则对绿色创新正向促进作用[68]。 
2) 资源投入与约束 
企业要想得到绿色创新产出成果，首先要进行 R&D 投入与创新资源的投

入，这需要企业拥有一定的资金与人力、技术等资源。如果企业具有融资约

束，由于绿色创新是一个持续时间长，成果转换慢的过程，企业为了短期绩

效考虑，就会减少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69]。如果企业拥有冗余资源的话，一

方面可能加剧绿色创新项目的无节制支出和管理失察从而抑制绿色创新，另

一方面可以提供绿色资源、开发绿色市场从而促进绿色创新[68]。曹翠珍和冯

娇龙(2022)将企业冗余资源分为已吸收冗余资源和未吸收冗余资源，发现已吸

收冗余资源对绿色创新具有消极影响，而未吸收冗余资源对绿色协同式创新

具有积极影响[70]。 

3.2.2. 高管特征 
1) 人口特征 
相比于男性成员，女性高管对社会、环境需求的变化更敏锐，更能顺应

社会要求，实施绿色创新战略的可能性更大[71]。余伟和郭小艺指出女性董事

增加了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为决策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且更多呈现为“公共

型”的利他性社会行为，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田丹和于奇(2017)研究发现

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绿色创新的不同影响及其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

表现的差异性：任期均表现为显著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均表现为显著正向

影响；年龄在非国有企业中对绿色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没有

显著影响；性别中男性占比在国有企业中对绿色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在非

国有企业中影响不显著[72]。 
2) 人格特质 
王倩和谢露群(2022)基于问卷调研发现 CEO 自我导向完美主义会有更高

的亲社会倾向和更强烈的压力感知，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倾向于高标准、

严要求，以推动绿色创新缓解感知到的环境压力[73]。许松涛等(2022)认为开

放性 CEO 具有绿色创新偏好，有助于营造企业绿色创新文化[74]。此外，高

管风险偏好意味着其更愿意采取冒险的战略决策，会增加研发投入和创新支

出，促进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75]。而环境变革型或者是伦理型领导则

会促进员工绿色创造力[76]，提升企业整体的环保意识[77]，进而强化企业绿

色行为。 
3) 背景经历 
研究发现高管的高质量生态环境经历[78]或是 CEO 绿色经历[79]有助于

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且该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明显。

此外，有学者发现董事的海外背景[80] [81]、学术经历[82]、从军经历[83]对
于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严若森和陈娟(2022)利用上市公司样本

数据分析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得出政治关联通过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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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发挥政府背书、资源补贴等积极作用促使企业主动进行绿色行为

[84]。 
4) 高管注意力与环保认知 
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制定过程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其注意力方向引领

着企业战略方向，语调表达则反映了管理层的态度[85]。当高管将注意力方向

聚焦于与绿色环保相关的话题时，其环保认知越强，越能察觉到绿色发展的

机遇，从而表达出对绿色创新的积极态度，更倾向于采取绿色创新战略[86] 
[87]。 

5) 高管责任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意味着对高管可以形成有效监督，降低代理成

本和高管自利行为，基于长远发展和外部形象的考虑企业可能更重视绿色创

新活动以传递积极信号，但出于绩效考核的目标来看，这一责任又可能使得

管理者为了避免承担代价而创新积极性不高[88]。但我国学者研究发现，总体

上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

新的自利手段[88] [89]。 
除了以上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通过缓解绿色创新过程中的双重外

部性从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且高管薪酬会强化 CSR 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90]。毛蕴诗和王婧(2019)通过老板电器的案例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整合绿色创

意，把社会责任融合到企业产品战略中从而推动绿色产品的研发[91]。 
综上所述，外部因素主要是通过施加压力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对于

企业而言，其开展绿色创新活动需要更强的制度约束，其中环境规制被认为

是最强的影响因素[92]。同时市场需求是开展创新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对

工艺绿色创新具有拉动作用[93]。内部因素尤其是资源与技术推动绿色创新研

发的开展[93]，高管特征则在其中起到强化作用。此外，不同因素对绿色创新

的影响受到区域特征的影响[94]，内外部因素相互之间也会有影响作用[95]。 

4. 绿色创新的后效 

4.1. 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4.1.1. 财务绩效 

随着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的环保压力与环境成本也

不断增加，绿色创新能够从源头减少污染排放，降低企业减排成本，提升企

业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经济绩效[96]。叶红雨和王圣浩(2017)研究发现绿色

创新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的短期和长期财务绩效[97]。解学梅等(2019)基于 28
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证实了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正向影响

[98]。范宝学和王文姣(2019)以煤炭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绿色技术创新能够

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且其与环保投入的协同作用会放大这一促进作用

[99]。林赛燕和徐恋(2021)则指出绿色创新对财务绩效的提升与否取决于实施

绿色创新的情景因素[100]。 

4.1.2. 竞争优势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使得企业经营环境发生改变，对其竞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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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利润上的增长与市场的扩大，还

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

新的追求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

径[101]。曹翠珍和赵国浩(2017)通过对山西、上海等地的资源型企业进行问

卷调研，实证检验了利用性绿色创新和探索性绿色创新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正

向影响[102]。姜雨峰和田虹(2014)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绿色创新在企业环境

责任和伦理与竞争优势之间的中介作用[103]。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则基于

重污染制造业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提

升作用[77]。绿色创新对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主要从以下

三个方面实现：1) 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绿色创新能够降低企业环境成本[96]
与融资成本[104]，提升企业生产效率；2) 从企业声誉的角度看，绿色创新有

助于企业树立绿色形象、形成良好口碑和提升品牌优势[101] [105]，绿色产品

还能满足具有绿色偏好的消费者需求，形成产品差异化[106]；3) 从利益相关

者支持的角度看，绿色创新对于取得政府、投资者、员工与顾客等利益相关

者的支持具有促进作用[107]，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与发展产生帮助。 

4.2.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4.2.1. 环境绩效 

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

时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成为各个国家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绿色创新驱动

被认为是实现环境质量改善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首先，在应对全球变暖这

一气候问题上，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措施之一[108]，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碳减排担当[109]。朱于珂等(2022)研究发

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区域 CO2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质量强化了这

一抑制作用[110]。其次，绿色创新能够有效实现空气污染治理。张杨勋(2022)
以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作为绿色创新的度量，发现工业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提

升其 SO2去除量，对企业污染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11]。刘晓红[112]、
禄雪焕和白婷婷[113]分别利用中国 30 个省份和 228 个地市的研究数据发现，

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雾霾污染抑制作用显著，而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会使相邻地区雾霾污染程度下降。 

4.2.2. 经济绩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党

的二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绿色创新作为一种旨在减少环境污染而产生的新的

生产、过程或是产品(张铂晨和赵树宽，2022)，在降低能源消耗、改善生态环

境的同时，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绿色创新同时兼顾了“绿色”

和“创新”，其中“绿色”代表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创新”驱动旧动

能向新动能转换[114]，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朱

于珂等(2021)指出绿色创新通过四个方面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1) 促进技术

提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扩大经济生产活动；2) 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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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3) 提升母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4) 产生福利溢出效应，助力社会和谐发展与经济共

享发展[115]。陈喆和郑江淮(2022)通过研究分析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

的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绿色创新从节能减排、产业结构以及市场需求这 3 个

路径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116]。同时，刘在洲和汪发元[117] (2021)、徐

盈之等[118] (2021)分别基于长江经济带和中国 30 个省市的数据研究发现绿

色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5.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5.1. 结论 

通过文献归纳以及 Citespace 软件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研究趋势。在时间方面，国内关于“绿色”的研究从 2008 年开始进

入发展期，到 2013 年成为热点，此后发文量逐年递增。在研究热点方面，绿

色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绿色创新效率、融资约束、长江经济带、

绿色产品创新与政府补贴等是近 5 年内的研究热点，有关微观层面的研究变

得更多。 
2) 研究内容。在影响因素方面，企业实施绿色创新主要受到内外两个方

面的因素影响。外部因素包括环境规制、市场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以

及大数据发展等；内部因素包括创新资源与能力以及高管特征等。在影响后

果方面，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绩效会有影响，同时也会提升

企业的竞争优势；此外，对整个社会的环境和经济也会造成影响。 
通过对绿色创新研究趋势与研究内容的归纳，发现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

研究更多的是从宏观制度与企业层面展开研究，对于消费者层面的研究较少，

未来可以从营销领域入手，探索消费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对于企业内

部因素而言，除了研究高管特征的影响，还可以从员工角度切入。 

5.2. 展望 

绿色创新的研究及其完善是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未来会

更加受到社会各界重视，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企业家关注到该领域，相关

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也会更加丰富。通过对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

企业管理者可以更好地开展绿色创新实践，同时政府可以颁布相关政策和法

规促进这一领域的发展。此外，绿色创新领域现有研究的关注点和热点尽管

已经涵盖了这个领域的主要方面，但尚未有研究就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的探讨。

对绿色创新领域进行更加纵深层次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为“碳

达峰”倡议提供和完善政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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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国内绿色创新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创新成为业内学者和企业关注的焦点。

本文通过对该领域有关文献的梳理以及运用 CiteSpace 软件分析，归纳出绿色

创新研究的发展趋势以及研究内容。结果表明：国内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热

点集中在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效率、绿色金融等方面；研究

内容则体现在前因(包括环境规制、市场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以及大数

据发展等外部因素与创新资源与能力以及高管特征等内部因素)与后效(包括

对企业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两个方面。 

关键词：绿色创新，CiteSpace，影响因素，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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