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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优化 

                                ——基于外部性的分析 

李华京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外部性是交通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环境规制工具发展和运用的基础。从外部性角度，构建环

境规制工具与绿色交通的作用机理图，证实了环境制规工具能够解决交通系统中的外部性问题，是发展绿

色交通的重要手段。但在实际运用中，交通运输业环境规制法律法规陈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小且宣传教

育不连贯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环境规制工具作用的发挥。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隐性四

种环境规制工具角度，提出完善绿色交通法律法规、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经营管理、推广信息公开计

划、建立宣传培训和合作约束机制等具体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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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当某一实体（个人或企业）的活动以某种市场机制之外的方式直接对他人福利产生影响

时时就产生了外部性，福利减少的影响称为负外部性，福利增加的影响称为正外部性。
[1]

譬如，交通工具使用过程中会排放有害气体损害其他居民的健康，但使用者并没有通过市场

机制承担对社会福利减少的成本，这时便产生负外部性。交通系统中负外部性问题已成为我

国交通运输业健康发展的瓶颈，追求交通系统的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增加相协调的绿色交通

成为当代交通发展的重要抉择。罗格森（Werner Rothengatter）将交通运输系统的外部性

归纳基础设施供给的外部性、交通工具消费使用的外部性、搭便车产生的财务分配的外部性、

交通运输系统的错误信息产生的资源配置外部性四个层次。
[2] 
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的偏离是

外部性问题的主要特征，也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政府的引导和干涉就必不可少。
[3]
环境

规制是外部性理论关于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制度，是政府通过实施直接的或间接的环

境规制工具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决策，从而实现能够内化环境成本的市场的资源配

置，达到保护环境、提高经济绩效、增进社会福利共赢的制度安排。
[4]
政府对交通系统实施

环境规制，解决交通运输业的外部性，实现绿色交通目标，也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的统一认识。

如许光清,提出应该重视汽车交通的外部性，并建议政府采取命令型和市场型相结合的方式

解决外部引起的市场失效。
[5] 
但是专门用外部性理论将环境规制与绿色交通结合，理论界研

究研究得很少。          

结合外部性理论，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就是运用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引导企业和消

费者选择有助于解决绿色交通发展多面临的外部性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过程。可见，环

境规制工具的优化程度对环境规制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人们对外部性理论研究的深

入，外部性理论经历了庇古理论、科斯定理、交易费用、良心效应为代表的四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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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环境规制工具也经历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隐性为主导的环境规

制工具四个时期。命令控制型工具是指通过法律、法规、标准对环境负外部性的直接干预，

包括命令和控制。
[6]
 命令控制型工具在实施过程中执行力高，但也表现出行政成本高、“一

刀切”等诸多弊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遵循市场机制特征设计的利用市场规律引

导企业及整个社会排污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
［7］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手段灵活多样，

且具有一定的激励性作用，但对市场机制成熟度要求。自愿参与型性环境规制是指由社会主

体（企业、行业协会）自愿提出或参与政企合作的保护环境协议，如生态标签、环境认证、

环境审计。
[8]
隐性环境规制指的是通过改变个体隐形的、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思想观念、意识、

态度和认知等，进而引导人们采取符合“良心”环保行为。
[9]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和隐

形环境规制具有实施成本低、营造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浓厚氛围等优点，但对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参与度和信息公开度要求较高。伴随外部性理论发展，政府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及

具体运用也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当中，为解决绿色交通发展中的外部性问题，如何更好地运

用各种规制工具值得思考。
 

二、绿色交通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一）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性 

绿色交通发展不仅要面对交通运输业生产的外部性，还要面对交通消费的外部性，消费

领域的外部性研究已成为重点领域。交通在人们生活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交通系统

（包括企业和公民）只为个人利益而做出交通生产和消费行为，不会考虑对环境造成的损失

和破坏。拥有私家汽车已成为许多人的奋斗目标，交通消费的外部性越来越明显。绿色交通

发展需要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解决负外部问题，如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加快城市化进程、建

设小康社会、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带动环保产业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等。 

    （二）公共外部性 

交通运输系统对有限性和非竞争性的环境资源的占有和消耗特点，使得交通运输系统具

有公共物品性质。能源、土地、水资源及环境质量是整个地球的物品，具有全人类的公共物

品属性，涉及各个领土主权国家间的环境利益问题。如发达国家制定高汽车排污标准和高生

产技术标准，导致汽车生厂商为减少成本而选择在采用低标准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增加该国

家的环境压力，产生国际外部性。华尔街著名汽车分析员佩伯顿预测：“2020 年，中国可

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10]

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交通，既需要政府加强促进

交通技术创新的相关制度建设。 

    （三）代际外部性 

    绿色交通是追求环境容量、资源数量与交通发展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交通

是以最小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成本，实现既满足当代人交通需求，又不损害下一代交通需求供

给能力的交通发展理念。
[11]

绿色交通是在交通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发展模式，绿色交通发展

也具有代际外部性，一方面非机动出行者或贫困人口因私人机动车化而减少的交通选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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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当代交通需求的公平性缺失；另一方面，资源占用、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交

通事故等交通运输系统的负外部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威胁对下一代的交通供给能力。发

展绿色交通要关注代际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对交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 

三、环境规制工具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环境规制工具主要通过优化交通环境资源配置效率解决交通运输系统信息错误带来的

生产外部性、提升公众交通环境保护意识避免搭便车带来的消费外部性、创新交通生产技术

和绿色技术消除公共外部性、控制交通环境污染杜绝代际外部性四个方面促进我国绿色交通

发展，但环境规制工具的四大作用与发展绿色交通的三大外部性问题并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

而是相互加强和配合，共同推进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如图 1-1所示。 

（一）提高交通环境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度 

政府通过经济主体的利益和行为进行干预，将一定的环境要求外加于经济主体，引导经

济主体实现环境目标，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消除市场失灵，优化交通环境资源配置。政府

可以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交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行为进行预先控制和整体协调。

比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中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大型交通性建设项目（如主要枢纽、

场站、停车场等）与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有助于形成多元化

交通与城市化进程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市场机制将

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污染带来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和消费成本之中，确保所有经济主体承担与

其行为一致的环保责任，建立一个公平的交通环境资源交易市场。 

（二）强化公众交通环境保护意识 

无论是命令控制性、市场激励型还是自愿参与型，都能促进交通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强烈的公众交通环境保护意识，可以显著改善交通环境规制的有效性。首先，公众交通环保

意识可以指导自身的交通环保行为，如选择绿色交通工具、爱护公路等基础设施设备。其次，

公众强烈的交通环境意识对政府交通决策有深远的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参与始终是环境

保护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环境公害受害者们的请愿和赔偿诉讼，各种媒体对环境公害事

件的报道和关注，促进了地方政府和国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影响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

最后，公众的交通环保意识对交通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有重要影响。公众的交通环境保护

意识会影响其交通工具消费选择，从而间接影响交通企业的交通工具生产类型、生产技术

的绿色程度及其相应的支持设施建设的环保程度。 

 （三）促进交通生产技术和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交通包含低碳交通，低碳交通的核心是通过技术创新转变人类交通出行方式，实现

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能源的使用，最终实交通实现绿色交通的节能减排目标。根据以往学

者对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条途径：第一，高效的环境规制通过营

造技术创新环境，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技术人才的聚集，从而促进技术进步；
[12]

第二，根据

动态竞争力理论，环境规制促使企业以形成企业竞争优势为目标，突破传统约束条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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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和改进；
[13]

第三，“波特假说”的动态环境规制理论认为，从长远来来看，合理的

环境规制可以产生“创新补偿”效应，即成本推动的绿色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创新。
[14]

Milliman 

& Prince 学者更加具体地指出，市场型环境规制能强烈地激励排污主体去研发或引进更强

污染控制技术。
[15] 

（四）加强交通环境污染控制 

交通环境污染控制是发展绿色交通的主要内容，也是环境规制的主要目的之一。其中，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中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都是直接针对环境污染减排的；

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中的排污收费制度、可交易许可证制度等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

节市场主体的排污行为，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如对大型公共建设项目实施交通影响评

价制度，可以较大限度地减轻交通建设活动队环境的不良影响，减少先污污染源的产生。自

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中的 S014000环境管理认证，对于企业主动采取污染控制也具有枳极的作

用。信息披露型环境规制工具方面，Kathuria (2007)的研究证实了以环境新闻报道为代表

的信息披露对印度企业污染控制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16]

  

                  

 

 

 

 

 

 

 

 

 

 

图 1-1 环境规制工具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作用机理图 

四、交通运输业环境规制工具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法律法规陈旧 

没有专门的发展绿色交通的立法 ，操作性不强，而不受被执法人员重视。
[17]

优先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是我国是实现绿色交通的基本政策，由于没有配套的法律法规强制执行和指

导，效果不尽人意。如在自行车推广上，众多城市已大力建设换乘的免费自行车点，但免费

自行车建设具体的标准，还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与之配套的自行车道的修建在很多城市并

没有同步进行，占用自行车道也屡见不鲜，改变汽车拥有某种通行“特权”的现状还需更多

政府立法层面上的引导和强制执行。我国也在不断尝试先进国家和城市的主要策略，包括交

通与土地规划一体化、运用交通需求管理等，但都没有形成法律法规加以落实。到目前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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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各交通建筑项目规划环评的范围和评价指标尚不明确，没有统一编制规划的方法和审批

的程序。
[18]

依据表面化、形式化环境可行性论证制定的新战略和新规划，经常导致更为严重

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问题。如我国交通发展规划书中，对资源、环境问题仅做要求，并没

有作为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中必须重要考虑因素，更没有作为环评制度的对象。我环评虚设

导致国交通运输系统的技术含量不高，交通管理效率低、安全性低，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范

围小。  

   （二）激励约束机制低效 

         激励约束机制设计不合理，主要表现在环境费税机制和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两大方面。

在环境费税机制中，存在税费结构不合理且有些方面的税费和补贴的缺失，偏向对企业的调

节而不重视对消费者的引导作用等问题，没有达到鼓励或限制的刺激效应。
[19]

如使用环节税、

燃油税过低，未征收汽车污染税和对老旧污染严重的机动车加税，公共交通工具、新能源车

使用的补贴的不足等，这都需要我国进一步完善环境税费政策体系。在中国的交通运输业，

税收并未发挥应有的激励约束作用，其发挥作用的范围也很小。我国政府绿色采购制

度本身的不完善，推动绿色交通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我国政府采购中，交通设施建设

采购占 60%以上，并在不断上升。绿色交通设施的采购制度不完善，绿色交通消费和生产的

市场环境没有形成，从而导致自行车、慢行车、快速公交车车道、自行车停放场、自行车免

费借用点和电动车充电站等绿色环保产品建设缓慢。 

    （三）公众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信息披露的有效实施，也需要公众的环保思想、环保态度等即

发展成熟的的配合、协助，因为只有当那些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者、工人选择带有环境友好

认证的产品或企业时，生产者才会被信息类方法所吸引。公众环保意识不强主要有三大原因：

首先，交通信息公开程度低。交通企业信息的公开程度范围小，不注重居民的交通工具绿色

化程度的公开；其次，发展绿色交通的社会氛围没有形成。虽然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

2007 年以来，已经连续开展六届“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
[20]

但是毕竟绿色交通意识和行

为都是一个长期的培养过程，每年一次且活动时间仅一天的“中国城市无车日活动”，对居

民绿色出行意识和行为的作用是有限的；再次，政府部门以人为本和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思想

不深刻。绿色交通理念在众多的公共政策中并没有体现，比如交通法中少有发展绿色交通惩

罚的法律规定，而绿色交通是整个交通系统的绿色可持续化，是生产、销售、消费每个环节

的低碳节能化，涉及行业众多，政府部门的绿色交通意识不强烈，绿色政策的合力作用无法

发挥。 

   五、外部性理论视角下发展绿色交通的环境规制工具优化对策 

   （一）命令控制型环境工具的优化 

    发展绿色交通，需要重视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才能真正落实交通系统的命令控制型

工具。完善城市交通系统标准体系。区别制定尾气排放标准、交通噪声排放标准、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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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排放标准以及相应的罚款标准，尤其重视轨道交通建设标准及相关技术标准制定；优化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进一步完善环评程序，将土地资

源规划、空间资源规划、城市发展规划都纳入交通环境影响评价；改善交通领域“三同时”

制度立法和执法状况，出台专门的交通运输业重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政府

绿色交通采购制度建设及其在交通系统的灵活运用，打造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并将标准法定

化，确保交通设施建设的绿色化；制定绿色交通评价指标体系，可以根据我国“交通运输业

十二五计划”建立全面、可行的绿色交通那个指标体系，并将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的单独一项，赋予恰当的权重； 

   （二）市场激励型环境工具的优化 

根据市场机制发展特点和要求，完善和创新规制工具设计，引导和激励作用才能发挥。

坚持“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灵活运用环境费税。借鉴国际经验调整机动车税费结构，逐渐

提升汽车购买、保有、使用税等环节，按交通工具的绿色等级实施差别优惠政策，利用经济

手段引导交通需求流量分布。如对老旧车型使用者进行加税，对淘汰老旧车者实施更多的减

税和优惠，交通拥挤的城市实施拥堵收费制；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设定专项绿色交通环保

资金，对绿色技术研究和绿色工具使用者采取财税补贴。如借鉴美国对骑自行车者实行对公

民使用产生最大激励的直接现金补贴；推广押金返还制度，根据污染程度不同，设置合理的

押金，既激励企业为摆脱押金约束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又激励消费者主动进行回收；实施交

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经营管理，政府负责修建交通基础设施，具体的运营以及管理交给市场运

作，随着市场的逐步完善，政府还可以把修建权让渡给成熟的企业，政府要做的只是监督与

控制。 

   （三）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自愿性环境规制在交通运输系统运用度不高，需大力推广信息公开计划、自愿协议、环

境认证、环境标签等手段。第一，推广交通产业信息公开计划。制定详细评价标准，按标准

进行绿色度定级，定期公开开展评优活动。公开交通企业环境保护信息，充分利用声誉的影

响、媒体的报道、消费者以及员工的反应等多重压力，促使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措施；公开城

市绿色交通，迫使排名较后的城市政府对交通环境污染规制的重视；第二，引导交通产业引

进环境认证。环境认证是对企业的管理程序和管理结构中的环境保护作用进行评价和肯定。

交通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独特的交通发展和管理模式，树立自己的绿色品牌；第三，环境标

签的实施。制定统一认证标签，按绿色等级对交通工具分为绿色交通工具、蓝色交通工具、

黄色交通工具三个等级，制定与年检标志共同管理制度，贴在指定的易于发现的位置，来引

导消费者迫于舆论压力而选择绿色等级高的交通工具。  

   （四）隐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隐性环境规制工具作用的发挥，需要绿色交通发展深入人心人行，完善宣传培训和合作

约束机制是关键。第一，提高政府官员的绿色交通意识，树立发展绿色交通政绩观。提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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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官员对交通业绿色升级的重视度，形成良好的环境执法氛围；建立包括绿色交通发展水平

的政绩考核指标，为树立绿色交通的政绩观提供激励、监督、约束机制。第二，开展绿色交

通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的环保责任感。制定专项法律法规，明确公众接受绿色交通教育

的责任的权利、义务以及教育资金的来源和管理部门；灵活安排教育内容和方法。实施内容

个性化教育，使教育真正能让公众了解自己责任和推动本地区绿色交通发展的可行方式；丰

富宣传方法，可以利用电影、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媒体以及展览和演讲，使发展绿色交

通成为每个公民的理念。第三，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为公众提供参与环境保护的法

律机制。具体可以通过立法保障公民成立环境保护社团和组织权、环境执法和违法监督检举

权、交通建设项目有评价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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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of developing green 

transport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ternal 

Li Hua Jing 

(Hunan Universitity, Chang Sha City ,Hunan Province,410082) 

Abstract：Externality is the root causes of traffic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development and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ity,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green traffic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confirming that the environment 

regulation tools is able to solve the externality problem of traffic system and an important means of 

developing green traffic. But in practice, environment regulation laws is too old , the disclosure scope on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s small and education 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continued, 

restricting the play of tools. From command and control tools, market incentive tools.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tools, the hidden tools, making Suggestions on consummating the traffic laws, regulations, 

implementing market management, promoting information publicity plan, and setting up training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 

Key Word: The externality theory ; Green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