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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消耗产量、环

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一场以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代

表的新兴产业革命正席卷全球，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新一

轮增长的引擎。我国也加入其中，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正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议事日程。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

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七个重点领域和

2015 ~ 2020年的发展目标、相应的配套政策与重大工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遵循重大发展需求

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

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

效益好的产业。其中，重大技术突破区别于一般的技术革

新，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引领经济可持续的高效

增长。同时，遵循社会重大发展需求，是以循环经济发

展规律为前提的，力求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和谐。

本文以节能环保产业为对象，结合节能环保企业战

略经营的目标，从企业价值形成的理论溯源探讨节能环

保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期为评价

体系的设置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节能环保产业特征和企业战略经营目标

节能环保产业被列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排头

兵，可见其对带动社会经济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

作用，反映了国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产业的重点发展方

向和欲率先突破的领域。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够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成为一个工业大国，中国

也不例外。近40年的工业强国之路，不仅使我国经济高速
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还带来了空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公众健康构成巨

大威胁。“癌症村”、“雾霾”等字眼频繁地出现在公共媒体

上，触目惊心。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严重影响着人民健

康、农业生产、社会经济，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然而，仅仅

依靠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节能减排，结果显然不尽如人意，

而且有悖于市场规律，导致社会成本大幅度上升。因此，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正是国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长远持续

发展的重大需求。为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

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进入

合理发展路径，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强劲内生动力，引导

投资进入未来更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领域。同时，节能环

保产品的应用和技术的推广，有助于提高工业能效、改善

治理环境污染，大大提高民生质量。

节能环保产业高效发展，需要产业技术的重大突破。

一个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技术

进步与创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节能环保产业

具有很强的制度驱动型特点。政府不断提高相关能效和

环境标准，成为了推动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政府会

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采购等鼓励政策。

另外，许多节能环保工程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企业作为主

要参与者需获得政府授权并制定相关市场规则。另一方

面，节能环保产业目前是一个新兴的业态，需要独立出来

并表现出与应用现场直接结合的工程化应用特征，产业

发展呈现出全新的价值构成。市场需求涉及生产、生活的

各个领域，包括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交通、餐饮等多

方面，技术供给包含机、热、电、光等专业，范围广、难度

大。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节能环保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的思维定式，认为它只产生社会价值，不创造或者很少能

产生经济价值。技术创新不仅为节能环保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支持，而且使节能、环保和资源的循环利用成为一项

有经济效益和经济产出的非社会公益事业，为企业发展

萌发了内生动力，为产业前进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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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排头兵“节能环保产业”为研究对象，结合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的目

标，从企业价值形成的理论溯源探讨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以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业绩

评价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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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见，依靠国家的政策引导和业界的大力经营，

节能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比重将由小变大，

逐渐成为优化经济运行质量、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技

术含量的支柱型新兴产业。这种产业的兴起，会对企业的

战略经营目标产生重大影响。即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关政策为指引，在遵循循环经济发展

规律的基础上，以重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的

形成与保持为核心，追求企业高成长能力和发展潜力，从

而达到可持续的企业价值最大化（张蕊，2014）。因此，应
依照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的目标，追溯企业价值创造

的来源，构建节能环保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二、节能环保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的理论

溯源

“业绩”（performance）一词有多种解释，其中之一
是指某种能力，即“完成的能力：效率”（the ability to
perform：efficiency）。根据企业战略经营目标的内容，从文
献回顾入手，本文对多元指标进行归纳综合，试图以节

能环保企业为例，设计出评价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业绩

的评价指标体系，用“能力”这一词汇概括企业价值的

内涵。

1. 财务运营能力。财务运营能力是从财务角度来反
映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经营效果。企业的衡量系统亘古以

来一直属于财务性质，财务目标是一切经济组织所追求

的基本目标之一，财务评价是任何经济活动评价不可回

避的一个重要方面（Robert S. Kaplan，David P. Norton，
2000）。无论在怎样的经营环境中和经济发展模式下获取
利润都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张蕊，1999）。战略性新兴
组织作为社会、经济、技术环境所催生的一种新兴经济组

织模式也不例外。

国际流行的企业战略绩效评价方法——平衡计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将财务作为其四个基本构面之一。财
务度量是反映过去的绩效，财务目标通常与获利能力

有关，衡量标准往往是营业收入、资本运用报酬率，或近

年流行的附加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added）。虽然平
衡计分卡是从企业战略角度开发的绩效管理工具，但其

对战略性新兴企业也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借鉴平衡计

分卡的评价思路，财务业绩主要应集中于企业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增长能力四个方面的评价。节能环

保产业被定性为创新型支柱产业，因此企业生产经营的

财务评价还应注重企业在同行业中的水平评价（张蕊，

2014）。
2. 学习创新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是帮助企业创造价

值的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拥有的异质的、构成技术创新

能力的知识和技能（Prahalad C.K.和Gary Hamel，1990）。
它包括研究和开发能力，不断创新的能力，将技术和发明

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显示生产力的能力，组织协调各生产

要素进行有效生产的能力以及企业的应变能力（唐广，

2003）。
尽管学术界对于价值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学者们已

经论证了技术创新带来的成长机会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正

向关系。Myers（1977）论证了企业价值不仅包括实物资产
价值，还包括企业未来成长机会的现值。Guth（1990）认为
技术创新对企业产品或服务有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作用，

帮助企业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企业获取未来收益

的能力。Stopford（1994）论证了技术创新能有效提升企业
的生产与经营能力，获取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的增

长。Fujita（1997）指出当今的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经
营国际化以及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等环境因素，促

使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生产与发展更加具有决定性作用。

Kumar和Siddharthan（2002）以中国213家工业制造企业为
例，调查研究并论证了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

的相关性。

在现代研究开发活动中，各类技术相互融合、相互交

叉，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大大增强，技术创新的周期大为

缩短，而且是获得关键技术突破的捷径。对节能环保企业

而言，核心竞争力来源于以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重大

技术突破和创新，即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之下的“生态化

创新能力”，注重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三废源头治理以

及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等方面的创新（张蕊，2007）。因此，
学习创新能力的评价应包括企业重大技术创新研发能

力、专利申请授权率等研发能力的评价，研发费用投入强

度、技术人员数量强度、技术人员平均培训费用等研发潜

力的评价以及技术进步贡献的评价。

3. 战略引导能力。战略引导能力是从企业所处的社
会关系网络角度提出的。现代公司治理研究正经历着从

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转变，即由“企业层面”到

“企业间层面”，再到“社会层面”的新分析框架（陈仕华、

郑文全，2010）。因为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孤立的
行为个体，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

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

纽带（边燕杰、丘海雄，2000）。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
和运用资源的能力被称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它的强

弱直接影响企业借用的资源量及其经济绩效（刘林平，

2006）。在实证分析中，社会资本早已被验证为一项影响
企业价值创造的重要资源。Granovetter（1985）发现社会资
本嵌入个人的关系网络之中，管理者的社会纽带关系越

好，企业因此而受益的程度就越大。Barney（1991）论证
了社会资本的价值，并认为是构成企业价值的一种重要

资源。Christel Lane（2001）认为广泛的外部组织关系也许
相对内部关系的许多方面而言是一个更主要的能力资源

来源。

战略引导能力其实就是企业建立、维持社会网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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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从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并且显著高于其他同行业伙

伴，其发展和创利能力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比以往任

何经济发展时期都更大。信息的密集流动总是与成绩显

著相连（Barney，1991）。因此，战略引导能力的评价应当从
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出发。具体

来说，应包括对企业管理者的受教育程度、个人社会联系

强度，企业的公共关系费用、捐赠等所占比重，以及企业

本身的顾客满意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在同行业中所处的位

置等的评价。

4. 履行社会责任能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企
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突出。李心合（2009）指出财务理
论与实践不应再固守“零社会嵌入”的传统，而应将社会

责任纳入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并以此扩展公司财务理论。

只有不断地对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准确及时的回应

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经营活动（高汉祥，2012）。Drucker
（1973）也指出任何一个组织的存在都不能仅仅只为了自
身，而更应该是为了社会而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企业就是

其中之一，应该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Suchman（1995）认
为企业如果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符合社会已有的

规范、价值观、理念等。因此，一家优秀的企业不仅应是一

个良好的经济价值创造者，更应该是一个符合社会预期

的良好“企业公民”。

企业完整的价值创造目标除经济价值之外，还应包

括社会价值（高汉祥，2009）。一方面，企业价值生产的对
象是产品或服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方式强调的是互利

合作，对各方负责任，有助于抑制企业的“机会主义”动

机，在要素结合过程中，促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互信、互

利。另一方面，企业价值的实现，要经历“惊险的一跃”。社

会责任行为方式为企业交易提供稳定健康的内外部关系

网络和社会环境。然而，现实中种种“被动回应”式的社会

责任履行方式，主要停留在行为层面，难以深入制度层面

（高汉祥，2012）。因此，完整评价企业价值的正确做法，应
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将社会责任的履行

能力，纳入企业业绩评价体系。

对于节能环保企业来说，社会责任体现在节约能源、

防治污染和资源的循环再利用的各种工业活动之中。其

中节能主要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的源头减少能源的消耗，

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环保则是针对企业生产活动产生

的污染废弃物进行后端处理，再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循环

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联系前段节约能源与后端环境

治理的纽带。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源头实现节能减排的最

有效途径（龚建文，2009），节能环保产业也是发展循环经
济模式的更高阶段表现。节能环保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

力的评价应从循环经济模式着手，具体来说，应包括对

节约能源能力、防治污染能力和资源循环再利用能力的

评价。

三、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的原则

1. 相关性原则。此处的相关性表示指标体系的设置
应与节能环保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相关，按照节能企业、环

保企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的分类，体现各类企业的生

产工艺特点；环保企业注重大气污染处理、固体废物处理

和污水处理；节能企业注重工业节能（包含技术节能、结

构节能和管理节能）、建筑节能和交通节能；资源循环利

用企业则注重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利用。因此，指标

体系的设置，尤其是在循环性层面的指标体系设置上，应

与节能环保产品、服务流程的循环经济特征相关，其他层

面指标的选择上充分考虑行业的经营和市场特点。

2. 全面性原则。这里的全面性表示节能环保企业的
业绩评价是全方位的，应包括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环境

绩效等各个主要方面的评价。具体而言，包括帮助节能环

保企业实现战略经营业绩的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

力、战略引导能力和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四个方面的评价。

对应指标体系的设置则是财务层面指标、新兴性层面指

标、战略性层面指标和循环性层面指标，共同构成节能环

保产业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3. 系统性原则。这里的系统性是指评价指标的设计
应遵循从驱动因素到业绩形成的一个因果链条，能对业

绩的产生作出充分的解释。就节能环保产业企业而言，企

业价值创造由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战略引导能

力和履行社会责任能力构成。应将这些驱动因素逐一纳

入企业业绩指标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并进行业绩

的管理。

4. 国家意志原则。节能环保企业有很强的制度驱动
型特点，能效标准、废弃物治理标准等都由国家制定，同

时，企业发展初期依靠多项国家能效补贴，其产品或服务

具有公益性等特点，这些都决定了节能环保企业的生产

经营由国家主导的因素很大，国家政策直接影响产业发

展。因此，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应遵循国家政

策的要求。

5. 以财务业绩为落脚点的原则。企业的经营目的就
是获取利润，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无论何种性质的社

会，也无论何种经济发展模式，对财务业绩的追求，始终

是企业经营的宗旨。企业的生存以它为目的，企业的发展

以它为前提，企业的任何发展策略均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已。也正

是企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四、节能环保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

本文围绕财务运营能力、学习创新能力、战略引导能

力、履行社会责任能力四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四个层面的

两级指标评价模型（详见下页表），希望能够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业绩评价体系设置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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