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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漂绿行为极大地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企业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通过整理近年

来国内外重要文献，梳理漂绿行为的概念、形式、动因以及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脉络，列举出漂绿的

概念及形式，并将其驱动因素分为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进行文献整理，最后讨论了漂绿行为曝光的经济

后果及影响，分别从漂绿行为对企业价值、市场、资本市场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结尾基于本文梳理脉络，

做出总结并给出了未来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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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washing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greatly hinder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and has advers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text of the concept, form, motivatio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reenwashing behavior by organizing importa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It lists the concept and form of greenwashing behavior, and divides its driving factors into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for literature review.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impacts of greenwashing behavior exposure, and conducts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he aspects 
of corporate value,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At the end,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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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is made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s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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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我国企业在环保方面意识已经日渐增强并在环保领

域取得初步成效，但在树立绿色理念、培养绿色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一些企业还是出现了漂绿现象。在

国外，从上世纪 90 年代“Greenwashing”一词被正式提出后，企业漂绿行为渐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

焦点，企业漂绿行为的形式在不断变化，研究漂绿行为的动因以及其造成的经济后果有关的文献也日

益增多。 
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企业漂绿研究的文献不断涌出并产生重大影响，却鲜有文献对该领域进行文献

梳理，因此对企业漂绿研究进行梳理迫在眉睫，本文通过使用关键词在知网和谷歌学术上进行文献检索，

从漂绿的概念、形式、动因以及造成的经济后果四大部分进行文献梳理，最后进行总结并对该领域未来

研究做出展望。 

2. 漂绿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对于漂绿尚无统一定义和分类标准。吴红军等[1]在进行文献梳理时将漂绿概念大致归

纳为虚假披露、选择性披露以及象征性与实质性行为之间的解耦三类。从虚假披露来看，此类漂绿企

业往往希望通过虚假披露自己“绿色功绩”来吸引绿色消费者与投资者。TerraChoice [2]认为漂绿是指

企业不仅会在环保实践中漂绿，还会在产品或服务的环保效益中对消费者进行欺诈。而 Szabo 和 Webster 
[3]的观点认为漂绿是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并吸引具有生态意识的消费者而采用的欺骗性绿色营销策

略。从选择性披露来看，漂绿企业在向公众披露环境信息时，往往总是夸大在环保绿色方面的“好消

息”而有意掩饰在该方面的“坏消息”，其目的旨在将漂绿作为粉饰性工具提高企业自身的绿色形象。

Marquis 等[4]认为，选择性披露是企业的一种策略，即企业通过仅披露相对靓丽的指标来掩盖不太理想

的整体业绩，以寻求或维持合法性。从象征性与实质性行为之间的解耦来看，这类漂绿企业往往寻找

低成本、见效差的环保实践，而抗拒那些高成本且高效的环保实践。Ashforth 和 Gibbs [5]认为企业在

面对环保实践时会象征性地做出改变，以在制度环境变化时博取信任。而 Walker 和 Wan [6]认为漂绿

就是实质性绿色行为与象征性绿色行为之间的脱钩，实质性绿色行为指能够切实有效地降低污染、改

善环境绩效的行为，象征性绿色行为则是表面功夫，仅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并不能真正代表企业的环

保态度。 

3. 漂绿的形式 

美国 TerraChoice 公司将漂绿行为归纳为“证据缺乏”、“撒谎欺骗”、“模糊不清”、“隐瞒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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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重就轻”、“崇尚认证”及“无关紧要”七宗罪。Lyon 和 Montgomery [7]研究后发现，随着时间推

移企业漂绿有了更新的形式，分别是：“倾向性披露”、“伪善宣传”、“误导性绿色标签”等。Siano
和 Vollero [8]发现漂绿企业往往“夸大企业做得好的方面，隐瞒做得差的方面”或者“说得多，做得少”，

甚至还有可能采取“欺骗性操纵”。Pizzetti 等[9]认为企业漂绿形式可以分为三类，即直接漂绿、替代漂

绿和间接漂绿。该分类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环境行动方面言行不一；企业供应商的环境实践与企业声称

不一致；企业供应商的环境实践与供应商自身声称不一致。观之国内，李大元[10]将漂绿企业大致分类

两大类：“傍绿”和“伪绿”两大类。“傍绿”主要指漂绿企业想尽办法将自己与“绿色”联系起来，

从而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误导绿色消费者与投资者。“伪绿”是指通过欺诈等方式，用一些虚假的“绿

色”产品、证书等以假乱真，有意坑害消费者。 
通过以上对漂绿的概念与形式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界内对于漂绿的定义界定与形式标准存在

多口径、多维度的特点，因此也建议有关学者在研究漂绿问题时能准确把握漂绿概念与形式，避免概念

不清、分类不准等情况发生。 

4. 漂绿的动因 

根据现有的研究，大致将漂绿动因分类为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组织文化以及管理者偏好。其中制

度环境与市场环境是漂绿行为的外部驱动因素；组织文化与管理者偏好是漂绿行为的内部驱动因素。 

4.1. 外部因素 

4.1.1. 制度环境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企业天生就偏好机会主义，在环境治理方面也存在着惰性，因此环境规制与

外部监管也就起到了掣肘作用。若监管不到位，就会为企业漂绿提供可乘之机，企业就会利用“漂绿行

为”来为自身谋取利益。环境规制不仅要有良好的政策制定，还要有利的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缺位必

定导致环境规制的效力下降。外国学者 Ackerstein 和 Lemon [11]都认为监管环境的好坏对企业漂绿行为

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Wolfgang 和 Manfred [12]也同样认为，有效的政府监督和制度设计

能够有效地抑制漂绿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综上观点可以看出，政府的监管不利可能给企业漂绿动机提供

充分条件。在外部监管环境宽松时，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漂绿行为来顺应环境规制要求，以达到满足自身

合法性的目的。观之国内，黄中伟[13]利用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的环保处罚与企业漂绿程度负相关。

但实际情况是环境规制宽松、政府监管不力以及惩处力度不够，这导致了通过漂绿获得的利润更大，所

以企业在逐利的驱使下，往往会选择进行漂绿。此外，潘安娥、余林秀和郭秋实[14]发现强制性制度压

力会显著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模仿性制度压力却会激发企业漂绿行为。 

4.1.2. 市场环境 
就市场而言，绿色市场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消费者日渐树立起绿色理念，对于绿色

商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客观原因，对于绿色认知还只能停留在表面，不能真正识别绿色产品的

真伪，很容易被漂绿企业误导性宣传欺骗，从而给企业漂绿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聚焦 ESG 投资，企业往往会通过漂绿行为给企业树立更好的绿色形象，同时获得更高的 ESG 评分，

达到吸引投资的目的。Kelly 和 Aseem [15]认为绿色产品具备信任品的属性，消费者只能通过企业的宣

传间接了解产品，不能真正识别“真绿”还是“假绿”。同时，他们还发现漂绿企业推出的虚假“绿

色产品”，反而往往更加得到市场青睐。这是因为消费者无法通过环境报告中的信息来判断企业绿色

宣传。Nylasy 等[16]认为当企业向外传递环境绩效不佳时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所以企业使用漂绿

这一“粉饰性”工具来掩饰自己在环保实践方面的不足。此外，Brandon 等[17]认为投资者需要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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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碳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所以企业为了吸引投资会披露更多利于企业的环境信息，但这种信息的真

实性无法得到证实。 

4.2. 内部因素 

4.2.1. 组织文化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公司治理和公司文化影响。在环境方面也是如此，企

业环保的观念对于环境绩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企业内部重视环保观念时，企业对环保实践会采取

积极态度，倡导“真绿”；但当企业环保意识薄弱、利己主义盛行时，企业就会通过“扬长避短”甚至

欺诈的方式披露环境信息，来达到印象管理等目的。黄溶冰等[18]认为，企业漂绿属于典型的非道德行

为，如果企业缺乏环境伦理意识和良好的治理氛围，为了吸引外界关注，可能随意作出环保承诺，但最

终因资源有限、执行水平低下或者绿色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导致环境保护实践中“多言寡行”。 

4.2.2. 管理者偏好 
由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层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是漂绿行为的最终实施者，因此管理者的个人

追求会影响企业漂绿行为。企业高管的价值观、个人偏好以及自利性对企业漂绿发挥着重要作用。黄溶

冰等[19]认为，管理层作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个人价值偏好也将影响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因为企

业环保实践往往要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且有着成本高、见效慢等特点。而管理层通过漂绿行为可以

达到降低成本、更快获得较高的环保声誉，达成个人环保业绩等个人目的，从而选择走此“捷径”。因

此，当管理者因为个人利益而不顾企业利益追逐虚假的绿色形象时，企业就有了更大的漂绿动机。在环

境信息披露方面，通过一系列操作，例如表述性操纵与象征性披露等方式，为企业来带伪装过的“绿色”

形象。此外，刘昱沛等[20]认为不恰当的管理者激励和不对称的信息环境更可能导致漂绿。管理者会利

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掩饰效应”和“工具性”来提升职业声誉和个人利益，造成企业社会责任

披露和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差距。 

5. 漂绿行为的经济后果 

分析现有文献，企业漂绿行为会产生诸多后果，如对企业本身的影响、对消费者认知的影响、对环

境的影响，以及造成其他经济性后果。本文将重点讨论经济后果的影响，分别从漂绿行为对企业自身、

市场、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梳理探讨。 

5.1. 漂绿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漂绿行为一旦曝光，消费者与市场会迅速做出反应，消费者购买意愿会大幅下降，企业声誉与价值

也会受到影响。Jahdi 和 Acikdilli [21]认为企业的漂绿行为的曝光会使得消费者失去信心，同时使得企业

建立的社会责任形象受损。此外，漂绿行为的曝光还将使企业面临巨额处罚，企业可能会遭到重大的财

务损失。Flammer [22]发现，漂绿企业更有可能面临监管罚款和其他制裁，从而降低企业价值。同时，由

于消费者的强烈反对、抵制和负面宣传，公司可能会遭受财务损失。 

5.2. 漂绿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Frooman [23]研究指出社会责任缺失行为被曝光后，

资本市场会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对股东财富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种反应不仅仅是短期的。漂

绿行为一旦曝光后，投资者为了“及时止损”，纷纷抛售股票，从而造成企业股价崩盘，给企业带来

不可估量的损失。此外，Du [24]研究发现，漂绿曝光前后累计超额收益率(CAR)与企业漂绿程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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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讨论。王欣等[25]研究发现不同漂绿行为的曝光会导致资本市场不同程

度的反应。资本市场对“公然欺骗”、“本末倒置”、“空头支票”以及“政策干扰”曝光反应更为

强烈，而对“前松后紧”等其余六种漂绿行为则不太敏感。叶建木和潘媛[26]研究发现三次漂绿曝光后

资本市场均做出了负面反应，并且漂绿程度越高、媒体关注度越高、政府惩处力度越大资本市场的负

面反应越强烈。 

5.3. 漂绿对市场的影响 

漂绿行为会引发“柠檬市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消费者更难识别绿色产品的真伪以及企业的绿

色宣传，这会使得真正那些高价、绿色产品慢慢退出市场，而那些漂绿产品肆意泛滥，最终形成劣币驱

逐良币的市场现象。杨波[27]指出，企业的漂绿行为会产生“逆向选择”，最终导致市场失灵。其次，

漂绿行为会削弱环境监管。政府监管部门会花费时间跟金钱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治理企业的漂绿行为，而

这些人力、物力、财力原本可以用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Delmas 和 Montes-Sancho [28]研究指出企业

的漂绿行为不但不能被有关政府监管部门加以重视，反而会对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起到阻碍作用。最后，

Lyon 和 Montgomery [29]认为漂绿曝光会降低消费者信任度。漂绿企业虚假宣传绿色理念或环保承诺，

但实际行动却往往南辕北辙，消费者对言行不一的漂绿企业会抱有更强烈的负面情绪。 

6. 总结与展望 

由上分析可知，本文通过整理国内外学者对漂绿行为的研究，从漂绿的概念、漂绿的形式、漂绿的

动因以及造成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梳理，旨在完善该领域研究的文献综述。通过梳理文献希望能使得该领

域学者对于漂绿的概念及形式有更为明确的界定与区分。同时，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将漂绿的动因分

为外部动因与内部动因。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构成了漂绿行为的外部驱动因素，组织文化与管理者偏好

构成了漂绿行为的内部驱动因素。最后本文还梳理了漂绿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一是，漂绿行为会通过

消费者与市场对企业自身价值造成损害，同时也会给企业来带重大的财务损失；二是，漂绿行为曝光会

极大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运行，漂绿行为的曝光会给股东带来财富损失，企业也会面临股价崩盘的风险；

三是，漂绿行为会影响市场，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现象，同时也会导致市场的逆向选择，最终导

致市场失灵。此外，漂绿行为还会削弱环境监管和降低消费者信任度。 
虽然关于漂绿行为的研究日益增多，关注度也不断提高，但目前国内外对于漂绿行为的研究仍处于

起步阶段。漂绿的概念、形式以及衡量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仍不足构成标准的体系，仍有待各位学者的潜

心研究。但关于漂绿行为的未来研究方向，本文也给出了一些展望。 

6.1. 环境规制与监管因素 

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漂绿程度。从宏观来说，如何制定合适且有效的反漂绿

制度以及政府相关部门该如何监管等问题是治理漂绿十分重要的话题。从微观来说，相关监管机构如何

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对于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的标准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还可以研究相关

监管制度的制定以及监管力度对企业漂绿程度的影响。 

6.2. 公司治理因素 

公司治理角度研究漂绿有许多可挖掘的研究点。从组织因素入手，可研究企业治理结构与漂绿行为

之间的关系。或者更微观来说，可以研究会计的治理功能与漂绿行为的关系，例如会计稳健性对漂绿行

为(程度)的影响；从管理者因素入手，可以考察管理者宗教、信仰、文化水平以及是否有留学经历等与企

业漂绿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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