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中國大陸企業

綠色發展與環保法令遵循

中國大陸江蘇省蘇州市昆山市政府為了積極踐行生態文明保護政策暨確保水質監測之標準，以符

合中國大陸中央政府就環境生態保護的高標準，由「昆山市兩減六治三提升專項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

於 2017 年12 月 25 日發布「關於對吳淞江趙屯（石浦）等 3 個斷面所屬流域工業企業實施全面停產的

緊急通知」，發布的第一時間已對當地企業造成影響。該停產通知雖暫緩實施，然可預見主管部門日後

必以更高標準進行監管。

事實上，前開昆山地區停產事件中，已可窺見中國大陸政府目前對於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之高度

重視。綜觀近年中國大陸立法及執法之進程，2015 年開始實施新環保法起，從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

制、固體廢棄物處理等面向，逐步讓企業提高對環保合規的重視程度。在今年實施的環保稅，以及下一

波可能成為重點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監管等，亦將使企業必須認真面對環保合規性問題，以免落於中

國大陸生態文明方針之後，從而無法繼續順利營運；相對的，環保合規性佳的企業，則可能獲得更大的

競爭優勢。

面對現今的環保趨勢，企業進行投資決策時，究應如何將環保因素納入考量？營運時，又應如何作

好環保工作，將環保風險降至最低，甚至獲取環保獎勵？該如何從政府環保政策發展趨勢中，發現新商

機，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凡此，實值台商企業重視與思考。筆者於過去幾年帶領理律環安團隊

為兩岸企業提供環安法令遵循服務的經驗，深刻體驗到台商企業若能以與中國大陸法律法規相契合之

國際標準或台灣經驗，即可符合環保合規之要求。因此，針對前述問題，我們或可從環保法令遵循的角

度獲致一定程度的解答。基此，筆者謹就我們在中國大陸提供環保法令遵循服務的經驗，簡要提出以下

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環保政策、法令發展趨勢的觀察，以及企業如何因應的建議。

◆文／蕭偉松  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上海律同衡律師事務所資深顧問、土木技師
梁禺山  上海律同衡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大陸執業律師）

圖／傳動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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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環保政策與法令的發展趨勢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帶來

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及各種環境污染已嚴重影響

人民健康，中國大陸政府已意識到追求 GDP 成

長的同時也需要關注生態文明的保護，亦即，需

兼顧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平衡，甚且，對生態

文明的保護更重於不健康的經濟成長，從而有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配套措施。

在政策、立法面，2016 年 11月15 日中國大

陸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通過了《「十三五」生態

環境保護規劃》，明定環境保護總體目標為生態

環境質量總體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

少、環境風險得到有效管控、生物多樣性喪失速

度得到基本控制、生態系統穩定性持續增強、綠

色生產和綠色生活水平明顯提升、生態環境治理

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使生態文

明建設水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相適應。今年甫

實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取代

過往排污費之徵收。此外，中國大陸全面推動資

訊公開、完善環境治理與保護的市場化機制，及

加強環境污染治理管理的制度。

在執法面，中共中央、國務院於 2015 年間所

印發之《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

確要求領導幹部對任內發生資源環境生態嚴重

破壞之事件將實行終身追責制。因此，政府領導

幹部於此氛圍中，過往不作為之執法方式將不復

存在，而執舊思維、企盼以公關手法面對政府監

管的老式台商企業，亦不再可行。凡此，均將使台

商企業必須更加重視環保合規性管理。

中國大陸自確立生態文明之政策方向，伴隨

著中國大陸環保法令、政策與執法的不斷調整與

細化之情況，對於不合規、無法合規，或者不知如

何合規的大陸台商而言，營運勢將面臨一定的挑

戰；對於想要合規的台商而言，如何以法律的視

角具備或達到環保執法的合規要求，並通過管理

的方式維持合規的營運，將會是一系列如何體系

化進行法律合規的學習歷程。

二、 台商企業如何知法而守法，筆者建議宜

以合規的思維與態度因應環保十三五

時代

進入十三五時代，中國大陸政府逐步強化環

保排污的治理工作，大幅提升執法力度與專業度，

對於執法部門、企業（包含台商及中國大陸本地

企業）與有關環境保護的研究機構來說，實為專

業且複雜的挑戰。根據筆者近年來的經驗，建議

台商企業可由下述幾個方面著手：

（一）有體系的認識中國大陸有關生態文明及環

境保護管理的相關法規

首先，我們需先探討一個問題：若未充分考

量中國大陸法律法規之內涵及要求，單以國際標

準、行業標準、技術標準或以往在台灣的經營管

理經驗，是否即足以面對中國大陸政府環保之行

政管理？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種情況，建議台

商企業應審慎檢視：

1.  中國大陸談論「合規性」或者「經營行為／活

動的合規與否」均係從法律視角、法律程序檢

驗之，台商若非從法律的視角準備或認識合

規性，驟遇執法部門的到訪，可能會出現一邊

執營運習慣或常識思維（企業）、另一邊採法

律法規用語（執法人員）之狀況，而產生溝通

無法聚焦、雞同鴨講的情形。

2. 中國大陸政府對於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有關

行政管理法規的發布，雖部分參考國際趨勢，

但仍高度因應其國情之需要，前述未融合中國

大陸法律法規的國際標準及經驗，與中國大

陸行政管理要求間，似難緊密切合。若此，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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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融合中國大陸法律法規的國際標準、行

業標準、技術標準或以往在台灣的經營經驗進

行管理，恐仍有掛萬漏一的情形，從而可能發

生面臨執法而措手不及的窘境。

3. 台灣學者有認為「法律為原則與例外之學問」，

筆者以為，此更加適用於中國大陸行政管理

的有關事項，尤其中國大陸區域廣、行業眾、

執法因地制宜等因素，台商自身行業之行為活

動中，何者為法律之原則、何者為法律之例外，

可能有事先檢視的需要。

（二）正確認識中國大陸生態文明與環境保護的

行政執法與救濟程序

關於前述263專案辦公室的停產決定通知，

可知環保主管部門對企業現場檢查的因素甚多，

不完全採突擊檢查之形式。有關如何因應環保主

管部門的執法，筆者建議：

1. 企業宜高度重視稽查人員的到訪，事先編定

面對稽查之標準作業流程。現場稽查時，指派

一定位階以上人員陪同，並適度表述法律上

應澄清或釋明事項，亦可避免現場基層人員

之表達未能完整而引起誤會的情形發生。此

外，鑒於稽查過程中所提供的任何文件，均可

能成為後續行政決定的證據，建議台商在日

常就應對現場操作文件予以重視、建立定期內

控之機制，以從容面對各類現場檢查。當遇有

稽查人員製作現場檢查筆錄或勘驗筆錄時，

如有可陳述之機會時，務須謹慎對待，對於內

容之記載可適時予以反應。

2. 面對主管部門於調查後作出的行政決定，企

業應分辨該等決定的法律效果，究屬於責令

改善、罰款、停產停業、行政拘留等行政責任

的哪一種類型，並應知曉法律所賦予人民的程

序權利，如告知權、陳述權、申辯權、要求聽證

權等，根據實際情況行使該等權利，以保障合

法權益。倘企業認為行政決定有程序上或實

體上的違法情形，或者行政決定合法但有不

合理的情形，企業尚有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

等救濟程序。

（三）台商企業宜自行建立或調整符合中國大陸

法規範的內部合規管理體系

台商企業早在中國大陸生態文明與環境保

護政策、法律與執法態度調整之前，其內部管理

制度可能已在中國大陸行之有年，然該等內部管

理制度與中國大陸現行法規範與執法要求的合

規關係如何，可能多數台商都無法給出一個明確

的答案。就此，需提醒注意者，因違反環保、安全

生產相關法規可能涉及的行政責任，除有責令改

正、罰款外，尚有影響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以及

影響經濟收入的停產、停業，另外，亦可能涉及民

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為此，筆者建議，台商企業宜

適時檢視內部管理制度與中國大陸生態文明與

環境保護法規範的契合度，並建立內部制度合規

管理體系，確保企業管理行為所依據的內部制度

具備合規性，以避免前述環保法律風險的發生。

（四）台商企業宜就實際營運行為的合規性進行

自我檢驗

台商企業認識與調整自身內部管理制度具

備合規情形之後，建議應適時檢驗內部是否確實

依據內部管理制度做出相應行為。由筆者協助扮

演第三方角色檢驗台商客戶行為的合規性的經驗

顯示，部分台商企業，即便有內部管理制度，然於

制度之落實上，仍存在極大的改善空間。此外，

筆者更建議台商企業建立內部稽查制度，定期審

視以合規基礎所建立之內部管理制度，其落實與

執行的真實情況，透過此等檢驗，不斷精進、回饋

與調整內部管理制度。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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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國大陸政府為推動綠色發展所提供

之政策紅利誘因

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者許小年教授對於供

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邏輯性的剖析，其指出：中

國大陸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並非來自政策刺激下

的拉動需求，而是來自於供給側企業效率的提高。

真正的供給側效率提升，應是通過制度性的改革

帶動企業創新，形成新的增長點。

由前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動企業創新的

邏輯，中國大陸近年大力推動發展綠色金融，以

綠色信貸與綠色債券等金融手段引導產業朝向

綠色發展，並積極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等諸多

政策，即可略窺一二。此外，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

平於 2017 年10 月18 日中共十九大中明確指出，

要推進綠色發展，加快建立綠色生產和消費的

法律制度和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

展的經濟體系，再次宣告供給側改革制度的必行

性。

台商企業正逢中國大陸供給側的制度改革

時期，宜關注其規制型環保政策發展，藉此尋求

產業升級的機會，並充分利用中國大陸目前正推

展的綠色治理體制上的相關獎勵配套措施，把握

住企業最佳的發展契機。

四、結語

不只中國大陸，世界各地包括台灣在內，均

不斷尋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最佳平衡點，相

較於過往大力發展經濟而言，目前各地政府政策

明顯朝向以環境保護為本而節制企業，將以往無

需由企業負擔的環境破壞成本轉變成由企業營

運成本。抑且，在現今產業分工如此細密且產能

集中的情形下，很可能一家企業之生產受影響，

整個產業鏈均受影響，企業與企業之間，儼然成

為環保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台商企業運用現有

資源，順應中國大陸政府政策及法令之要求，作

好環保法規之合規性工作，並同時掌握綠色經濟

政策的利多，勢將成為企業永續發展所不可或缺

的關鍵競爭力。

 中國大陸近期飽受霾
害，多次啟動空氣重
污染預警。圖為 2 月
2 日，黑龍江省哈爾
濱市出現嚴重的霧霾
天氣。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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