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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近 40 多年以来，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而行的是越来越难以为继的粗

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当前，在人们物质生活的水平已然得到充分的保障的背景下，我

们对更加友好文明的发展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

出，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需要以构建生态产业体系为战略起点，进而加快健全完善

友善环保低耗能的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顺应这样的时代潮流，“生态产业”的发展理念

应运而生。我国近年来更是将生态产业的发展提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得益于相关产业

政策的支持保障，生态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各地区得到高度关注，使其形成了一个强劲的

发展态势。甘肃地理位置处于我国西北内陆区域，是丝绸之路的关键区段和主要枢纽。

由于长久以来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加之粗放的发展模式使得本身先天不足且脆弱

的甘肃省生态环境更加不堪重负，在上述这样的现实情况之下，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

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极具战略意义。考虑如上现实情况，

本文从生态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首先对现有学者就生态产业领域以及金融支持产

业发展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与成果做了分析与梳理，主要包括生态产业提法的追溯、生

态产业相关概念的辨析以及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研究方式与方法等。其次，对支撑生态

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做了充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从定性的层面探讨了甘肃省生态产

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该省在发展生态产业时所具备的优势与劣势。最后，依据遴选出的符

合研究需要的样本企业数据，对于金融支持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效率评

价模型做了定量的研究，模型采用了在进行效率评价测度时较为主流的 DEA的 BCC 模

型以及Malmquist 指数模型，在得出研究结果与结论后，从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角

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甘肃省 生态产业 支持机制 效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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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an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ethod tha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sustainable.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people'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fully guaranteed,

we have a higher level of pursuit for a more friendly and civilize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industrial system as a

strategic starting point, and then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a

low-energy-consumption circular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Following this

tendency,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cological industry" came into being.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ies

to a whole new level, thanks to the support and guarantee of relevant industrial

polici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industries has blossomed and developed

steadily in various regions of our country. Gansu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inland area of northwest our country, and here is also a key section and main

hub of the Silk Road. Due to the long-term lag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and the extensive development model, the inherently weak and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Gansu Province has become more overwhelmed.

Under the above-mentioned re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Gansu Provi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is also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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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high-quality growth of my country's overall economy. Considering the

above realitie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y. First, it analyzes and combs the related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results of exist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support industries, mainly including the traceability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concept. , Discrimina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of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research methods and method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tc. Secondly, the theoretical basis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is fully introduced. On this basi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provi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are discussed from a qualitative level. Finally, based on the

selected sample enterprise data that meet the research needs, a quantitative study

was made on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 The model adopted the DEA BCC model and the Malmquist index

model, which are extremely mainstream in the efficiency evaluation

measurement. After draw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utilization.

Keywords：Gansu Province；Ecological Industry； Support Mechanism；

Efficienc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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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意义

1.1.1 研究背景

甘肃地理位置处于我国西北内陆区域，自古以来就为中西交通的必由之路，也是丝

绸之路的关键区段和主要枢纽；不仅河西走廊，整个甘肃从陇东泾河流域到渭河流域以

至洮河流域，都是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的要道。由于长久以来该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加之开放市场以后长年累月大干快上模式导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使得由于地势、气候

等地理条件决定的本身先天不足且脆弱的甘肃省生态环境更加不堪重负，在以重工业和

资源型产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更加进一步推高了甘肃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与此同

时，复杂严峻的生态问题使得甘肃复杂的生态环境面临着更多的环境问题，如水土流失

严重、土地出现荒漠化和沙化、草原退化，空气、土壤、水资源污染大等，其中以祁连

山生态问题尤为典型。

在全面贯彻党十九大精神的指导方针下，推进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以构建生态

产业体系为战略起点，加快健全完善友善环保低耗能的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借此实现甘

肃省经济发展的绿色腾飞，这已成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实现高速健康发展的一个现实选

择。李克强总理曾在 2017 年度的两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

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重点加快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政策倾斜支持生态型企业的发展，

这份报告明确的以生态产业为基调的发展方向。甘肃省积极响应总理在政府工作会议上

做出的号召并在其后的进程中取得一定成果。2017 年，我国首次发布了一份与绿色发展

指数方面有关的文件，在这一份文件中我省位列西北地区的第一名。2018 年 12 月 4 日

甘肃省委发布的《甘肃省推进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要着力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以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为核心依据不断加强生态产业体系的构建，提高产业

生态化、循环化水平，转变原有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引导经济发展的朝向更加低碳

清洁，以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实现和延续。

在上述这样的背景之下，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对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上占据要津的甘肃省自身发展至关要紧，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极

具战略意义。有鉴于此，甘肃全省当下整体应当着力攻坚的关键点在于建立健全一个完

善的生态产业的框架结构，丰富框架内的产业内容，在此基础上，运用各项政策手段支

持这个框架内相关子产业业态的有效发展，这对于甘肃省内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势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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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富有成效的作用。相应地，对于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与效率评价则

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

我省所提出的十大生态产业主要包括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先进制造、

文化旅游、通道物流、循环农业、中医中药、数据信息、军民融合等十类。按照宏观的

角度也可以分为三个大类，首先是国家发力倡导，优先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包括节能

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其次是突出我省特色，重点培育的绿色生态

产业，包括循环农业、中医中药产业、文化旅游产业、通道物流产业、军民融合产业；

最后是紧盯发展趋势，着力提升的绿色生态产业，包括数据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产业。

1.1.2 研究目的

自始于 2018 年起，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全面筹划下，省内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

促进生态环保发展的政策与指导方略，在政府印发的《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

发展崛起的决定》这一文件中，生态产业相关的发展问题被给予了重要的地位。有鉴于

此，对发展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具体问题展开有关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且必要。在当下，

传统的工业仍然是甘肃省进行经济发展所重点依托的业态。这意味着，甘肃省经济发展

的方式仍然沿袭着以往对自然资源环境进行掠夺式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现在，在国家

层面绿色发展的大政方针的时代背景下，如此发展方式必须要得到根本的转变，借此建

立高效集约以及更加友好的增长方式。基于上述的现实需要，生态产业凭借自身与身俱

来的可持续发展性给甘肃省长期所依托的资源型产业进行何种转变给出了一个极具现

实性与可操作性的最佳选择。所以，强化金融对甘肃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优化和

提高金融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机制与效率是本文在深入调研分析的基础上，进

一步展开研究的主要目的。

1.1.3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的层面来看，本文首先通过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跨学科知识对生态产

业发展的相关概念和所包括的基本内容做了一定阐释，并尝试性地从运用金融资源促进

产业发展的层面来类比性地去探讨了金融资源对生态产业的发展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

以此来进一步展开论述。随即针对甘肃省本土生态产业的发展情况，基于实证研究所显

示的具体结果，分析金融在支持本省绿色生态产业的过程中存在问题与不足，在得出支

持效率的评价结论后，尽可能给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通过上述对实际数

据的分析研究，从理论层面上对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发挥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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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意义的层面来看，在环保绿色与低碳等特性已然被作为全国发展过程中所考

虑的首要问题时，甘肃省推动经济进一步升级转型时同样会考虑如上问题，这决定了生

态产业在我省经济层面的发展地位与成分占比必然会不断上升。本文首要的研究重点是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支持的效率测度评价，这对甘肃省当前大力发

展生态产业的经济战略至关紧要。本文探讨这些现实问题主要思路具体如下：首先，通

过实证研究分析将发展该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下来，这对后续解决如何提升金融

支持效率的相关问题有正面的作用。其次，是本文通过系统性梳理有关金融功能支持生

态产业发展方面的文献，对甘肃省较为完备地掌握现有的关于金融支持产业的发展的推

进方式以及学习如何提升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效率方面的经验起到现实的积极作用。由此

可以明确，上述研究对甘肃省发展生态产业过程中如何高效地培育产业实现丰茂的成长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世界各地的学者在生态产业的发展以及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领域已经做了大

量翔实有益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金融的角度尝试去理清金融

活动作用于生态产业的路径机制，从而分析评价甘肃省生态产业在金融支持机制下发展

的效果，并尽可能的提出一些合理的措施与建议。当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支撑了本文的进

一步研究，本小节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1.2.1 关于生态产业发展的研究

当下对于生态产业当下并没有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统一的概念。以现有的研究成果来

看，主流观点主要如下：鲁伟（2014）认为生态产业是依托生态学领域的知识背景以及

生态系统的承受力，在社会化大生产循环的全过程中，借鉴效仿原始生态系统，形成闭

环且有完整生命周期的网状、叠加复合型的产业。尹琦（2002）认为生态产业链一般指，

以恢复增长存量天然资源为指导，为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值，更新升级多种产业的链接

关系，开创新型产业系统的创造活动。彭总波（2002）指出生态产业的核心理念有事情

预防、闭环生命周期、资源多维利用、可持续发展等重要概念。总的来看，生态产业是

结合生态工程学的知识与理念，实现经济的发展朝着循环低耗能的方向去的一种产业业

态。

国内学者除了就特定的生态产业本身这个概念做出辨析外，还以当下比较热门的相

关业态（如绿色产业与环保产业）为参照做了对比性的阐述，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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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环保产业，当前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且较为流行的定义有两种，首先，王重生

（2001）认为，环保产业在降低有害污染物排放、降解废弃有害物质等方面可以提供清

洁设备与恢复生态等服务的产业领域，这是相对狭义的环保产业概念; 姜一春（2004）

则提出包括能够在事前预防破坏生态方面能够给予产品和服务支持的企业，比如生态破

坏预警设备，排放监测设备，低耗能生产设备，清洁无污染生产设备等产品，这是广义

层面的环保产业定义。当前对环保产业在国际层面形成了广泛共识的主流观点，王旭东

（2001）认为环保产业的狭义定义是最能体现其本质的说法，但是林嘉斌（2008）认为

在实际的环保层面却愈发看重设备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的运行方式。有基于

此，在现实生活中更能说明环保产业的本质内涵的普遍是广义层面上所定义环保产业。

根据阅读相关文献所掌握的国内环境保护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刘国涛（2005）提到，

二十世纪初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环保产业发展“十五”规划》的文件，该文件将环保产

业囊括的范围界定在了环保产品的生产与经营、资源综合利用、环境服务等三大领域。

生态产业是伴随着科技进步而产生的。李宝林（2005）认为生态产业主要包括两个

领域，即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的产生早于生态工业，张晓蕾（2002）认为生

态农业所采用的知识基础主要有生态学原理等相关知识科学，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首先被美国学者所提出。威廉姆.阿尔伯卫奇（1970）提出农业的生态化是通过将现

代的科技成果和当前的农业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全新形式的农业业态，这种农业模式的

特征是有助于生态平衡、以及维护生态平稳运行。王晶（2007）提出生态工业则是以参

照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样原理基本，结合生态运行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经验加之现代的信息

技术来运作和管理。马剑锋（2007）提到生态工业的最主要特征是对资源的集约化高效

利用、产品的清洁化以及对有害废气排放物的无害降解处理等。魏东明（2005）认为，

与以往野蛮式发展的传统工业相比，生态工业是更具有现代文明的的发展模式。对比生

态工业与传统工业的发展特征、发展过程以及发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工业在整

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是传统工业远不能及的。李艳芳（2008）提出

上述两种工业类型的主要区别可以明显地从二者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

方式和开采后的恢复治理方式中看出，生态工业所秉持的理念是在生态系统能够进行自

我修复的情况下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使得人类的生产活动与自然能够和谐并存，而不

是非此即彼。生态工业对于各种短期不可再生资源的有度使用和节约意识也是传统工业

所不具备的。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得出，对生态产业的倡导与推广将使我们更加接

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经济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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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经济增长所引致的环境成本与所消耗的资源存量已然极大超出生态环境所能

负荷的程度，张艳国（2012）认为绿色发展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这一类问题，通过绿

色发展所倡导的理念指导现实经济的增长，借此保护现有的生态状况不再进一步恶化以

及给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以时间与空间，防止涸泽而渔的情况出现，进一步深化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增长模式。陈健（2009）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比作绿色产业的基石，认为凭

借着绿色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视化、现实化的表达。一般来讲，如同何永

进（2007）所提，生态产业即为结合现有的科技成果，开发新型生物环境技术，大举推

进清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支持对环境节能减排有正向引导作用的产业，加强培养

各行各业的环境保护意识，在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将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

置，实现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良性融合化发展。

1.2.2 金融支持生态产业的效率和机制研究

金融支持的层面上，当前中外学术界对于金融支持效率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实证两

个方面展开。国外侧重点大多在实证研究方面，较为先前的有 Aigner&Schmidt（1977），

使用的是前沿分析法（SFA）对金融效率进行测评，再到后来有 Haslem（1999）通过运

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针对金融机构运营情况进行金融效率的测度，同样的后来

者如 Simplice（2012）也运用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 测度世界多国金融行业的

金融运作效率，并对涉及其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证分析，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我国学者对这个层面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探讨则更多的是关于对金融支持产业的

伦理和路径研究以及对于产业的高效发展是否起到实际作用并通过合理的模型对相应

产生的作用进行量化探讨。王振山（2000）在其研究的生涯中对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方

面提出了一个将经济领域概念与金融相结合的新颖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有

效的定义完全可以用于评价对金融支持是否有效作出评定。白钦先（2001）则以金融发

展的角度为出发点认为从根本上该领域的关注点应当聚焦在金融效率的提高。顾海峰

（2009）认为，在不同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金融系统发挥作用的途径主要分为直接和

间接两种方式，直接的方式主要以银行系统为代表，间接作用的发挥则主要体现在我国

的股票市场; 庞瑞芝、张艳和薛伟（2007）对于金融效率的评测主要集中在对银行系统

在经营效率方面的研究，将银行的经营成果经过 DEA模型的数据处理得到了其经营效

率的评价结果，紧接着通过 Tobit 的模型对经营成果的相关影响因子做了阐释。在当前

大多数研究仍着眼于全国范围内的其他产业作为研究对象的趋势下，侧重于地区或区域

为研究对象的就相对较少，而侧重于生态产业这个业态为对象的则更加鲜见。改善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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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金融支持效率和资金配置已成为甘肃地区生态产业需解决的重点问题。本文通过收集

甘肃省生态产业领域的 18 家上市公司过去 5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材料，使用（数据包

络分析法）DEA方法，选择以产出为导向规模可变的 DEA-BCC 模型对甘肃省生态产业

的金融支持综合效率进行测度，再利用 DEA-Malmquist 指数对效率进行分解，以保证效

率评测的全面性和可信度。对样本企业的金融支持效率进行评估和比较分析，从而提出

针对性的优化方案。

1.2.3 文献述评

以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展示与罗列主要从生态产业的研究和金融支持生态产业

发展的效率与机制的研究两个方面展开。

综上所述，首先从关于生态产业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对生态产业所蕴含的涵义

以及其基本概念方面的探讨已经有一个相对较长时间跨度的历史过程。从历史的角度

看，现有研究内容不论从深度与广度还是国内外学者们对生态产业基本理论探究的涵盖

范围，都已然已相当充分。然而伴随着科技的创新升级，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更新升

级，一系列全新的产业业态也应运而生。因此，当下的成果仍然有进一步地完善与发展

的空间，也就是说生态产业基本理论的所应该包含的范围还应当进一步的根据现实经济

社会的发展进行补充完善。其次在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效率研究中，综合现

有学者提出的观点来看，对于金融支持产业发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不论是

从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还是金融支持的发展模式，都提出了较为完备且逻辑自洽的理论

机制。可以看出，金融支持产业发展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运用金融的原始功能，在优化其

赖以运行的金融制度设计后，提高其对产业支持的效率，发挥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作用。除此之外，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现有的金融支持产业发

展的理论囊括的产业类型比较广义化，即所提及的产业是较为笼统的泛指，鲜有从具体

的生态产业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由于目前在国内针对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研究尚

未完善，应当将生态产业与其他金融支持的已经成熟的产业类型做对比，找出异同，借

鉴金融支持已有的优秀研究成果，结合生态产业的特性，开拓性的提出与生态产业发展

相适应的金融支持方面的内容。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具体的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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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为绪论。本章节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确定了本文的研究问题、

思路以及方法，分别从生态产业及其相关的概念以及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

了梳理，之后提出了本文所研究的重点。

第二章为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节首先对本文要研究的生态产业的概念以

及甘肃省生态产业所涵盖的范围做了一个界定，其后介绍了生态产业发展所依托的理论

基础，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此外，在这些相关的理

论基础上，对金融如何作用于生态产业发展的相关机制问题也在本章中得到体现。

第三章为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本章以介绍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变化

为起点，结合了我省产业发展的演变历程，在当前发展生态产业的问题上剖析了甘肃省

发展生态产业所具备的有利条件和面对的不利因素。在此基础上，尝试性的探讨了甘肃

省发展生态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为研究设计及实证分析。本章节首先构建了本文研究的实证模型，针对研究

假设做出的研究设计，选取合适的样本、变量并说明数据来源。之后通过 DEA 模型检

验了金融对于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效率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讨论分析。

第五章为研究结论与建议。该部分对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进行总结，得出结

论。之后结合研究结论从政府、企业、金融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使得金融支持能够对

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发展发挥更大更有效的作用。

本文技术路线图如 1.1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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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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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方法

（1）文献与理论研究法。在运用文献与理论研究的方法进行本文的研究时，通过查

阅众多生态产业领域与金融支持促进产业发展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对研究现状进行了

梳理，并对文献进行了分析总结，探讨了金融的支持对生态产业的发展发挥影响的机理，

分析了在现有的机理下金融支持发展的功能在生态产业发展历程中所体现出的效用。

（2）实证分析法。在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探索时，本文主要通

过清科私募通、国泰安、Wind 等多个数据库搜集整理甘肃省在生态产业领域深耕的上

市公司企业。对研究样本进行描述性分析，并采用 DEA 模型对资本市场的支持效率进

行了评价，探究上市公司通过在金融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后对省内生态产业发展的促进

成效。

1.4 研究重点以及研究预期的结果

1.4.1 研究的重点

本文从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模式选择两方面，探讨金融对促进生态

产业发展时所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效用，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生态产业发展有关的金

融支持理论的具体机理是什么；现有的金融制度设计下，对于生态产业发展支持的作用

机制有哪些，以及一些常见机制作用效果的具体评价。

1.4.2 研究的预期结果

通过研究金融支持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现状及相关问题，为甘肃省生态产业在既

定的发展方向下，能够更大程度的发挥运用金融特有的促进产业发展的功能性，提高支

持生态产业发展的效率，平滑地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低耗能高效的发展提出合理可行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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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金融作用机制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生态产业的内涵

生态产业的思想基础是推动产业生态化在现实世界客观运行的这一理念作为支撑

的。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理论基础是 LCA 理论，

即生命周期评价理论，这一理论的不断推陈出新是伴随着循环低碳的生态产业的发展同

步进行的。生态产业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有较强的类比性，“资

源——产品——消费——废弃物——再生资源——再生产品”是其运行的底层逻辑。这

种运行逻辑下的产业发展符合当下的发展需要，也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是一种

全新可持续的产业业态。自打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开采方式几近“涸泽而

渔”，经济盲目、无序的扩张使得空气和水资源污染、雾霾严重、土地沙化等一系列问

题涌现，破坏生态的粗犷式增长方式不可持续问题日益严重，这同时对于人类的生存与

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经济的发展方式亟待向生态化、可持续模式转型升级。

生态产业是遵从了生态经济原理与知识经济规律，在生态学理论的指导之下，着重

体现了全面预防和完整生命周期等生态化发展的关键内涵。这种全新的呈一体化的产业

模式是仿照了纯天然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后而显型的。原始社会时期，远古人种维持生

命存续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团体协作的捕猎，但这种获得食物的方式在人口规模与日俱增

的现实问题面前，变得难以为继，因此迫于求生的本能，从大自然所蕴含的丰富宝藏里

衍生出了农业文明。随着人类不断地繁衍生息，现有的农业文明也逐渐变得无法全面满

足时下人类对物质文明的需要，这进而催生了早起工业文明雏形的形成。乘着工业文明

高歌猛进发展的东风，使得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以外，拥有了以往远不曾想过的

生活水准。但任何更高阶的生活方式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空前的物质文明意味着绝对

的生态破坏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式开采，这警醒着我们，当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采

取的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人类亟待需要一条在

推进自身发展时同时考虑自然生态、尊重自然生态协调发展道路的出现。生态文明日渐

兴盛的潮流趋势下，生态产业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结合现实原因而出现。这也时

生态产业的内涵所在。

将生态产业与之相关的环保产业、绿色产业做综合对比，可以看出如下关系，环保

产业是剩余两类产业赖以发展的现实基础，没有环保产业领域的科技发展，剩余两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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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存续与发展难以得到保证。同时，三类产业的整体发展也具有内在交互性的协同作

用，共同促进，共同成长。从产业特性的角度对三种产业的说明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三类产业特性比较

类别 突出特性

生态产业 循环型、节约性

环保产业 服务性

绿色产业 区域性、包容性

无论是环保产业、生态产业亦或是绿色产业，其基本属性都是以人类社会的长足发

展为根本。首先是环保产业，发展该产业所能实现的预期结果对经济体系中的其他主体

由直接的正面效应，比如在预防和治理破坏生态、优化自然面貌、保护不可再生资源等

方面都有直接的益处。其次，对生态产业而言，该产业倡导的是集约化回收再利用的发

展思想，具有明显的链状特征，这突出表现了生态产业作为循环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重

要地位。其三，绿色产业对比前面两种产业来讲，基本属性突出方面稍逊色于生态产业，

但根据政府文件中的有关提法，绿色产业同样是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

2.1.2 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含义

在一个经济结构较为健康的经济体内部，尽可能的将所设立的金融支持体系的完备

健全，通过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功能属性，可以实现特定产业的快速崛起，这也是特定

产业在既定较短时间内得到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内涵较早是在对

工业以及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层面来探究的。处于现代经济发展核心地位的金融系

统, 在现代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生态产业而言也是同理。金融

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内涵主要从金融对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金融支持的模式选择

等问题来展开说明。

首先是金融对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帮扶的作用机理，在具有现代经济结构和发展方

式的任一国度中，国家的相关产业是否得到长足稳健且高效的发展和该国金融业的发达

程度呈现明显的正因果关系，金融体系通过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相关产品和服务对一些

政策支持且富有前景的特色产业提供服务和支持，在推动这类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

地区经济的整体增长。不难发现，OECD组织内的那些金融体系完备以及金融业极为发

达国家, 相对应地，产业发展的后备力量更足潜力更大，这正是得益于该类国家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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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系统，因为这些国家具有的满足现代金融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成熟的资本主义

社会这类基本必要的制度条件。当今世界，伴随着环保理念的兴起，绿色循环的产业发

展逐渐成为引领发展的主要角色和领导力量，结合现代金融业的强大组织和运作能力，

将有效促进循环产业的发展效率。此外，金融固然对循环生态产业的发展有一日千里的

促进作用，但这也要建立在金融体系合理，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丰富以及专业的金

融人才等一系列条件之上，这些条件需要构成金融领域的众多元素不断更新进步、与时

俱进，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通过自身的属性功能关注目标产业的发展才显得有现实可操

作性。以我国珠三角一些产业的有效发展为例，正是得益于珠三角较为完善的金融支持

体系, 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才使得金融的支持在珠三角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运用好金融支持手段能够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的实例不胜枚举，这已经成为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问题上，

一个具体的路径是通过资本市场，参考国外的资本运作模式，结合我国已在产业发展中

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在金融市场获得支持的产业领域一般都会取得较好的发展成

果。因为金融市场聚集了大量专业的投资者与丰富的金融资本，而其识别项目前景的能

力与专业的战略眼光是正是产业获得转型升级的重要参数。现代经济关系中, 金融扮演

着经济发展核心关键角色, 对产业的发展过程发挥着显著的作用。金融对生态产业的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机理主要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作用，即资本运作机理、资源供给侧调配

机理、需求激励机理。三个机理主要影响财务资源的流向、人才技术的流向、消费需求

的导向。此外，上述三种机理彼此之间亦有互相作用引导的关系存在。

其二是关于金融对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方式问题。与传统产业相比较, 生态产业具

有循环性和天然性特点。因此, 必须要充分发挥金融的助推和引导作用, 加大金融对生

态产业的支持。所以通过协调组织各类性质不同、支持方向各异的金融机构协同起来，

形成一套综合的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系统，通过专业的投资意见与产业相应的发展阶段

给出精确的扶持政策，提高支持的效率，避免投资冗余和资源无谓的消耗。以往的经验

表明，政府层面明确的支持表态对发展目标产业过程中的各个参与主体而言有极为有效

的正面信号作用，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中基础规则的制定者，拥有一些经济个体所不

具备的特殊功能，比如政府的财政政策倾向性支持等。同时，政府作为基础规则得以执

行的监督者，拥有保障支持产业发展的通道顺畅运行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极大的背书作用。我们还可以通过政府层面的种种优势，通过制定特定的产

业政策，就产业发展过程里提供支持和接受支持两个维度给予协调帮助。综合整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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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金融对接产业提供帮助的方式方法琳琅满目，然而尽善尽美的几乎不存在。因此，

恰当的支持模式对获得高效率支持而言极为关键，应当根据产业发展阶段的具体状态来

做出选择和判断，目前主要有起始、成长、成熟等三个阶段，对应着金融资源的融通、

风险控制和获利三个功能。生态产业当前的发展仍然属于起步和成长阶段，这个阶段面

临着各种诸如高风险、不确定性、低回报的特征，这极大地限制了生态产业的良性成长，

主要问题表现为缺乏财务资源的支持、无法获得市场主要关注等。基于上述生态产业的

基本情况，可以发现，适应不同风险等级的多元化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可以解决生态产业

当下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2.1.3 生态产业和传统工业的区别与联系

（1）两类产业的区别

首先是基本内涵方面的不同。当下对于传统工业和生态产业仍然不存在一个标准化

的含义，传统工业作为改革开放后拉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产业的特征属性是劳动

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这个产业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金属冶炼、能源开采等等产业。传

统工业由于陈旧过时的生产技术以及僵化迟钝的生产组织模式，产品附加价值不高，在

当下这样的经济新常态中处于衰落期；经济、环境、社会产出与生态产业之间的落差较

为显著。对于培育生态产业这个业态产生实质性增长的角度来说，应当调动资源、给出

政策去刺激激励研市场研发的积极性，以此使得科技文明在与生态产业相关的领域里有

更多的新成果新发现，推动生态产业的指数型增长。另外，由于传统工业长期以来的发

展定位是唯产值与唯增长论的，因此其经营发展的理念势必为追求利润最大化，通过生

产要素的不断投入，实现规模经济，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生态产业的经营理念正好与

传统工业形成了鲜明的反向对比，该类产业关注的核心在于社会服务效应的最大化，在

充分利用新颖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生产流程和产品结

构。生态产业是指在充分整合利用产业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上，立足自身地理区域位置，

结合自身优势，在已有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推动整个传统的工业体系进行转型升级和优

化。通过以上对比探讨，可以看出传统工业与生态产业在基本内涵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其次是发展模式之间的区别。两种产业在发展模式上也有极大的差异。具体来讲，

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是以盈利为导向，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比较单一，在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问题上，传统产业对废弃物的治理模式大多是终端集中处理，造成对生态资源极大

的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破坏。生态产业的发展模式则更注重强调在产品生产初期实行污

染防治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通过现代化技术应用，建立资源循环利用系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及效率评价

- 14 -

统，实现能流和物流在不同产业链条之间的流动，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

最后是二者秉持的理念差异。传统工业秉持的理念是从人与自然角度出发，不断探

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初级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以改造自然为主，以人为

中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人们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

注重人与自然的平衡，从改造自然到和谐共生。生态产业是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注重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从人与人的角度出发，探索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从传

统产业到生态产业，既是对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也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发展理念的

转变可归结为：从最初“先发展，后治理”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坚持发挥青山绿

水优势的绿色发展理念。

（2）两类产业的联系

生态产业的发展正是通过对传统工业不断改造升级，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培育新兴

产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发展生态产业并不是要与传统工业完

全隔离，而是需要依靠传统工业前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就像新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推

翻旧事物，也会遇到旧事物的阻挠。生态产业的发展前期和传统工业在市场拓展以及品

牌培育等方面存在竞争，只有不断进行协同融合，构建上下游产业链，才会相互促进，

形成健康长久的发展。总而言之，传统工业为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生态产业

发展在市场优胜劣汰法则下完成对传统工业的改造升级。同时，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中

发挥着政策引导、鼓励创新的作用，牢牢树立“两山”理论和绿色生态文明发展观，构

建资源循环利用的完整系统，进而推动生态产业发展。

2.2 支撑生态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概述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起源于上个世纪后期，核心强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短期不可再

生性，倡导人类在实现自身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要考虑生态自然的承受能力，在进行物

质创造时取得一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平衡，同时意识到一个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将惠

泽万世。可持续发展理论注重经济、社会、环境三者间的协同效应，认为它们是一个密

不可分的系统，既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要不断提高环境承载力，使得人类社会与

自然系统永续共存。

可持续发展理论愿景不仅是让当下人类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也要让后代人类享受美

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特征：首先，可持续发展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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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调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从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角度出发，讨论二者和

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其次，均匀平衡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是从人与人之间关系出发看

待现有经济发展，其讲究同代人之间享有的平等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考虑子孙后世享有

的平等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不能够以牺牲未来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提高当代人的生活水

平，也要考虑到后代人享有的发展环境。最后，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这是从当下与未

来的关系角度出发，必须认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提供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是

有限的，这就要求人们发展经济必须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的关系。

2.2.2 生态经济学理论

生态经济学，顾名思义，是以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基本内容，结合了生态学的学科

内容，在认可生态环境耐受力的有限性的情况下，对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

生态破坏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以此同时实现经济的发展、生态的恢复与平衡两个目标，

究其本质，生态经济学即以自然生态循环的相关学科为主旋律，将其融合进经济学科的

现实需要当中。经济学家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以生态环境约束经济系统为假

设前提，认为生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两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即生态学的框架

体系和经济学的框架体系，二者相契合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实现方式。肯尼斯鲍尔丁

(Kenneth Boulding)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二者间的关系提出的见解是，彼此共生、交互

影响，他曾在其著有的文献中探讨了这一系统的运行机制，即生态系统为经济的发展提

供必要的生产要素支撑以及对工业废弃物的净化吸收，而经济系统的不断增长会反哺于

生态系统，改善生态环境；因此提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

要认识到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本质关系，可以认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主

要研究内容为生态系统稳定性与经济系统增长性之间的平衡。因此，生态经济学最主要

的研究方向是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不足为前提，运用生态学发展规律，实现经济、社会、

环境的交互性发展。

2.2.3 产业生态学理论

产业生态学理论是最早提出关于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一致的系统理论。马

克思在《资本论》、《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通过对传统工业生产关系的批判，最早萌生生

态经济思想，可以看成是产业生态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例如，在书中提到“物质代谢”、

“循环”等词汇，并对这些词汇的应用领域做出归类；将“物质代谢”应用于人类社会，

将“循环”应用于工业领域，这些都可以看出产业生态化思想的诞生。国际产业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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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为产业生态学理论的标志性起点是在上世纪后半叶，当时罗伯特·福罗什（Robert

Frosch）学者发表了一片与这个概念相挂钩的论文，名为《有战略的制造行业》，其通过

研究得出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发展模式，提倡各部门统一组织协调，将各个生产

程序连接起来，就是工业生态系统。1991 年，《产业生态学》这一著作在耶鲁大学出版

发行，文中指出“产业生态学的定义是从产业生态系统角度出发，研究产业生产活动及

其产品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产业生态学诞生的初衷是为了研究产业发展与自

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问题，既能保证产业发展效益最大化，也能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在

稳定的状态下运行。产业生态学理论的核心是构建一个人与生态和谐共存的生态系统，

运用生态学发展规律，设计一个由原材料到产品，再到可回收资源的物流循环系统，降

低废弃物的排放，提高物质的利用效率，达到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3 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在上述理论基础的支撑指导下，金融对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发展发挥支持作用的路径

机制主要是指相关产业在顺利经过初始阶段、成长阶段、稳定阶段的三个产业发展阶段

过程中各金融手段发挥作用的机制。相关机制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关联影响。生态产

业的属性及其三个不同的产业生命周期决定了该产业发展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除

了常规的政策扶持及企业自给自足的资金外，仍然需要其他的金融手段参与进来助力生

态产业实现进一步的增长。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理论机制具体有：资本运作机制、资源

供给机制、需求激励机制。其作用于生态产业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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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资源匹配定向资金融通 风险分散管理

资本运作机制

资源供给侧调

配机制

需求激励

机制

生态产业的发展

人力

资本

技术

技术

多样性

图 2.1 金融支持生态产业机制模型

2.3.1 资本运作机制

资本运作机制是通过以下三个维度对生态产业的发展产生意义的：定向资金融通、

优化的资源匹配模式、风险分散管理。首先是有效的资金融通，这意味着生态产业相关

的企业或者项目可从金融系统内获取优待的资金支持，这个维度是资本运作机制对生态

产业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从资产端来看，除了较为传统的股债投资及房地产市场投资

之外，生态产业为闲置资本提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新渠道。其次是优化的资源匹配模

式，这意味着可以通过金融系统调配金融资源的流向，引导资金往生态产业领域靠拢，

推升该业态发展升级，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基于此种模式，一方面将有利于解决当前

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另一方面，资本对有关引导政策的灵敏嗅觉，将

刺激其主动改变其金融资源的投向，更多投入到生态产业发展的有关企业或项目。最后，

风险的分散管理在资本运作机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分散管理风险意味着生态产业

业态里的企业和项目将拥有更为多元化和层次丰富的筹集资本渠道，除了传统的间接融

资和自有资本，还可以选择股票、债券、保险、商业票据等来筹集资本，相对应的，多

元化的筹资方式也意味着分散了风险，降低了企业或项目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2.3.2 资源供给侧调配机制——推动技术创新

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资源供给机制，该机制作用于生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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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路径方式主要是出于外生增长率的提升，这会直接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发挥影

响。这其中包括了制度和政策以及人力资源对生态产业结构的作用。从人力资源和各类

社会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金融资本的流向必将对整个社会的资源起到引导作用，生态

产业在金融资本的加持下集聚了各类社会资源为其服务，当整体社会的优质资源流向该

业态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该业态的技术进步，其外生生产率的增长提升必然会推动

生态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原理类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例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

说，专业人才对于生态产业领域的企业而言至关重要，该业态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决定其

进入相关企业时所需要已经具备的人才素养和在进入企业内后时所需要再获取的人才

素养是不同的，因此企业是一个纳才养贤的通道。这一切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

2.3.3 需求激励机制

需求激励机制作用于生态产业的发展主要从收入的提升以及需求类型的多样化两

方面发挥影响。收入的提升有助于拉高有效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一部分的需求会

导致除新增的对应支出外，还将产生额外的引致性支出，从而导致经济增量上涨，将适

应于整个宏观经济领域的这一规律套在生态产业这一经济子业态领域同样在逻辑上可

以自洽。具体来说，金融资本对生态产业的支持为该业态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经

济增长。极大的金融支持力度会带动对生态产业的投资需求，这会直接引致总需求的提

升，实现经济增长。伴随着生态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关联的行业业态也会得到发展，这

会带来经济的传递增长。在生态产业高速发展的态势下，为其提供服务的上下游企业在

水涨船高的机制下，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支撑。通过这一系列的机制循环渗透的刺激，相

关技术能实现进一步突破，带给经济稳定增长。

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资本运作机制通过定向资金融通的功能在生态产业

的供需两方均可施展影响。供给方来讲，提供便利资金，在人力、资本、技术三个层面

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切实保障供给侧创新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需求方来讲，通过提

供惠利和多样化地选择，提高大众在特定产业领域的消费能力，引导公众的消费行为模

式向生态产业所倡导的一侧靠拢。另一方面，通过资本运作机制的间接带动资源供给侧

调配给制以及需求激励机制的作用，三者对生态产业的发展可以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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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3.1 甘肃省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生态化的布局

3.1.1 甘肃产业类型的发展历程

根据甘肃省统计公报数据，截止 2020 年，第三产业 GDP占比大于 50%，因此，当

下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本节从转型期、演化期、成熟期三个阶段首先对

对甘肃产业结构演变历程进行分析。

首先是转型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中央政府开始推广施

行家庭联产的农业发展制度，借此对农业的发展政策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改革。这极大

的激发了农村人口劳动的积极性，使得农村所蕴藏的生产了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培育了

农村农副产品的市场活力，从而让各个生产要素得到了更高效率的结合，创造出了一个

又一个高水平的农业总产值。农业生产总值处于稳定上升期，占比从 1978 年的 20%上

升到 1983 年的 30%，农业市场的经济活力不断被激发，这促使农业的发展成为了带动

经济发展的中坚角色。此外，由于国家政策重心的转移，重工业发展规模降低，第二产

业占比不断下降，从最高的占比 60%下降到 40%左右。由于市场经济活力的不断激发，

服务业得到一定规模的发展，第三产业占比由 20%提升到 30%左右，这一时期，第二产

业依然是主导产业，第一、第三产业相对均衡发展，三者之间的占比正在逐渐缩小。

其次是演化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策重心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乡镇企业

数量不断增加，在突破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思想斗争后，第三产业呈

现爆发式发展。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使得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占比下降，

但基本稳定在 20%左右，第一产业成为经济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后是成熟期。基于全国整体发展的战略需要，21 世纪初对中西部发展的战略规划

做出了全面布局，开始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发展计划，根据西部已有资源优势和产业链基

础能力，发展优势产业。甘肃省依托产业基础，发展石油、有色等产业，使得第二产业

的比重上升。本世纪起初十年，甘肃省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来看在工业产

业的占比在逐步下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占比有了极大的上升。2009 年以后，第二产业

占比逐渐下降，从 2014 年开始，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截止 2020 年三次产业

结构的占比与甘肃省实施供给侧改革，走绿色发展之路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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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布局

生态产业作为与新时代制定的重大发展战略规划相契合的重要发展方向，有着较为

全面深入的发展布局，发展的具体产业业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低耗能的环保生产、

绿色低碳能源的开发、新型清洁设备的发明、先进文旅模式的打造、大样本数据的信息

发掘与分析以及农副产品从生产流通再到循环利用等方面模式的建立等几大生态产业

业态。在上述生态产业的具体业态分布中首先有基于国家层面优先给予帮扶支持重点培

育增长的，其次是基于甘肃本省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特征来倡导发展的产业。前者

的主要产业业态是低耗能的环保生产、绿色低碳能源的开发；后者则主要有先进文旅模

式的打造、农副产品从生产流通再到循环利用等方面模式的建立；此外，大样本数据的

信息发掘、新型清洁设备的发明的也在以日新月异的效率升级换代。

以产业的基本盘与所具备的特色资源为根据点，将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限定在生态

环境得以自我平衡修复的范围内，在以上原则的指导下开展对生态产业体系的组建，我

省设立了中部地区、河西地区、陇东南地区为主要特色区域的发展布局。

展开来看，首先是在中部地区的具体建设，主要以兰州新区发展的政策导向为依托，

在该地建立有代表性的自主创新示范区，这一举措对于中部地区创新资源的整合利用有

直接积极的影响作用，借此也可增扩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以便对前文提及的生态产

业的各重点产业业态的培育发展发挥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保障的作用。对马铃薯等农

副产品以及草食畜牧等特色农业的发展要向规模化、产业化的方向演进；对化学能源的

制造以及稀有金属的冶炼等以往的工业产业的发展要引导向低碳无害无污染的方向继

续前进。对黄河母亲在甘肃境内流域生态失衡的区段要给予重点的治理和关注，使其能

够成为凸显甘肃对生态环境的问题决心综合治理的重要体现。通过以上中部地区的产业

布局，可以形成以兰州白银等地为关键城市区域的城市群体，在一系列创新示范区的带

动下，借此实现甘肃省的经济发展绿色生态化的蓝图。

其次是祁连山以北的河西区段，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我省存在的一个较为严重的

生态问题的治理，即祁连山生态破坏的重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妥善解决于我省的生态

化发展战略至关紧要，具有风向标意义。在河西的内陆河流域内，要加大对生态保护屏

障建设的关注力度和具体工作，结合当地地理区位特征和资源条件，对能够节水省水的

生态资源友好产业要给予大力的资金以及政策支持，坚定的秉持水资源节约原则，推动

绿色低碳能源产业、特色文旅与特色农业产业以及与军民融合相关联优势产业的发展，

加大对高耗能传统工业的清洁无公害省级转型，使原有的生产方式优化升级，以便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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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基于此，在河西地区形成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同步绿色化的新景象，

带动该地区的经济良性发展。

最后，在陇东南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关键布局，一：对该地区黄土高原面临

的生态问题提出了多维度的治理方案；二：陇东南地区位于长江流域的区段之上，在该

区段设立生态保护屏障对长江上游的生态保护起到重要作用；三：对生态保护起首要核

心作用的技术条件要进一步加大提供各个方面的支持，尤其在对生态环境的实时检测、

监测数据上传分析以及排放超标预警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陇东南地区的如上布局体现出

了对当地所面临生态严峻问题的综合考量，比如对稀有生物物种的灭绝问题、大面积水

土流失的问题、地质灾害频发的问题等。陇东南地区具备了较好的天然条件，这对于特

色文旅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同时由于其在甘肃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一些养

生中药材等农副产品的种植产业也在此地大有可为。通过区位优势和有效的生态环境治

理，辅之以特色生态产业的培育发展，可以在构建陇东南地区环保产业经济带的基础之

上大踏步地实现陇东南地区的绿色生态化发展。

3.2 甘肃省发展生态产业的优势与劣势

3.2.1 发展生态产业所具备的有利条件

（1）地理方位优势

如意甘肃，以其独具特色的便捷轮廓和自然风貌闻名于全国，与我省接壤的省份北

有新疆内蒙、东有陕宁西北二省、南西有川青两省。甘肃省境内有兰新线、宝兰线、陇

海线等重要铁路线路，交通优势突出，是东部地区进入西藏、青海和新疆的交通要道。

随着兰西格城市群一体化进展加快，将会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古至今，我省

就身居要塞，古时为古丝绸经济带上的核心枢纽区段，而今又为贯穿我国东西的重要通

道，同时也是南部地区与北部地区重要的衔接点。优越的交通优势，会带来新的市场空

间，激发市场活力，形成产业要素的空间集聚，推动甘肃省生态产业体系发展。

（2）自然资源丰富

对比优先享有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东部沿海地区现有的发展成果，甘肃省现有的经

济成果还是存在极大的成长空间。我省在技术、人力、资金等要素储备上存在不足。但

是甘肃省依然具备相对比较优势，甘肃省地处省域辽阔，面积为 45.37 万平方公里，具

有戈壁、沙漠、雪山、草地、冰川等地貌。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甘肃省的生态旅游发展，

走绿色发展道路提供重要条件。此外，由于甘肃省包括回族、藏族等 16 个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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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民族文化交相呼应，绽放光彩。例如：临夏民族自治州的清真文化、甘南藏族自治

州的藏族文化等。

多元的文化特征是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通过相应的技术支持，配套

的政策保障，开发利用生态、文化资源，将少数民族沿袭数千年的璀璨文化通过产业化

的方式转换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借此助力该地区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甘肃省可以吸

收并借鉴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经济发展模式，加以创新改造，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占比，使得其他生态产业的发展得到同步的增长。此

外，以现有的产业链体系为基本盘，通过对掌握先进技术以及具备创新先进技术的单位

和个人的有效激励，使得甘肃以往的工业产业得到绿色生态化转型，同时给现有产业链

的配套工程进一步夯实完备化，实现经济“弯道超车”。

（3）政策保障发展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转变发展理念，要坚持通过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增长，以此

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考察时指出,“甘肃省要从实际情况出

发,首要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文化优势,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构筑西部生态安

全屏障。”以上指示意味着我省的经济发展必须要逐步向绿色环保生态化的方向转变，

要树立全新的发展意识，营造符合当代潮流的发展年，以此为契机，踏上生态化发展的

经济道路。同时，甘肃省又处于“一带一路”倡议路线黄金段，通过加强与其国内外的

经济联系，为甘肃省经济发展提供新空间。

3.2.2 发展生态产业面临的不利因素

（1）产业缺乏多元性

甘肃省多山地、沙漠，平原面积较少，种植面积不足，不利于发展第一产业。因此，

由于甘肃省缺乏农业发展的充分条件，使得农业的发展面临着阻碍，这也相应的导致了

农业无法超越小作坊式生产的境况。此外，由于农副产品本身的可替代性以及低技术含

量导致其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传统工业作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基础支持力量，

其发展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第二、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当下，甘肃省的主要优势产业依然属于第二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主要属于有色、冶

金、化工等行业。截止 2018 年，甘肃省财政收入的 50%来自重工业，产业结构依赖度

较高。长久以来，我国各地地方政府践行的唯发展论导致虽取得了短暂的经济发展成果，

但却对长久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甚至不可逆的破坏，现有的基础设施难以符合发展生

态产业的标准。此外，第三产业与第一、二产业关联性不足，无法有效带动其他产业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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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展，使得基础设施与技术积累不能完全符合生态产业的标准。因此，甘肃省产业结

构不合理，产业链配套工程不完善，难以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使得发展生态产业体系的

支撑能力弱。

（2）没有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

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是甘肃省发展生态产业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产业链后续健

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甘肃省虽然不断提升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优化办事效率，然而仍然

面对着下述无法回避的一系列不足情况。首先是匮乏的公共基础设施总量，比如道路交

通等方面基础设施的不完备导致的便利性缺失。此外，基础设施依然是围绕重工业配套

建设，不能完全符合生态产业发展标准。其二则是单调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医疗卫生

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义务教育服务、就业和农技指导等主要由政府承担。第三，营商

环境建设氛围不足，认识不够全面。2018 年，甘肃省在中国各省份营商环境指数排名中

高科技人才数量、金融体系便捷度、技术研发能力分别排名 31 位、27 位和 25 位。社会

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会降低产业转移吸引度，阻碍产业转型升级。

（3）生态环境屏障薄弱，消费潜力不足

甘肃省地处内陆，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区。甘肃省占地面积总共 45.4 万平方公里，祁

连山脉呈南北分布，北部为库姆塔格沙漠，南部为草原，以玛曲草原为典型代表，土地

资源不足。地质灾害频发，截止 2018 年，全年发生各类地质灾害 479 起；此外，生态

环境脆弱会产生贫困，而对资源失衡无度的开采方式和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将使得本已不

堪重负的生态环境进一步走向恶化。有鉴于此，甘肃省亟待解决亚健康的生态环境和高

标准的生态环保要求、落后的经济增长和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以及对传统工业的惯性依

托与绿色生态话转型要求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也决定了甘肃省的产业发展必须破除以往

大干快上，一切为发展让路的老观念，而要坚定的以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

导向进一步引导甘肃经济的高效增长。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消费总量的不断提高，这对我省生态产业的发展

起到疏通了供需通道的功能，在这样的因势利导下，我省产业的绿色生态话将更加富有

活力的动力。甘肃省是贫困大省，面临着脱贫攻坚的难题。由于贫困地区收入结构单一，

人均消费水平低，不利于扩大市场需求，生态产业发展空间受限。

3.3 甘肃省产业生态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3.3.1 生态产业不确定性大且成长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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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致使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总体水平欠发达的重要原因是我省生态环境不堪

重负的状态以及长久以来省内发展积贫积弱的状态，这直接或间接的加深了我省发展生

态产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极高的市场不信任度。具体表现在极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环

境，薄弱的商业意识，没有成系统的产业体系以及与生态产业高度不相匹配的具体产品。

同时，当下生态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缺乏先进技术以及全面深入的财政系统的支持等问

题。

3.3.2 有效的资金支持不足

最近几年，从有关的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的生态环保型产业都在面

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形势和增长阻力，主要表现在从属生态产业的各种企业普遍恶化的

财务状况以及政策支持的低效率，这使得已然面对市场冷遇的生态产业在金融资金的获

取上更加雪上加霜。就甘肃本省的情况来看，无法获得充裕持续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已然

成为甘肃在发展十大生态产业过程中存在的致命性问题。我省在生态产业发展的相关战

略规划中明确提出，促使我省生态产业得以进一步深化发展的基础阶段的投资需要的资

本总额为 8000 多亿人民币，其中通过政府财政扶持能够提供支持的资本仅占全部总额

的大概七分之一，剩余资金缺口部分皆需要通过社会性资本的注入来实现。通过查询人

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的官网数据，我们可在 2020 年的社会融资规模报表的各项下看出，

2020 年甘肃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4016 亿元，其中生态产业相关的信贷占比为百分之

十二点五，这意味着生态产业在 2020 年通过社会融资方式所获得的资金仅为 500 亿人

民币左右，这样的融资规模对比 2018 年发展战略规划中所需要通过社会融资取得的

7000 亿人民币的投资来看相去甚远。上述数据说明我省生态产业发展当前最大的绊脚石

仍然是贫瘠的金融支持。

3.3.3 资本获得途径单一

当前，为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的主要机构是银行金融部门，面向生态

产业设立的多元化融资体系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无法形成规模发挥实质性的作用，比

如我省生态产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权益融资和债券融资所获得的资源极其有限，程序繁

杂且成本极高。

3.3.4 缺乏健全的人才引进机制

缺乏专业化的技术型人才是掣肘甘肃省生态产业向优良态势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

原因，我省亟待完善相关的人才引进机制与人才激励机制，这是由生态产业本身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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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所决定的。生态产业作为近几年提出的引导经济发展的新型业态，发展的起步就是

站在结合现代科技成果的高度之上的，这就决定了需要大量技术开发型人才以及懂得如

何使用这些先进技术的指导人员，然而，人才的引不进以及留不住的问题使得产业发展

面临着一块巨大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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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支持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效率评价

4.1 评价方法的选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美国由著名的运筹学学者查尼斯等人提出了针对效率进

行测度评价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该方法不仅在彼

时成为了评价决策是否有效的经典工具，时至今日，DEA法在用于测度结构属性相类似

的部门单位、对比其决策效率高低时，仍然高度有效。在研究复杂度极高的现代经济过

程中，经管界仍将 DEA 方法作为在各个层面对研究目标进行效率评价的核心方法，且

该法的研究成果与经济现实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拟合性，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经济

意义。

参照的效率概念是数据包络方法赖以有效的基本条件，该法不是一种参数统计的方

法，较为适合评价多投入—多产出的复杂体系的技术有效性，对于各指标间的权重无需

人为设定，从而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研究者主观认知造成的偏差;同时 DEA 方法也

无需将投入产出变量之间的某种联系用显性表达式具体描述出来，给之后的研究带来了

一定的便利性;数据包络模型可分别从横向与纵向两种不同角度，同时 对比各主体间的

有效性和同一主体在时间序列上的有效性。DEA方法具有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在理论

角度也有许多模型，对本文中所采用的模型主要介绍如下。

通过前一章里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现状的深入分析，本章将以此为基础，接下来

将对甘肃省生态产业的静态支持效率及动态变化效率进行定量分析。由于甘肃省生态产

业数据的有限性，本文将基于对生态产业领域有关的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首

先，分别介绍一个较为传统 DEA模型——BCC 模型和改进后的 DEA模型——Malmquist

模型，然后确定相关的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其次，运用 BCC 模型以及Malmquist 指数

分解模型分别测度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技术效率值（TE）和全要素生产率（TFP），

为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金融支持效率评价提供依据支撑。最后，通过前沿随机分析法

（SFA）对模型结果做稳定性检验，得出相应结论。

4.1.1DEA——BCC模型

BCC 模型在评价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时存在一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即决策单元的

规模报酬是可以变动的。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生产企业无法在短期内扩张或缩减生产

规模，因为存在着无法在短期内发生变动生产要素，比如生产线、厂房、设备等。在现

实生活中，企业的规模报酬并非是永久恒定的。BCC的模型中引入了规模效率，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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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效率 TE为一个比值，其代表的是决策单元投入和产出要素的相对数值情况，综

合效率可以进一步的细化，细化后成为为两个效率值，即纯技术效率 PTE 与规模效率

SE，二者的乘机就为模型的综合效率值。三者关系的数学表达式为：TE=PTE×SE。

一般来说，TE 值为 1时表示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提供的金融支持效率相对有效，

当 0.8< TE<1 时，可以理解为约等于综合效率值有效，而当 TE<0.8 时则不存在有效的指

征。规模效率 SE指标的含义是说在既有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企业时下的规模与理想

规模的对比情况。当 SE值为 1 时，说明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提供的金融支持投入产

出比较为合理，规模效率处于最优。纯技术效率 PTE 则反应的是企业在常态化运营的过

程当中，管理层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里所发挥的影响和支持作用的情况。当 PTE 等于 1

的时侯，说明已经接受金融资源支持的生态产业有关企业能够通过管理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

4.1.2Malmquist 指数模型

Malmquist 指数分解模型是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基于 DEA的效率评价模型，该模型旨

在测度分解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TFPCH），分解的维度主要是从生产

规模效率的变化以及技术效率变化等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较为完整地揭

示生态产业生产率的变化动力和内在机制。基于产出导向（output-oriented）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式为:

在以上的公式中，s表示基期的 TFPCH变化情况，t则表示当期 TFPCH的变化情况。

指标含义为：当 TFPCH>1 时，则全要素生产率（TFPCH）的动态变化方向是正向上升

的走向，当 TFPCH<1 时，全要素生产率（TFPCH）的动态变化方向是下降的趋势。根

据Malmquist 的主旨要义，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按照上述提到的分解维度进行拆分后，

与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呈现出如下的数学关系，即 TFPCH=TEC ×EFF。以上

数学关系式成立的一个前提假设是规模报酬的一致性。具体分解过程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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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率指数（EFF）表示对 s，t 期的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指标的主要目的是，

就研究对象是否将所掌握的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分配和利用给出判断和评价。指标数据的

判断标准如下：当 EFF>1 时，意味着企业的运营与前期相较来说处在一个整体的前端域，

进一步优化了技术方面的效率指数；当 EFF<1 时，则意味着企业在技术效率的优化方面

存在负面的影响，使得技术效率动态变化水平低于上一期。技术进步指数（TEC）表示

以 s 期为基期时，第 t 期的技术进步情况。 当 TEC>1 时，代表企业的生产前沿面有向

外移动的趋势，此时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当 TEC<1 时，则意味着企业在生产技术的改

进上呈现落后退化的情况。

在规模报酬不变这一假定前提下，技术效率可进一步分解成假定规模报酬可变的纯

技术效率 PEC 和规模效率 SEC 的乘积，因此，Malmquist 的 TFP 指数可进一步表示为：

tfpch=pech*techch*sech

具体分解过程如下:

上式中 dv 与 dc 分别表示在不变与可变规模下的距离函数。当 tfpch>1 表示决策单

元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反之则下降。pech>1 则表明管理效率有所提升；反之意味着管理

缺乏造成效率水平下降。同理，techch>1 意味着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带来正向

影响，反之则说明技术进步的作用为负面影响，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呈现负向发

展。sech>1 意味着决策单元朝着最佳规模报酬方向靠拢，sech<1 则说明研究对象的发展

趋势是远离最优规模的。

4.2 实证研究设计

4.2.1 研究样本的选取

近年来，甘肃省生态产业的发展卓有成效，特别是在我省就生态产业发展有关规划

的具体部署下，甘肃省对生态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培育力度皆呈上涨趋势，这为生态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得益于我省生态产业的发展已具备的较好产业基础，相关

产业的增长有了较为可观发展态势。

绿色生态产业的发展代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该产业在推动经济朝着环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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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化方向增长的同时也在引导人们以往高耗能的生活模式向低碳化转变。因此，选择产

业培育的类型对经济的整体发展至关要紧。甘肃省经济的发展长期依托于传统的工业产

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主要由能源和原材料之类的化工业为主要支柱。综合甘肃省印发的

《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展崛起的决定》中所公布的生态产业的目录（主

要包括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先进制造、文化旅游、通道物流、循环农业、

中医中药、数据信息、军民融合等十大子生态产业），本文对比省内 33 家上市公司在公

开信息中披露的企业经营范围以及企业战略发展规划的方向，得出 18 家上市公司符合

十大生态产业的转型准则。具体情况如表 4.1 所示。

表 4.1 甘肃省生态产业上市公司情况一览表

产业 领域 企业

节能环保
环保装备制造

新型绿色材料生产

方大碳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生产 绿色化、循环化改造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祁连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清洁能源 新型能源、环保供能
甘肃电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循环农业 农牧互补、节水农业

敦煌种业马铃薯科技开发公司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亚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医中药 药膳药食同源产品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信息 物联网、微电子

甘肃刚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海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先进制造 新能源装备、电工电器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长城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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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指标数据的选取及实证设计

运用 DEA 模型进行效率评价的数据源需要从两个角度去考虑，即投入角度和产出

角度。在投入指标选取上，本文主要选取银行借款率、股权融资占比率、债券融资率、

企业商业信用率和自有资金率这五个指标。其中，银行借款率、股权融资占比率是较为

传统考察金融支持企业发展的指标，分别反映银行、股票市场对企业的支持情况。债券

融资率主要考查债券市场对企业发展的支持情况，由于企业举债后产生的利息支出是可

以作为财务成本进行税前抵扣，可以起到合理避税作用，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进

而增加企业的价值。企业的商业信用主要是指企业依托自己的信用历史与自己相对应上

下游的企业形成的延期付款或预收货款的借贷关系。这种融资方式不但有效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企业的现金流压力，而且其成本近乎于零，考虑到现金折扣等情况后成本甚至

可能为负值，衡量标准为企业商业信用率。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积累自有资本来缓解

企业发展时所面临的资金需求压力，这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重要表现在留存收益项下

的资金数额，具体由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两部分构成，这部分资金占总资产的比重称

作企业的自有资金占比率。最后一种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

企业科研部门研发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起到覆盖作用，弥补了企业的风险损失，这有效地

激发了企业科研的动力，从而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

在产出指标的选择上，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层面考虑：企业在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时

所具备的应变成长能力；经过市场选择后具备的获利能力；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

背景下创新发展的能力。对不确定性的成长方面的能力主要用 EPS（每股收益）的同比

增长率来衡量；对持续为股东创造收益的能力用 NIATS（归属母司净利润）增长率来评

价；对企业创新发展情况方面的能力用 Operating-revenue（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来

衡量。

4.2.3 指标体系设计

在综合考虑各类指标的实际参考价值以及甘肃省 18 家上市公司相关数据的可获得

性、有效性以及可比性，本文将选取银行借款率、股权融资占比率、债券融资率、企业

商业信用率、自有资金率等五个指标作为投入指标；EPS 同比增长率、NIATS 同比增长

率、Operating-revenue 同比增长率作为产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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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变量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公式 指标含义

输入指标

银行借款率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总资产

*100%

银行机构对企业支

持度

股权融资占

比率

股本/总资产*100% 股票市场对企业支

持度

债券融资率 应付债券/总资产*100% 债券市场对企业支

持度

企业商业信

用率

（应付票据+应付款+预收款）/总资产

*100%

企业信用支持度

自有资金率 （盈余公积+未分利润）/总资产

*100%

企业利润对生产支

持度

输出指标

EPS 同比增

率

（EPSt1-EPSt0）/EPSt0*100% 衡量成长能力

NIATS 同比

增率

（NIATSt1-NIATSt0）/NIATSt0*100% 衡量盈利能力

O-R 同比增

率

（当期营收-上期营收）/上期营收

*100%

衡量发展能力

实证研究的原始数据为甘肃省18家上公司2015年至2019年20个季度的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股本、应付债券、留存收益、每股收益、营业收入等指标。数据采集的主要

途径为 18 家上市公司于新浪财经和万德数据库中公开的财务报表数据。

4.3 实证过程及稳健性检验

对于甘肃省生态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具有代表性的 18 家上市公

司的发展情况来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过程由以下两个维度开展具体分析。

第一，通过 BCC 模型分别从经济主体以及包括进同一产业类别的各主体合并后的

产业进行金融支持效率值的测度。第二，运用Malmquist 模型对 18 家经济实体按照年份

以及产业类型进行动态效率值的分解，从而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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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静态效率实证过程分析

（1）分单位分析

将上述18家公司2015年至2019年间20个季度的相关财务数据导入DEAP2.1软件

中，得出 18 家公司的技术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以及规模收益状况。具

体效率值如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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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18 家上市公司历年静态效率值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方大碳

素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88 1.000 0.888

大禹节

水
0.930 1.000 0.930 1.000 1.000 1.000 0.493 1.000 0.493 0.952 1.000 0.952 0.896 1.000 0.896

上峰水

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99 1.000 0.399 0.876 1.000 0.876 1.000 1.000 1.000

祁连山

水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30 1.000 0.43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酒钢宏

兴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94 1.000 0.894

甘肃电

投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27 1.000 0.82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靖远煤

电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406 1.000 0.406 0.927 1.000 0.927 0.999 1.000 0.999

敦煌种

业
0.381 1.000 0.381 0.767 1.000 0.76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莫高股

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63 1.000 0.36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亚盛实

业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267 1.000 0.26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恒康医

疗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675 1.000 0.675 0.566 1.000 0.566 1.000 1.000 1.000

佛慈制

药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595 1.000 0.5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陇神戎

发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56 1.000 0.356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刚泰控

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201 1.000 0.201 1.000 1.000 1.000 0.199 1.000 0.199

华天科

技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98 1.000 0.398 0.714 1.000 0.714 0.879 1.000 0.879

海默科

技
0.971 1.000 0.971 1.000 1.000 1.000 0.994 1.000 0.994 1.000 1.000 1.000 0.992 1.000 0.992

蓝科高

新
0.686 1.000 0.686 0.712 1.000 0.712 0.551 1.000 0.55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长城电

工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366 1.000 0.366 0.898 1.000 0.898 0.978 1.000 0.978

mean 0.943 1.000 0.943 0.971 1.000 0.971 0.573 1.000 0.573 0.941 1.000 0.941 0.929 1.000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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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3 可以看出，方大碳素和酒钢宏兴的技术效率历年来都为 1，祁连山水泥、

甘肃电投、莫高股份、亚盛实业、佛慈制药、陇神戎发除去 2017 年外技术效率也为 1，

说明这几家公司的金融资源投入产出比例基本合理，资源得到了有效合理地配置，不同

金融支持方式提供的金融资源在这些企业中产生的效率较高。但与此同时，18 家公司

2017 年的纯技术效率均值仅为 0.573，说明所选取的公司发展效率在这个年份普遍较低，

主要反应公司金融，公司治理以及公司的生产技术水平存在差距。

图4.1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变化折线图

根据图 4.1 所显示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值变化情况来看，18 家公司的技术效率

和规模效率均值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呈上升趋势，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呈下降趋

势，2017 年的技术效率均值跌到谷底后回升，2018 年增长速度最快。2018 年正值甘肃

省生态产业大举推进的上升期，折线图表现出的技术效率发展趋势正好说明金融系统对

生态产业发展了发挥积极作用。

（2）分产业分析

按照产业标准，将 18 家公司按其性质归入到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循

环农业、中医中药、数据信息和先进制造七大行业，对其进行效率评价。由表 4.4 可知，

七个产业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技术效率均值除 2017 年外均处于 0.8—0.9 之间，

处于相对有效状态，而纯技术效率在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均为 1，说明从产业整体发

展的层面来看，金融系统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是正向的，但综合效率数据

的整体基本面仍然反映出局部存在投入冗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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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分行业历年平均效率值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TE PTE SE

节能环

保
0.9651.0000.9651.0001.0001.0000.7471.0000.7470.9761.0000.9760.8921.000 0.892

清洁生

产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0.6101.0000.6100.9591.0000.9590.9651.000 0.965

清洁能

源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0.6171.0000.6170.9641.0000.9641.0001.000 1.000

循环农

业
0.7941.0000.7940.9221.0000.9220.5431.0000.5431.0001.0001.0001.0001.000 1.000

中医中

药
1.0001.0001.0001.0001.0001.0000.5421.0000.5420.8551.0000.8551.0001.000 1.000

数据信

息
0.9901.0000.9901.0001.0001.0000.5311.0000.5310.9051.0000.9050.6901.000 0.690

先进制

造
0.8431.0000.8430.8561.0000.8560.4591.0000.4590.9491.0000.9490.9891.000 0.989

4.3.2 动态效率分解实证分析

（1）18 家公司历年动态效率值

由于静态效率值是一个相对值，仅反映其在同期所有决策单元中的水平，不能反映

决策单元时间序列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水平，因此难以从静态效率中通过纵向的角度了解

决策单元近年来金融促进其技术创新发展的具体情况。因此，本文依据所收集的面板数

据，通过测算动态效率进一步考察 18 家公司技术进步的变化和技术效率的变化。本文

主要采用Malmquist 指数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进一

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从各指数的变化水平观察 18 家公司

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分析推动 18 家公司创新的动力来源，以更好地了

解 18 家公司动态效率的情况（具体结果详见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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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2015 年至 2019 年企业效率的Malmquist 指数及分解

从表 4.5 的数据和图 4.2 的趋势分析中可以看出，从 2015 年到 2019 年 18 家公司全

要素率平均值为 1.023，呈现增长态势。历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从波谷到

波峰再到波谷，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曲线的变动趋势呈现出的步调一致的现

象。

图 4.2 指数分解趋势分析

从金融支持效率的层面来看，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时间区间内，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化说明生态产业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有显著提升的，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产

业发展的进度已经不能够完全匹配现有的金融支持模式，从而导致了支持效率上升趋势

的放缓。

year effch techch pech sech tfpch

2015-2016 1.048 0.922 1.000 1.048 0.966

2016-2017 0.532 0.839 1.000 0.532 0.446

2017-2018 1.812 1.362 1.000 1.812 2.468

2018-2019 0.954 1.079 1.000 0.954 1.029

均值 Mean 0.991 1.032 1.000 0.991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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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大产业历年动态效率值

根据表 4.6 的结果显示，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七大行业的动态效率有升有降，其

中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循环农业、中医中药、先进制造的全要素生产率 2017 年以后

属于增长状态；在 2015 年至 2019 年的整个研究周期中，2016 年至 2017 年下降速度最

快。总体来看，不同产业在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情况存在差异，一些产业较为有效地

利用了所获得的金融支持资源，也有一些利用效率有待提升。导致金融资源利用率不高

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资源供给环节层面存在问题，或是企业在获得相关资源后自身公司

内部治理不完善所导致的金融资源利用不合理。

表 4.6 2015 年至 2019 年分行业效率的Malmquist 指数及分解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effch techch tfpch effch techch tfpch effch techch tfpch effch techch tfpch

节能环

保
1.038 0.963 0.999 0.747 1.085 0.897 1.465 1.197 1.906 0.915 0.886 0.816

清洁生

产
1.000 0.866 0.866 0.610 0.852 0.438 1.842 1.457 2.348 1.012 1.452 1.495

清洁能

源
1.000 0.956 0.956 0.617 0.857 0.513 1.745 1.346 2.157 1.039 1.096 1.136

循环农

业
1.338 0.894 1.161 0.645 0.806 0.517 2.502 2.053 3.696 1.000 1.020 1.020

中医中

药
1.000 0.954 0.954 0.542 0.788 0.426 1.777 1.327 2.150 1.255 1.216 1.576

数据信

息
1.010 0.941 0.952 0.531 0.783 0.413 2.590 1.412 3.502 0.807 0.872 0.700

先进制

造
1.019 0.975 0.993 0.570 0.975 0.552 2.134 1.290 2.732 1.045 1.163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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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稳健性检验

前沿分析方法是当下在效率评价的研究过程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另一种测度方法。前

沿分析法中的 SFA（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即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是在测算了技术

效率的基础上同时将随机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加以定量分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

该方法存在着只能有一个产出指标的限制条件，因此通过运用投影寻踪的方法将 EPS 同

比增率、NIATS 同比增率、O-R同比增率产出等三个产出指标导成一维指标后通过 SFA

模型进行测度。

测度模型为：Yit=β1+β2K1it+β3K2it+β4K3it+β5K4it+uit；Yit 表示将产出指标导

出成一维后的第 i 个公司第 t 年的金融支持的产出；K1it 表示银行机构的金融支持投入；

K2it 表示将股债一同考虑后的资本市场金融资源投入；K3it 表示企业自有资本的投入；

K4it 表示企业商业信用产生的金融投入。根据 SFA 模型，应用 FRONTIER4.1 软件对面

板数据再次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如表 7所示：

表 4.7 SFA 模型结果

参数 系数 标准误差 t 检验

β1 -4.84712*** 0.9194 -5.5362

β2 0.7924* 0.4675 1.7004

β3 -0.0676 0.3798 -1.9793

β4 0.1245 0.4996 0.2884

β5 0.0599 0.0809 0.8785

sigma-squared 0.4397** 0.1815 2.9335

γ 0.7721*** 0.0866 8.4772

LR 68.690799

平均效率值 0.76659264

从上表显示的实证结果来看，首先，γ的值域(0,1)，γ测算结果为 0.7721，趋向于

1，因此回归方程显著，方程中的多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联动影响也较为显著。同

时，从 t 分布的检验值中可以看到，参数的估计同样有显著性，运用 SFA 模型进行测度

评价是符合研究需要且贴合研究目的。在投入指标的参数中β2 和β4 的值分别为

0.7924、0.1245，二者均大于零，说明银行机构金融的贷款以及企业自有资本的投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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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β3=-0.0676<0，即资本市场对产业发展的支持

效率是是负面作用，表明企业对股市和债市通道的资源利用是不充分的，可能存在着资

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资本冗余的问题。β5<β4 表明企业自有资本提供的金融支持比企

业通过商业信用所获得的金融支持对产业发展更加有效。

上述分析表明，金融系统对于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效率与 DEA 模型测算出

的评价结果是相吻合一致的，因此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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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甘肃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地带，其生态产业的发展对于本省乃至全国经济的

绿色生态化增长都至关紧要。基于此，加大力度推进我省生态产业的发展步调，使之成

为我省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中坚力量，既符合甘肃本省的现实需要，也呼应了中央对于甘

肃发展的战略定位。

本文根据所掌握的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及实证模型的分析研究得出

以下结论：

第一，各类生态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通过 DEA 实证评价的结果来看，我们可以

得出金融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是相对有效的结论。然而，在具体的综合效率指

标方面体现出了各产业之间发展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首先，就综合效率均值这个

维度来讲，排名靠前的主要有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中医中药等三个产业，其后则是先

进制造与循环农业两个产业。其次，对各个生态产业子产业的效率值动态分解后可以发

现，2017-2018 年所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大于 1，说明这些产业具有明显的增长势头，

总体效率处于理想状态。在 2018-2019 年度，节能环保和数据信息产业的动态效率分解

（Malmquist）指数均小于 1 的情况，这表明在整个观测区间里，两个产业在经过

2017-2018 年整体回升后出现总效率递减的趋势。因此，要使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

效率更加富有成效，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支持生态产业发展的规模效率与技术效率同步

有效。

第二，不同途径的金融资源支持效果迥异。从 SFA 模型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

银行资本对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效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这意味着企业

通过贷款对生态产业的高效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资本市场的融资渠道对本省生

态产业的发展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综合 DEA模型中各项指标结果以及 SFA 模型的稳健

性检验结果，不难发现应当引导企业更多使用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以及合理提升企业内

部留存收益的积累，与此同时，企业也需要积极拓宽其他多元化的融资通道。

5.2 对策建议

根据甘肃省生态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生态产业的类型较多，发展潜力较大，但由

于产业的发展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所以依然存在诸如技术水平不先进、规模效应不显

著、产品类型单薄、风险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也降低了企业获得金融系统全力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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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据此，从金融供给侧的角度以及政策引导的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5.2.1 推动金融面向生态产业的工具创新

企业无法获得全面而深入的金融支持的根源在于金融系统各环节创新不足。因此推

动金融的适度创新对提高生态产业发展的支持效率有事半功倍的作用。具体来讲，不同

的部门组织应在各自分管的领域发挥好自身的职能作用以便金融创新的快速升级。例

如，政策制定部门与政府监管部门以及金融领域的银行以及非银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应

当协调起来借鉴当前国际金融创新的趋势前沿，结合本国的现实基础和特色体系，继往

开来，吸纳先进的金融科技和信息技术，开创性地推动我国金融系统现代化发展，达到

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一致水平。这不仅有助于提高金融对生态产业的支持效率，从整个节

约社会资源和降低社会成本的角度来讲也大有裨益。除此之外，对于生态产业下囊括的

各个子产业的各自发展特点，也应当具体产业具体分析。不同产业适合的金融工具和金

融产品以及业务服务模式不尽相同，细化分析后，映射化的针对性服务将能更好的服务

于生态产业的整体发展。

5.2.2 优化金融系统的运作机制及服务模式

另外一个掣肘金融支持生态产业发展效率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当下金融系统运行模

式的老化，主要表现在传统运作机制对当下生态产业发展的不适应。因此优化模式以及

对机制的更新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讲，如通过有关行政部门的指导支持和政策制

定部门的政策倾斜，扫清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通过调配金融资源支持生态产业的过程中所

面临的重重阻碍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银行机构发挥好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对生态

产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前要尽职尽责做好投资前的项目考察和投资中的咨询服务以

及投资后对资金用途的监管，以便降低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避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5.2.3 拓宽生态产业多元化的融资通道

单一的融资渠道是限制生态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积极拓宽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对该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Venture Capital（VC）以及 Private Equity（PE）作为当下支

持生态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其绝对优势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这类资本的高风险

偏好性以及风险承担能力都非常契合生态产业的发展模式，因此 VC和 PE 市场的资本

运作机制以及其创新的投资模式对生态产业的发展能够发挥其独特的关键作用，比如会

优化对被投企业的鉴别功能和投入后风险的控制和分散功能，优化这些功能从经济角度

来讲将更深层次地推动金融系统向市场化方向健康改革的进程，比如主导资源配置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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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量会向有效的市场移靠，生态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金融资源将得以更加合理地配置，

从而发展效率也得以提升。

以上建议与构想需要依赖我国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法规和完善法律制度来展开推

进，健康的司法制度与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依附于良性的法治环境

下，使得丰富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同层次成为现实可能。依托于此，经济社会领域里将会

源源不断涌现出遵守市场规则的健康经济主体，这些经济主体与健康的司法环境和良好

的营商环境互相作用，能够塑造出一个资金融通支持产业发展的全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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