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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

加剧，产业转移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国广泛参与世界经济的

迫切需要。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各异，东部地区社会成本巨大，中西部地区

存在着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旨在研究我国城

市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的“双赢”提供理论基础。

文章首先分析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现状，并测度了我国各地级市的绿色

发展效率。一方面通过分析示范区的现实情况，发现其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果和

建设成效；另一方面利用存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DEA 模型对我国 283

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分别探究城市绿色发

展效率的分异特征。时间上，分析了 2006年至 2019年全国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

的波动趋势，结果表明，各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并多在

2010年变化最为明显；空间上，利用全局莫兰指数发现研究区域绿色发展效率

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并对研究区域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发现近年来东部地

区的绿色发展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且示范区内城市的整体绿色发展效率较低。

在测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利用多时点 DID 研究国家级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对示范区所在城市的政策效应，经过一系列的平行趋势检验、稳健性

检验、异质性检验后，回归结果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绿

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政策效果不具有持久性。进一步，

利用Malmquist指数分解的方法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

实现路径。回归结果表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立主要通过规模效应对绿色

发展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但示范区的成立对当地的技术变动产生了不利影响。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绿色发展效率 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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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arket competition has

intensified. Industrial transfer is not only a major feature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urgent need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widely in the world econom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different, with huge social cos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uch as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sufficient suppl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so 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rban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zones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hieving "win-w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Firstly, the thesi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s for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measures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ities at all levels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by analyzing the reality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 we found that i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olicy and construction effects; On the other hand,

we use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DEA model with unexpected output to

measure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28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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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In terms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east, the middle

and the west, and the demonstration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each region has a general trend of fluctuating

decline, and most of the changes are most obvious in 2010; In terms of

space, it is found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study area

has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by using the global Moran index,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overal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the demonstration area is

low.

On the basis of measuring the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he multi time point DID is used to study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zone on the city where the

demonstration zone is located. After a series of parallel trend tests,

robustness tests, and heterogeneity test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zon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ut it has a certain lag, and the

policy effect is not durable. Further, the Malmquist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impact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zones 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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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 for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mainly through the scale effect, bu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monstration area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local technology change.

Keywords: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demonstration area;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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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GDP从 3678.7亿提高到了 2020年的 1143670亿元
①
，

经济实现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已

成为既定事实，并且由于各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产业结构、能源效率、

生态保护等问题，我国的环境问题愈发突出。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体现在量上的增长，还要体现在质上的提高。绿色发展作为减

轻环境污染、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各种政府文件、科学研究中

多次提及。绿色发展的首次提出是在 2015年，政府对其背景、意义、内涵做出

了解释，定义其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在传统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把环

境指标纳入考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在多个

重大会议中强调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目前

制约中国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关键因素。绿色发展并不单纯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发

达的科学技术，也不是简简单单的绿色环境的发展问题，而是要将绿色环境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三者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绿色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

经济协同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延伸。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出有关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新规划。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理念、

新战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要遵循自然规律，绿色现代化即“绿

色化”的思想；2021 年，“十四五”规划将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从生态文明建设到绿色发展，“绿色”已经成为中国一切发展的底

色要求，“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是适应资源环境、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模式。

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快速发展，产业分工加速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率先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逐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网站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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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出现了成本优势减弱，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不利影响，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应运而生。2010 年，经国家批复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它的建立标志着产业转

移开始上升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皖江城市带示范区对于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随后，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政策要求，国家发改

委相继批复设立了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 9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涉及中部、

东部、西部地区的 12个省（区、市），示范区的成立主要在提升产业链高效性、

供应链稳定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东西部地区产业

转移的推进，有利于东西部地区实现更加合理的产业分工，极大程度上缓解区域

间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地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不断

加剧，产业转移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国广泛参与世界经济的

迫切需要。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理环境资源各异的国家，我国东中西部不管

是在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这样的软环境，还是在地理环境、交通环境这样的硬环

境下，都有着明显的梯度差异。不同区域通过存在的梯度差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

势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回顾历史，曾经的沿海

地区依靠其显著的地理优势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以“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

道路带来的结果是社会成本巨大，而作为产业承接地的中西部地区本来就存在着

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环境供给不足等诸多问题，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稍有不慎

就会导致生态环境退化，从而无法达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状态。

我国已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成为

了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了更好地落实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域间有

力有序地承接产业转移，最大程度规避承接产业转移产生的负面环境效应，研究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1.2 研究目的、意义

文章的研究目的在于，以承接产业转移和绿色发展的理论分析为依据，在测

度绿色发展效率的基础上，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

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而通过分解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动分析承接地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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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实现路径。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根据结论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绿

色发展的路径提出针对性建议，在各地区科学有序地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筑守生

态功能保障基线，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道路。

文章的研究意义主要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理论意义上，有关承接产业

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对地区环境、经济增长、生产效率的影响，但较少有研

究承接产业转移对环境、经济、效率的综合影响。本文是对承接产业转移、绿色

发展效率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的扩展，综合运用了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区域

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原理与技术，结合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方

法，重点探讨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在一定程度

上丰富了产业转移理论与绿色增长理论，同时也扩宽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具有

较强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上，承接产业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是落实这一道路的必然选择。承接产业转移具有两面性，在积极方面，承接产

业转移会带来生产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影响；在消极方面，又会导致

环境污染加重的问题。鉴于此，现阶段最迫切的研究目标是结合经济发展新形势，

全面客观地分析承接产业转移是如何作用于绿色发展。该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六部分，各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首先对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进行阐述；其次，

对文章的内容和框架进行总结；最后，提出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以及研究的不足。

第二部分，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首先阐述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

绿色发展的内涵、区域协同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次对以往的研究进

行综述，主要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绿色发展、示范区与绿色发展的关系三个

方面进行综述，并对以往文献进行总结和评价。

第三部分，分析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以及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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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影响路径进行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第四部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现状分析。首先对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的现状进行简要分析；然后利用 Super-SBM-DEA模型来对各地的

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简要分析。

第五部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效应及路径的实证检验。

首先是对核心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和简述，对模型进行简单

介绍；其次，利用双重差分法，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最

后，通过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分解来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

率影响的实现路径。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依据得出

的结论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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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研究框架

文章的研究框架如图 1.1所示。

图 1.1 研究框架图

1.4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综合法：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资料分析法等文献研究方法，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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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非参数评

价方法等多学科理论知识，对产业转移、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测度和

研究，以此为基础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文中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知识属于

定性分析部分，主要为后文的概念界定以及作用机理奠定基础；产业转移与绿色

发展水平的测度及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属于定量分析部分，运用 SBM-DEA 模型

测度绿色发展水平，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

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而通过分解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动分析承接地示范区绿色发

展的实现路径。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内容的创新。绿色发展不但要求经济增长，也要求绿色、循环、可持续，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在此情况下，对于绿色发展的综

合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学术界对于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经济增长、全要

素生产率影响的单一研究较多，而针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的综合研

究较少。故本文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绿色发展关系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拓

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我国推进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依据。

研究方法的创新。一是由于产业转移相关的数据缺失、指标不够具有代表性

等原因，本文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能够更加合理地研

究产业转移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二是充分考虑到我国“双碳”的背景，

在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过程中使用存在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BM-DEA模型，将

碳排放加入测度；三是通过对 DEA-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实现示范区影响绿

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分析，有利于理清思路，更好的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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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1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可以看作是国家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所实施的

一类特殊的开发区。示范区主要是某一地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优化而

划定出的特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的政策和管理手段。在这些特殊区域中的

地区能够在产业结构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生产效率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同

样在这些特殊区域中的企业也能够在生产成本、要素价格、政策法规等方面获得

更多的利益。这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另外，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一般性的示范区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示范区

成立的目的、范围的划定和政府作用。对于示范区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

沿海成本优势减弱地区有序地向中东部地区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对于示范区划定的范围主要是针对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因其

独特的自然禀赋以及比较优势作为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最后是在

政府作用方面，不仅是中央政府，转入、转出地政府均参与了承接产业转移的过

程，中央政府通过制定宏观战略，地方政府负责落地实施，能够更好地做到权责

分明，统筹兼顾。

2.1.2 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的概念首次来源于《环境保护》（2006）刊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必

须开始向着绿色经济转型，着眼于绿色、永续、循环的新经济增长模式。随后,

在《科学管理研究》(2006)刊文中着重强调了绿色增长衡量标准,并采用了绿色增

长评价框架来研究经济增长水平。从内容上看,绿色发展是一个全新增长模式,由

只注重经济效益增长的发展方式到充分考虑环境与资源承载力的增长模式,绿色

发展实质上是将环境保护当作实现可持续增长关键力量的一个全新增长模式。

现今，随着绿色发展概念的不断完善，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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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趋势，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

正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化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当代绿色发展的内涵可以总结为经

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两方面。其中经济“绿色化”指的是通过科技研

发的创新、绿色技术的应用来提高生产率减少污染，实现绿色发展。绿色“经济

化”是指将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

的动力，从而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发展。因此，绿色发展不仅是顺应经济

发展新形势，也是顺应我国未来发展新需求，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

路。

2.2 理论基础

2.2.1 经济协同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指地域内各地域单位的经济结构间可以建立统一性和

有序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和（2015，黎鹏）。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最初来源

于赫尔曼·哈肯创建的一门交叉学科协同学。协同学要求区域经济发展要走“协

同发展的道路”。对于我国来说，我国地域范围广，地域层级多，人口数量大，

如果不走协同发展道路就会变得“无序”，对各区域和全国的发展都不利。因此

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施路径的研究十分重要。经济协同发展的实施首先要以

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优势互补或联合共生达到整体大于部分的效果。其次

是要建立区域统筹开发的区际协作制度。形成合理的组织协调体系才能有效地推

进区域规划项目的计划执行制度。最后地区协调政策的组织实施涉及大量的交叉

关系的复杂性研究,所以一定要对地区协调的活动实施监督控制。在“统筹区域

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在政策的实施方法上为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有序发展寻找

相应的依据与方向。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最初形成于 20世纪 80年代，之后在 1983年由世界环境与

发展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模式。随后在 1987年的《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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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兰报告》中提出了“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

成危害的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公平性、持续性、共同性为三大基本原

则，这三大原则就构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面，为后续其内容的提出奠定了

框架基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目的是发展，但发展的前提是可持续，因此基于可

持续这一前提又提出了其发展是要达到共同、协调、公平、高效、多维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可持续、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方

面。经济可持续是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

济有质有量地增长；生态可持续是指社会在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

遵循自然规律，要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社会可持续是指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依靠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在此

过程中，社会公平能够保障环境保护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着眼于环境保护，以

生态环境为起点来实现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并不单纯是环境保护，而是生

态与发展问题的有机结合体，从而由点及面形成的一个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

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理论是要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持久的供应量不变的前

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的永续化发展。

2.3 文献综述

以往的学者已经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绿色发展进行了许多研究，该部分

将以往研究总结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绿色发展的测度与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

间的关系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梳理，最后进行文献述评。

2.3.1 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研究综述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成立以来，不仅能够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优化生产力

新布局，更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往学者主

要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效应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

宏观层面上，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效应主要是针对示范区对某地

区的影响效应，现有文献关于示范区对某地的影响效应主要是从经济发展、区域

创新水平、产业升级、环境污染和能源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环境污染的角度

看，陈凡等（2019）证实了示范区的成立对区域环境污染并未造成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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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等（2019）研究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低碳发展效应，并认为示范区的

低碳发展效应呈现出波动性特征。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王小腾等（2020）利用

双重差分法证实了示范区的成立对于地区制造业升级产生了负向效应。陈凡

（2020）等人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作为衡量产业转移的指标，研究结果

表明示范区的成立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产生了正向影响，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指标产生了负向影响。从能源效率的角度看，熊广勤（2021）的研究证实了示范

区的建设能够对地区能源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林轲

等（2022）基于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证实了产业转移总体上推动了承接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熊凯军、张柳钦（2022）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例，

从资本流入和优化就业结构角度证实了示范区显著提高了落后地区的居民收入

水平。从区域创新水平角度看，贺胜兵（2022）证实了示范区的设立提高了中部

地区的创新水平。

微观层面上，另一部分学者基于示范区的影响效应从收入差距、要素资源配

置、企业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要素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崔新蕾等（2021）利用双

重差分法证实了示范区设立对工业用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也

就是说示范区的成立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场要素资源的配置。孙佳文等（2021）

通过问卷调查研究方法，研究得出西部地区企业整体转出意愿低于东部地区，企

业对转入地的意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转入地科技创新能力。从

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看，熊凯军（2022）利用双重差分法证实了示范区的成立对

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产生了正向影响。

2.3.2 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综述

2.3.2.1 关于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综述

近年来，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渐凸显，国内外研

究学者竞相探索如何在保障环境安全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因此绿色发展问题成

为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最初绿色发展被定义为绿色增长，于 2005在第五

届亚太环境与发展问题会议上，提出经济发展要实现绿色增长，这是绿色发展第

一次以绿色增长的形式出现，会议上，研究学者将绿色增长定义为环境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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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随后，绿色增长的概念逐渐散播到全球各地，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对绿

色增长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在中国，“绿色发展”这一名词首先在十八届五中

全会中提出，将绿色发展融入中国文化，并在“五大发展理念”中加入绿色发展，

使其更具中国色彩。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发展的定义主要是从自然环境保护出发，

但没有对其定义和内涵进行准确的诠释。侯伟丽（2004）的研究认为，要实现绿

色发展首先要重视自然资源和谐统一，在尊重、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保证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可以使用先进生产技术减少资源消耗、提高资源要素的使用

效率，使经济增长向低污染、低能耗转变。诸大建（2012）认为可以把资本更多

地投入到绿色产业，或者是投入到保护环境的政策当中，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

减少环境污染。苏利阳（2013）等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界定，认

为绿色发展是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实现绿色产品和产业的优化升级，从

而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达到平衡的状态。胡鞍钢（2014）强调

了绿色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自然三者的统一和协调，从绿色发展的功能方面阐释

绿色发展的内涵。

2.3.2.2 关于绿色发展测度的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绿色发展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参数法包括索洛

余值法和生产前沿法，非参数法主要是数据包络法。在借鉴国外学者全要素生产

率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绿色发展的测度大体上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

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来测度。另一种是利用改进的数据包络法来测度投入

产出效率进而测度绿色发展效率。

国外学者 Farrell（1957）& Aigner（1977）利用生产前沿方法测度了环境、

制度等因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Jorgenson& Grilliches（1967）利用增长核算法，

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并对其常见误差进行了修正。Chames& Cooper&

Rhodes在 1978年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为生产率的计算提供了新的

方法，随后为了使模型更加完善，又创建了假设规模报酬可变的 DEA模型。但

DEA分析法不能将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测度范围。随后 Tone（2001）在

DEA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SBM（Slacks-based Measure）效率测算方法，可以

在模型中加入非期望产出。Hu等（2005）将 DEA与生产率指数结合，测算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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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趋势。Oh（2010）为了克服指标间的不可行解问

题，建立了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Song等（2018）把 SFA方法与

DEA模型相结合提出了 RSBM模型，构建了三阶段 DEA指标。

国内学者例如杨志江（2017）利用 SBM-DEA 模型测算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

率，研究结果发现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呈现“U”型的变化趋势。周亮（2019）利

用 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等方法，测度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从空

间上和时序上分别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这期间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上呈现

稳步上升的变化趋势，时序上呈现出“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化趋势。刘华

军和曲惠敏（2019）采用 DEA-Malmquist指数法对黄河沿线各省份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黄河流域 9省份的绿色 TFP呈现“低增长”甚

至“负增长”的演变特征。赵明亮等（2020）利用 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L

指数，测算了对黄河流域沿线 65个重点城市绿色 TFP。研究发现，黄河流域重

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周福礼

（2022）构建多期 DEA模型，测算了黄河流域的绿色经济效率与绿色创新效率，

研究发现，黄河流域空间维度上呈现上中下游发展不均衡现状；时间维度上呈现

“W”型波动型上升趋势。郏鹏鑫（2022）将熵权法、可变集方法和偏联系数方

法相结合，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发展评估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绿色

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胡森林（2022）借鉴联合国提出的“自然—经济—社会”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包含自然、经济、社会指标评价体系来对长三角城市

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2.3.2.3 关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自从绿色发展概念提出，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关注。从大量的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学者们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环境、产业、资本、效率等方面，具体来看主要包括环境规

制、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城镇化、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外商投资、

能源结构等与绿色发展紧密相关的经济变量。

周亮（2019）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出发，验证了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

色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开放程度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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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等因素。黄磊和吴传清（2019，2021）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对

外开放、产业结构优化、外商投资等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影

响。马骏（2021）利用 2006—2018年黄河流域 79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验

证了黄河流域城市技术创新对绿色发展总体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加入技术创新

的二次项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胡森林（2022）验证了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并存在倒“U”型关系。邱兆林（2022）

研究得出技术进步能够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而产业结构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升。

2.3.3 关于示范区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

通过文献梳理，有关示范区与绿色发展的独立的研究较多，而将两者关系联

系起来的研究较少，目前，研究产业转移对地区经济效应的影响较多，而地区经

济效应与绿色发展又存在着必要联系。因此，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内涵，梳理了

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经济增长、生产效率、环境污染等方面影响效应的文献，为研

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3.3.1 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已对产业转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在理论方

面，有基于比较优势的雁阵转移模式，也有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从产业区位优

势、产业集聚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转移对

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也达成了一致。Choe（2003）利用 PVAR模型验证了发展

落后地区利用外资促进了本国地区经济发展。Zhang. L（2013）利用区域性劳动

力迁移来验证产业转移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否认迁移的“困惑”。

孙晓华（2018）利用产业转移与要素集聚的交互作用证实了产业转移能够显著影

响地区经济增长。纪明等（2021）研究证实了产业转移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

在结构性变化。司深深（2022）验证了产业转移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2.3.3.2 产业转移对生产效率的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转移和生产效率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劳动力生产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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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张秀生、黄鲜华（2017）证实了产

业转移后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 0.5%。Ghebrihiwet（2019）通过研究发现

外商投资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提升。张博宇（2021）产业转移能够对地区全要素

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周伟、

郭杰浩（2022）验证了国际产业转移与本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另外

也有学者对产业转移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翟柱玉等（2018）证实了污

染性产业转移有利于提升地区的工业生产率，而对外直接投资则对地区工业生产

率产生不利影响。

2.3.3.3 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关于产业转移对环境效应的理论，目前国内外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eaven Hypothesis, 简称 PHH)假说，该

假说由Walter & Ugelow（1979）提出，认为承接地产业转移对区域的环境影响

是负向的。例如李小平（2010）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的污染产业并不是由发

达国家地区带来的，即随着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到国内会加剧环境污染。Chung

（2014）对 2000-2007年韩国高污染型企业的转移进行统计，发现随着企业的转

移，污染也会伴随着企业被转移到产业承接地区。张超等（2015）通过实证研究

得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虽然承接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产业，提高了

资源利用效率，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污染转移现象，即西部地区成为东部地区

的“污染避难所”。朱泳丽、丁利杰（2022）研究了在对于长三角城市来说，产

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的“碳减排”效应。

第二种是由 Letchumanan & Kodama（2000）提出的“波特假说”和“污染

光环假说”，它们认为产业转移不会对承接地的环境产生影响，甚至可能有利于

承接地环境的改善。Perkins & Neumayer（2012）验证了产业承接转移会通过技

术渠道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减缓环境污染，提升

环境质量。郑强等（2016）釆用 3SLS法，证实 OFDI对中国具有“污染光环”

效应，即 OFDI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国环境污染。李晓阳（2018）产

业转移促进了中国整体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傅为忠（2018）验证了产业转移能

够促进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余泳泽、林彬彬（2022）从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

与技术创新的角度证实了产业转移会对环境产生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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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环境库尔兹曲线”，它是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承接产业转移可

能对承接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效果。周杰琦（2016）等将碳排放率

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三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FDI对不

同区域的碳排放效率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认为这种不同是由于三种效应强度不

同而导致的。朱冉等（2018）研究表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人均���之间

呈倒“U”型关系。张峰等（2020）的研究证实了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

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之间呈现出“U”型的变化趋势。

2.3.4 文献述评

本文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绿色发展以及示范区与绿色发展关系的相关文

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通过文献梳理得知：

一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有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发展、区域创新发展、

产业升级、环境污染和能源效率等单方面对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影响效应进行

了研究，也有学者对产业转移示范区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等综合方面进行分

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产业转移对于同时考虑经济和环境因素的绿色发展

有何影响，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另外，以往学者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主

要集中在探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城镇化、人力资本、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变量，但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中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优势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

发展的影响愈发重要。基于此，本文在测度各地绿色发展水平的前提下，通过构

建准自然实验，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立对当地绿色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测度方法上看，以往学者有利用各类指标的增减来间接地测度

产业转移，也有借鉴现有的模型加以改进或自行构建相关的产业转移态势测度模

型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但目前由于数据缺失、指标不够具有代

表性等原因使得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在此情况下，本文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

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能够更加合理地测度产业转移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

对于绿色发展的测度，以往学者主要是通过构建绿色指标体系和数据包络模型两

种方法。其中，构建绿色指标体系虽然具有数据获取容易、可操作性强等优点，

但其指标选取和设定过于主观，可靠性较弱；而数据包络模型则规避了设定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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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进行人为设定，且随着 DEA模型的不断发展，

动态分析、非期望产出、环境干扰等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和改进，因此

本文最终采用了具有超效率的 SBM-DEA模型来测度绿色发展效率。

在对以往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为了更加有效地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效应进行分

析，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本文拟采用 2006-2019年的市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 S

uper-SBM-DEA模型来测度各地的绿色发展效率；其次利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最后，通过对Ma

lmquist指数的分解进一步研究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实现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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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机制分析

3.1 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分析

随着产业生命周期的推进，产业转移实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相互联动。

示范区是政府为了推进产业转移而出台的一种干预手段，通过赋予某区域财政支

持、税费减免等政策倾斜，使其能够更加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立能

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环境效应三方面影响地区绿色发展

效率。其中产业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而示范区

的成立带来的厂房设立、工业排放增加的问题又会导致环境污染、能耗增加的风

险。因此示范区的成立对地区绿色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和负面两种不同影响。

首先，产业结构优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来作用于地

区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是将传统的低效率型产

业转为生产率水平高的低碳型产业，从而降低对物质和能源要素的依赖，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的目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质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分

配更合理。合理的要素投入能够优化不同生产要素的组合，促进产业间融合发展，

另外产业结构合理化通过优化不同生产要素组合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生产要

素能够由低效率转化为高效率，从而推进要素、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促进地

区绿色发展效率。

其次，在完善的市场中，要素会以均衡价格在各主体之间实现均衡配置，产

业转移实质上就是中东西部地区为了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所形成的一种自

发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并存在地

区人力、资本要素的相对缺乏，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东部地区生产要素价格上

涨从而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欠发达但拥有大量的人力、

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生产成本较低。因此，东部地区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一方面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能够缓解东部地区生产要素不足，西部地区

生产要素过多而导致的资源要素分配不合理问题。从社会层面看，要素资源的优

化配置能够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利用；从企业层面看，

要素的合理化配置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从而推动地区绿色发展

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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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示范区的成立可能存在企业为了加速增长、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而出

现相互竞争从而导致能耗增大和环境污染。在示范区成立后，由于环境政策和成

本差异会有大量企业涌入示范区内部，企业能够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产品在

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区位优势又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示范区，如果政府放松

环境管制或者降低环境标准就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入，从而对该地区以及

相邻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虽然示范区的成立会对区域绿色发展效

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通过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措施能够避免该情况，从

长远来看，示范区成立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会得到缓解，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

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理论分析如图 3.1所示。

图 3.1 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图

3.2 示范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

产业转移作为促进资源要素流动的重要手段，在影响承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产业结构的同时，对承接地的技术进步活动、创新活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伴

随着产业转入而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承接地的经济增长、生产效率和绿色发

展效率提高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规划过程中，大部分当地

政府都将提升本地技术水平、引进高技术产业作为示范区成立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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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可以通过如下方法体现。首先，转出地的产业

可以带来示范效应，伴随着企业的迁入，转移企业先进的技术、机器设备、管理

经验都可以被承接地逐渐吸收、学习，这些先进的要素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

能形成，而产业转移的示范效应可以加速承接地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科技进步。其

次，产业转移存在“干中学”效应，以先进生产设备为代表的固定资本的流入，

为承接地企业的技术学习和技术模仿提供了可能，从而提高承接地的技术进步；

进一步，通过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的贸易往来，有利于承接地更准确的掌握商品

的详细需求信息，从而被动地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最后，

产业转移可以引起“人力资本强化”效应，为了充分利用承接地的人力资本，转

出地的企业需要对承接地的劳动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从而达到自己的标准，在

培训过程中，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提高已经内化到劳动人员的思想中形成人力资

本，而这些知识、经验又在劳动力生产过程中得以深化、提升，从而不但提高了

劳动力的生产效率，而且产生了劳动力间的创新溢出效应。

但是，示范区所在地区的技术进步往往存在前提，承接地需要较好的技术吸

收转化能力，而转出地和承接地也不能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如果承接地不具备

这些必要条件，那么产业转移往往不能对承接地的技术进步产生积极影响。在示

范区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自然资源要素成本低，较发达地区

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从而抑制地区技术

密集型产业技术发展。另外，示范区所在地区并没有足够的人才、资本积累作为

基础，往往不具有自主创新的先决条件，缺乏较好的技术吸收转化能力，无法将

较发达地区所具备的技术创新能力溢出到示范区内部。

总的来说，示范区的成立对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示范区的成立

可以通过技术学习、经验模仿、人力资本强化等方式加速示范区企业的技术变革

和科技进步，但是，由于地区技术进步的实现存在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示范区所

在地区往往不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示范区的成立对技术进步可能产生不利影

响。

示范区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可以由图 3.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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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示范区通过技术进步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图

3.3 示范区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分析

产业转移的基础理论一般是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得出的，而规模经济主要是

通过经济集聚和关联性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首先经济集聚是劳动、资源要素和

经济活动在某一空间范围的集中，经济由分散到集中化的过程会加快创新的步伐，

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区域内经济集聚现象可以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宏观

经济层面来分别进行分析。在企业层面，转移到示范区的企业能够利用政策倾斜，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加快生产技术改造，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另外企业还可以在成

本最小化的同时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产业层面，不同产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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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的集聚能够增加产业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通过不同产业间产业链的加速匹

配和融合能有效提升产业链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从而促进地区产业的整体

效率提升。在宏观层面，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消费市场规

模，从而提升地区经济主体的生产效率。对于示范区而言，示范区的成立会使经

济活动向示范区所在地区集聚，而集聚又会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带来劳动力迁移、

生产要素集聚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另外，在产业集聚过程中，绿色生产技术在各生产部门的扩散，能够带动地

区相关关联性产业的发展从而提升资源绿色化的合理利用。东部地区往往具有较

强的政府环境规制，这促使东部地区的厂商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绿色生

产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示范区的企业通过“学习效

应”、“示范效应”对示范区所在地的其他企业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当地企业

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学习、借鉴、深化；另一方面，产业链的前向关联效应即东部

地区对于产品配件和原料的绿色生产需求，在这一需求的约束下，转入企业和当

地企业不得不为了满足下游厂商的需求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示范区通过规模效应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可以由图 3.3表示。

图 3.3 示范区通过规模效应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图

总的来说，示范区的产业转移通过经济集聚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一方面促

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促进了绿色技术的进步，二者都有利于当地绿色

发展水平的提高。图 3.4显示了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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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路径：

图 3.4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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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示范区和绿色发展效率现状分析

4.1 示范区的现实情况

承接产业转移是指地区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产业或产业群发生地理位置上的

迁移，从而达到优化产业分工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承接产业转移的

参与主体主要是分为转出区和承接区。多数情况下，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沿海地

区会因成本增加、资源短缺而将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资源相对比较

丰富的地区，而经济情况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原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从而实现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逐步

探索和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通过不同区域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承接，

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随着这一模式的不断成熟，在中西部地区

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大势所趋。

在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的背景下，201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

我国第一个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过各区域积极参与到地区产业分

工中，推动了产业转移的承接落地，形成了区域间的配合联动，实现了区域间共

同发展。此后，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相继批复设立了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

北荆州等 9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各地区根据地方特点和优势，发展承

接产业转移新模式，不仅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也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4.1.1 示范区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1 年，我国共批复设立 10 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其中西部地区 5

个，涉及 12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 5个。通过梳理各级政府关于发展

示范区的政策文件，表 4.1总结了各示范区相关信息与其重点承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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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示范区相关信息和重点承接产业

示范区 成立时间 覆盖城市 重点承接产业

皖江城市带 2010.01

合肥、滁州、芜湖、池州、铜

陵、六安、宣城、安庆、巢湖、

马鞍山

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

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

代农业

广西桂东 2010.10 贺州、玉林、贵港、梧州

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高技术

产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

重庆沿江 2011.01
九龙坡、璧山、巴南、大足、

涪陵、永川、荣昌

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高技

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

现代服务业

湖南湘南 2011.10 衡阳、永州、郴州

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产业；

高技术产业；矿产开发和加工业；

现代服务业

湖北荆州 2011.12
荆州、仙桃、天门、荆门、潜

江

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

轻工建材业；纺织服务业；机械制

造业

晋陕豫黄河金三

角

2012.05 临汾、运城、渭南、三门峡

有色金属深加工业；现代煤化工业；

现代装备制造业

甘肃兰白经济区 2013.03 兰州、白银

现代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石

油化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四川广安 2013.03 广安

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和农产品加

工业；矿产资源开发和加工业；现

代服务业

江西赣南 2013.06 赣州

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

宁夏银川-石嘴山 2014.01 银川、石嘴山

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新材

料产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资料来源：各示范区规划文件及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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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示范区的建设成效

截至 2021年，我国共批复设立了 10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从各示范区最

近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来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得到了显著的政策效果，表

4-2是各示范区的具体建设发展成果。

表 4.2 各示范区建设成效

示范区 建设成效

皖江城市带

2010年到 2020年，示范区累计承接亿元以上投资项目到位资金 6.2万亿元，年均

增长 16.6%；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5565亿元，年均增长 9.2%。

广西桂东

2010年到 2012年上半年，桂东四市（贵港、玉林、梧州、贺州）共引进项目超过

4000个，引进金额超过 3500亿元。

重庆沿江

2020年示范区全年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项目 347个，完成年度投资 523亿元；

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市约 3个百分点。

湖南湘南

2020年示范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28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30.6%；示

范区共承接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投资项目 187个。

湖北荆州

截至 2021年荆州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31家、达到 1248家；实现进出口总额

9.9亿美元、同比增长 45.8%，实际利用外资 1.5亿美元、同比增长 566.5%。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2020年示范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450.7亿元，高于全省 1.8个百分点；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4.5%。

甘肃兰白经济区

2021年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GDP）预计达到 1095.3亿元，较上年增长 10.93%；

全年签约 19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824.74亿元。

四川广安

2022年广安市招商引资对外合作项目共 296个，总投资额 2977.49亿元，引资额 2

896.19亿元。

江西赣南

2021年赣州市生产总值达 4169.37亿元，是 2011年的 3.1倍；2012-2021年赣州市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年均增速分别为 9.2%、17.3%。

宁夏银川-石嘴山

2020年两地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 1964.37亿元和 541.62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的 63.91%；累计承接各类产业项目 120多个，累计投资超过 500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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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年，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区皖江城市带批复设立，园区建设发展稳

步向好，上述有关各示范区的建设成效是根据最近几年相关政府报告所整理的结

果。有关东中西部产业园区的建设成效主要是从其地区生产总值和承接投资项目

来进行分析，地区生产总值能够反映当地在一定时间内的经济情况，从这方面可

以看到中西部地区例如像皖江城市带实现了地区经济收入的逐年增加。另外承接

投资项目也能明确地反映出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所带来的效果。

4.2 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

为了研究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需要首先对我国

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对测度结果进行简要的分析。

4.2.1 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方法

数据包络方法（DEA）的主要思想是通过数学方法比较被评价单元之间的相

对效率。DEA方法是一种能够表示为产出对投入比率的线性规划方法，通过对

各决策单元的相互比较来对其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效率为 1

的单位称为相对有效率单位，另外效率大于 0小于 1就称为无效率单位。传统的

DEA模型可以明确地考虑多投入和多产出，即是说可以清晰地说明投入和产出

的组合。DEA模型不需要预先设置投入产出模型，也不需要统一变量的数值大

小和单位，成为近年来测度效率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

传统的 DEA模型存在部分缺点：首先，传统的 DEA模型无法加入非期望产

出，如污染物的排放、碳排放等；其次，由于相对有效率的决策单元都表示为 1，

因此对于相对有效率的 DMU之间无法进行比较；最后，传统的 DEA模型只能

使用截面数据进行静态比较，无法动态地分析个体的效率变动。随着 DEA模型

的发展，出现了可以加入非期望产出的 SBM-DEA 模型，有效率的 DMU之间也

能进行比较的超效率 DEA模型，能够分析动态变化的 DEA-Malmquist模型。因

此本文最终采用了具有超效率的 SBM-DEA模型来测度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对

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实现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路径分析。

假设有�个 DMU，其中每个 DMU包括投入要素、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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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素，本文参考钱振华和成刚（2013）的研究，将加入非期望产出的 Super-S

BM-DEA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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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表示各 DMU的效率值，ρ > 0； ��, ��, ��分别表示 DMU的投入要

素、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的松弛变量； �, �1, �2分别表示投入要素、

期望产出要素和非期望产出要素的数量；X、Y、Z分别表示 DMU的投入和产

出向量；Λ为权系数向量。此处计算的为 Super-SBM的值，其中非效率决策单

元的值� = 1，有效率决策单元的值� > 1。此时要将传统 SBM模型和 Super-SB

M模型的结果相乘才能得出可比的真正效率值。

4.2.2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的指标选取

变量选取方面，以数据的可得性为基础，本文选取了 2006-2019年间除西藏、

港澳台及其他数据存在大量缺失的地区以外的 283个地级市层面数据为样本，测

度我国近年来各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结合已有文献和研究内容，投入方

面选劳动力、资本要素。具体地，选取历年的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总和代表劳

动力投入，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表资本投入；产出方面分为期望产出和非期

望产出，期望产出主要是各地区生产总值，非期望产出主要包括工业��2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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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投入产出指标

变量类型 要素 指标 含义

投入
劳动力 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总额 表示劳动力投入要素

资本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表示资本存量要素

产出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表示经济效益产出

非期望产出

工业��2排放量 表示环境污染排放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表示环境污染排放产出

工业烟尘排放量 表示环境污染排放产出

碳排放量 表示碳中和水平

4.2.3 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

利用存在非期望产出的 SBM-DEA模型分别测度 2006-2019年中国 283个地

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基于上述的测度方法和变量选取，本文从时间和空间的角

度分别探究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分异特征。时间上，分别从全国地区、东中西部

地区、各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不同层级进行分析；空间上，按照不同区域具有的

不同效率、空间相关性和区域差异性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4.2.3.1 绿色发展效率时序特征

利用权重法（以 GDP占比为权重）和平均值法计算 2006-2019年全国各地

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分别从全国总体、东中西部地区、示范区和非示范区的

不同角度进行分析。首先从全国来看，发现 2006-2019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的平均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平均值可以分为三阶段，

2006-2010年一直保持平稳趋势，随后达到 2010年峰值后下降到 2011年的 0.470，

2011-2015年继续保持相对平稳趋势，之后又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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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全国城市平均效率

其次，从不同地区层面进行分析。东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在大部分年

份高于其他地区的城市，但是总体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在 2010年、2015年下降

趋势最为明显，在其余期限内呈现出较平稳趋势，在 2010年达到峰值为 0.604。

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低于东部地区城市，但是在 2013-2016年的

效率水平高于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中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大体相当，但

中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略低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效率水平大致呈现新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两地均在 2013年达到峰值分别为 0.480和 0.514。总的来说，

在 2010年后，中西部地区的趋势是好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在缩小，这可能与示

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系。

图 4.2 东中西部城市平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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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将示范区与非示范区平均绿色发展效率的趋势进行对比。图 4.3可以

看出，非示范区城市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在 2006-2019年均高于示范区城市

的效率水平；非示范区在 2010年和 2017年下降最为明显并在 2010年达到峰值

为 0.534，其余时间内均保持相对平稳趋势。示范区城市总体呈现出“先上升后

下降”的变动趋势并在 2012年和 2016年的变动趋势最为明显，在 2013年达到

峰值为 0.480。对比来看，虽然示范区城市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低于非示范

区，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趋势在逐渐缩小，尤其是在 2010年以后效果更为明显，

进一步证明了示范区的成立可能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

图 4.3 示范区和非示范区平均效率

4.2.3.1 绿色发展效率空间特征

借助软件，利用欧式空间距离的倒数作为评价权重，计算 2006-2019年全国

283个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表 4.4）。由表可知，研究期内全

国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的莫兰系数均通过了 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说明

研究区域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研究期限内，全局莫兰指数

均表现为正值，说明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相邻地区具有“高-高、低-低”的空

间集聚现象，且呈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演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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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2006-2019 年全国各地级市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I 0.051 0.050 0.041 0.039 0.039 0.030 0.033 0.010 0.025 0.029 0.030 0.022 0.022 0.05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1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借助于 ArcGIS软件将 2006年、2012年、2019年研究区域绿色发展效率进

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图 4.4），从区域演化类型角度分析，将不同区域按照不同

效率演化等级分为低效率地区、中低效率地区、中等地区、中高效率地区和高效

率地区。其中除去 3个县级市，2006年五种类型区域分别有 1个、12个、12个、

4个、0个，2012年分别演变为 2个、12个、9个、4个、2个，2019年分别演

化为 7个、12个、7个、1个、2个。总体来说，示范区内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效

率较低，大部分地区均为无效率，有效率城市仅出现在 2012、2019年的四川广

安和 2019年的滁州。从区域差异性的角度看，中部各示范区的总体绿色发展效

率水平高于西部的示范区，且效率差距有所加剧；另外从城市效率分布的角度看，

各城市集中表现在以示范区为单位呈现差异化分布，这可能与不同示范区内部的

协同分工有关。具体来看，以 2019年为例，兰白、银川-石嘴山、晋陕豫示范区

整体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偏低；重庆沿江示范区处于中低效率水平；湖北荆州示范

区具有中等效率水平；四川广安示范区则具有较高效率水平；而位于中部地区的

皖江带示范区内部不同城市呈现出不同的效率水平，滁州、铜陵、合肥、六安、

宣城、池州等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依次减弱，并且滁州已经达到有效率；广

西桂东示范区贵港和梧州处于中低效率水平，贺州和玉林处于中等效率水平；湖

南湘南示范区的永州处于中低效率水平，衡阳和郴州处于中等效率水平；江西赣

南示范区总体呈现中高效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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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6年

b.2012年

c.2019年

图 4.4 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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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影响效应及路径的实证检验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示范区所在

城市的政策效应，模型构建和变量选取的说明如下。

5.1.1 模型设定

2010年起，在国家发改委的推动下，相继设立了皖江带、广西桂东、重庆

沿江等十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涉及中国的东中西部 12个省（市、区）。

考虑到各示范区设立的时间差异，本文采用多时点的双重差分法来规避传统的单

时点双重差分法所引起的误差。多时点的双重差分法能够将其组别和时间的虚拟

变量替换为时间和个体变动的处理变量。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的模型设定为：

������ = �0 + �1������� + ���� + �� + �� + ��� (5.1)

上式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市第�年绿色发展效率指标；�������

为政策变量，当城市�为政策执行地，且第�年政策执行则为 1，政策未执行则为

0；���为若干协变量组成的矩阵；��表示个体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0为常数项；�1表示政策变量的系数，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

表示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

5.1.2 变量选取与说明

5.1.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绿色发展效率，选取指标为通过上文方法测算的 283个地级市

2006-2019年的绿色发展效率。

5.1.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否成立的虚拟变量�������。通

过各示范区规划文件、相关政策文件及国务院批示等途径，将�年�城市没有设立

示范区的�������赋值为 0，将�年�城市设立示范区的�������赋值为 1。

5.1.2.3 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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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除其他可能存在的变量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回归

中可能出现的误差，参考已有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产业结

构和环境规制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能够促进生产和消费结构优化调整与规模

效应集聚，反过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又会促

进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郭付友，2022）。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对绿色发展效

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的重要推动力，一方面是

通过提高生产效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能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升

环境效益。区域创新能力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来进行测度，本文采用地区专

利数量来作为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节约能源与减少污染，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衡

量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也是建立绿色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产业结构能够推动

劳动与资本要素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够优化要素组合

方式，而且能够减少能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本文参考蓝庆新（2018）的研究，

采用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赋予 1、2、3权重计算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增加绿色创新投入，可

能实现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共同提升（李毅，2020），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企业的

生态保护成本，抑制企业的生产扩张，从而限制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李胜

兰，2014）。本文采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表示政府的环境规制程度。

此外，为了排除其他政策可能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的影响，降低回归偏误，

本文还引入了“一带一路”政策虚拟变量、是否成立高新区、西部大开发和新区

卫星城的虚拟变量。总结如表 5.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

35

表 5.1 变量总结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效率 ����
通过超效率 SBM-DEA模型计

算的绿色发展效率

核心解释变量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该地当年成立示范区为 1，未成

立为 0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 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

科技创新水平 ��� 地区专利授权数

产业结构 �� nyIS
n

n
itit 



3

1

环境规制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政策虚拟变量

“一带一路” ��
该地所属省份当年是否为“一

带一路”沿线省份

高新区 �� 该地当年是否成立高新区

西部大开发 ��
该地当年所属是否为实行西部

大开发的省份

新区卫星城 �� 该地当年是否成立新区卫星城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的过程中，本文采用 2006-2019年 283个地级市的数据。

数据来源主要有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务院以及当地相关政策

文件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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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3,962 0.466 0.253 0.062 1.248

����� 3,975 0.060 0.237 0 1

��� 3,975 16.237 1.225 3.161 19.760

��� 3,948 5447.609 12049.200 0 166609

�� 3,934 234.929 16.646 164.650 290.65

�� 3,934 81.292 30.520 0 362

�� 3,975 0.338 0.473 0 1

�� 3975 0.211 0.408 0 1

�� 3,975 0.245 0.430 0 1

�� 3962 0.038 0.191 0 1

��� 3,679 1.008 0.365 0 14.187

��� 3,679 1.008 0.237 0 10.841

��� 3,679 1.126 0.192 0 3.013

5.2 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基准回归

该部分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并对模型进行平行趋势、

稳健型、异质性等检验和分析。

5.2.1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公式 5.1对示范区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实证分析，表 5.3中回归结果

(1)-(5)展示了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在增加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核心解释变量�����前的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

示范区的成立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能够有

效地促进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在不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系数的符

号、显著性水平均无太大变化，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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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 ���� ���� ���� ����

�����
0.0546*** 0.0356*** 0.0351*** 0.0354*** 0.0331**

(4.30) (2.79) (2.75) (2.76) (2.58)

���
0.248*** 0.249*** 0.264*** 0.266***

(14.49) (14.44) (11.36) (11.47)

���
-0.000000511 -0.000000589 -0.000000558

(-0.54) (-0.62) (-0.58)

��
-0.000555 -0.000665

(-0.91) (-1.10)

��
0.000185*

(1.74)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 3962 3962 3948 3920 3920

�2 0.676 0.694 0.695 0.695 0.695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2.2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

要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保

证政策执行前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变化趋势是平行的。为了检验对照组和控制组在

政策执行前是否具有平行趋势，本文采用绘制时间趋势图和事件研究法来检验平

行趋势是否成立。绘制时间趋势图可以简单直观地表示出研究对象所呈现的趋势，

但是其缺点是缺少统计显著性，而事件研究法可以通过政策执行前后的交互项系

数来反映政策效应的变动趋势从而检验其是否存在平行趋势，研究结果更具精准

性。如郑春丽（2020）采用事件研究法来检验发行绿色债券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

的双重差分模型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因此本文将双重差分法和事件研究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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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已有研究，构建模型：

������ = �0 + �=−4
5 ���������

� + ���� + �� + �� + ���� （5.2）

上式中，�������
�表示组别与时间的交互项实行的前 4 期和政策实行的后 5

期，该地当年的产业转移示范区成立则为 1，未成立则为 0，其他变量与基准回

归模型一致，其中政策实行前 1期作为对照组被删除。

图 5.1 绿色发展效率动态趋势

图 5.1呈现了成立示范区前后的虚拟变量�������
�前的系数��的变化趋势。横

坐标表示政策实行前后的年份，纵坐标表示事件虚拟变量前的系数；虚线表示为

95%的置信区间。由图可知，政策实行之前的交互项系数均在 0.05的置信水平下

不显著，而在政策执行后的第二年开始，交互项的系数显著，说明了在示范区政

策实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绿色发展效率没有显著差异，且变化趋势相同；而

在示范区成立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绿色发展效率的变动趋势产生了显著差异，说

明对该政策效应的估计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政策成立后的系数，分析示范

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动态变化，可以发现在示范区成立的当年和第一年并不会对当

地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第 2年开始，示范区的成立对绿色发展

效率的影响开始显现，并在政策实施后的第 3年达到峰值，说明了示范区的成立

这一政策对促进当地绿色发展的效应需要一定的周期才能显现其效应；而在政策

实施后的第 4年，系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说明示范区的成立对当地绿色发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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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影响只具有短期性，缺乏可持续性。

5.2.3 稳健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该部分将部分城市数据删减、加入其他

政策对回归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

5.2.3.1 排除部分城市影响

考虑到直辖市经济体量较大容易产生极端值，从而对回归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本文在删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后，再次对示范区成立的效应进行回归，结果表明

删除直辖市数据之后的�����系数仍然为正值并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另

外在删除直辖市数据之后的�����系数值明显增加，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5.2.3.2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

为消除其他重要经济政策对可分析因素的干扰，本部分选取了示范区建立前

后年份中能够反映地区内绿色发展效果的、比较重要经济政策的虚拟因素加入回

归中，并假设�����中的系数在加入了其他经济政策变量之后能够依然显著，即

表明绿色发展并非由于其他经济政策而产生；反正则表示在消除了某些重要政策

的干扰后，示范区的成立仍然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产生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

“一带一路”倡议、高新区的成立、新区卫星城的成立和西部大开发四个经济政

策的虚拟变量纳入回归，一方面这四个政策均在示范区成立前后的时间节点开始，

另一方面这四个经济政策对当地的绿色发展效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度。具体处理

方法为，对于“一带一路”政策，将其沿线 17个省份（除西藏外）中所有地级

市作为实验组，其他城市作为对照组，将“一带一路”实行年份作为开始年份，

开始年份前后分别取 0和 1；利用组别和时间变量的交互项构成干扰政策的虚拟

变量。高新区的成立、新区卫星城的成立和西部大开发均采取类似的方法。回归

结果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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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政策稳健性检验

删除直辖市 高新区 “一带一路” 新区卫星城 西部大开发

�����
0.0403*** 0.0329** 0.0345*** 0.0327*** 0.0321**

(3.08) (2.55) (2.69) （2.53） (2.51)

��
0.00558

(0.61)

��
0.0219**

(2.39)

��
0.0273*

(1.75)

��
0.0247**

(2.10)

���
0.269*** 0.265*** 0.272*** 0.261*** 0.262***

(11.41) (11.39) (11.52) (11.05) (11.24)

���
-0.00000200* -0.000000525 -0.000000578 -0.000000641 -0.000000443

(-1.92) (-0.55) (-0.60) (-0.66) (-0.47)

��
-0.000737 -0.000655 -0.000620 -0.000586 -0.000732

(-1.21) (-1.09) (-1.03) (-0.97) (-1.21)

��
0.000192* 0.000186* 0.000179* 0.000190* 0.000172

(1.80) (1.76) (1.70) (1.79) (1.61)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 3864 3920 3920 3920 3920

�2 0.702 0.695 0.695 0.695 0.695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分析，无论将四个政策单独加入回归还是共同加入都不会对

�����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说明了在排除其他政策的干

扰后，被解释变量仍然受到了示范区成立的影响；其中，引入高新区成立虚拟变

量后，高新区虚拟变量��前的系数不显著，�����前的系数大小变化较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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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小；引入“一带一路”虚拟变量后，“一带一路”

虚拟变量前的系数��显著，说明“一带一路”政策也影响了当地的绿色发展效

率，但在排除了“一带一路”政策的影响后，示范区的成立同样对当地的绿色发

展效率产生影响；引入西部大开发虚拟变量后，西部大开发虚拟变量的系数��

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对当地绿色发展效率产

生了影响，但是在排除了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后，示范区的成立同样对当地绿色

发展效率产生影响。

5.2.3.3 构造平衡面板

我国目前成立的 10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共覆盖了 12个省市的 30

余个直辖市或地级市，因此实验组中个体有 30余个，而对照组中个体的数量超

过了 250个，这种极度不平衡的面板可能会导致政策效应的估计存在误差。为了

减少非平衡面板导致的偏误，本文利用 PSM-DID 构造平衡面板，再次对示范区

的政策效应进行分析，这样一方面使面板平衡，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变量内生性产

生的影响。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把控制变量作为进入倾向

得分模型的协变量，并且仅对范围内的个体进行匹配，得到最匹配的样本；在此

基础上，对匹配成功的样本进行回归，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匹配和政策评估的

结果如表 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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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匹配及政策评估结果

Logic回归 政策评估

�����
0.0765*

(1.81)

���
0.336***

(3.43)

���
-0.0000423***

(-3.76)

��
0.002567

(0.55)

��
0.0120***

(3.92)

个体固定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

�2

3864 451

0.027 0.223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在匹配成功的 451个样本中，实验组有 217个，对照组有 234个，形成了平

衡面板。对这些样本进行回归，发现�����量前的系数虽然减小，但仍在 10%的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在构造平衡面板后，示范区的成立仍然对当地绿色发展

效率产生影响。

5.2.3.4 更换控制变量

对控制变量指标的不同选取也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一影响，

对控制变量用不同指标进行替换。具体来看，将科技创新变量从产出指标专利数

量替换为投入指标科学技术支出；考虑到产业的转移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将

产业结构指标从一、二、三产业的加权数调整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参考朱平芳（2011）的做法，将环境规制调整为人均污染强度，将��2、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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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业烟尘的排放量除以劳动力数量。回归结果如表 5.6所示。回归结果表明，

更换控制变量后，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表 5.6 更换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 ���� ���� ���� ����

�����
0.0546*** 0.0356*** 0.0453*** 0.0443*** 0.0438***

(4.3) (2.79) (3.54) (3.38) (3.36)

���
0.248*** 0.292*** 0.305*** 0.306***

(14.49) (13.41) (12.04) (12.06)

���
-0.0282*** -0.0273*** -0.0276***

(-4.63) (-4.31) (-4.34)

��
0.00359 0.00409

(0.2) (0.23)

��
-0.0049

(-0.92)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 3962 3962 3932 3650 3650

�2 0.676 0.694 0.695 0.699 0.699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3 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政策等差距巨大。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主要位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考虑到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的自然

条件和社会条件，将不同地区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从

而探究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的示范区产生影响的异同。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对示

范区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公式如

0 1 2it it it i i t itGTFP d d Treat d Treat pos u         itX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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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地区虚拟变量，代表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

和�����，当该示范区所在省份为中部地区，则���� = 1，否则���� = 0；西部地

区的虚拟变量同理。如果省份�的地区虚拟变量为 1，则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

影响为�1 + �2，否则为�1。回归结果如表 5.7所示。

表 5.7 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 ����

�����
0.0588*** 0.0145

(2.82) (0.97)

������
-0.0443*

(-1.78)

�������
0.0443*

(1.78)

���
0.266*** 0.266***

(11.46) (11.46)

���
-0.000000554 -0.000000553

(-0.58) (-0.58)

��
-0.000639 -0.000638

(-1.06) (-1.06)

��
0.000187* 0.000187*

(1.77) (1.77)

� 3920 3919

�2 0.695 0.695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5.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中部地区的分组中，�����前系数为 0.0588，

且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交互项前的系数为-0.0443，且在 0.1的显著性

水平下显著，因此位于中部地区的示范区对当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总效应为

0.0145；而在西部地区的分组中，�����前系数为 0.0145，但并不显著，而交互项

前的系数为 0.0443，且在 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位于西部地区的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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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总效应为 0.0443。总的来看，位于西部地区的示范区

对当地绿色发展效率产生的影响大于位于中部地区的示范区产生的影响。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中部地区自身存在一定的发展基础，起

点较高，因此增长的幅度较小，而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较差，通过引入东部地区的

资金、技术，可以使当地的绿色发展效率得到快速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

较多自然保护区、生态区，相比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对产业转移具有较高的环境

方面的要求，且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影响下，西部地区的政策

力度往往更大，从而使位于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效果更为明显。

5.4 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实现路径

上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绿色发展效率反映了一个地区整体的生产效率状况。

为了分析示范区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实现路径，需要对整体的绿色发展效率进

行分解。Malmquist指数通常被用来测度生产率的变化，而对Malmquist指数进

行分解，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分解为不同的影响因素。Malmquist分解法

可以将����分解为��和��两大部分，其中��反映了�年到� + 1 年绿色发展效率

的效率部分变动，而��则反映了�年到� + 1 年绿色发展效率的技术创新部分变动。

在此基础上 Ray & Desli (1997)又将����分解为了纯技术效率变动（���）、

纯技术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其中���与��的含义相似，���

和���由��分解得到，前者反映了技术变动，后者反映了生产规模变动引起的总

体生产率的提高。本文采取 RD的分解方法。公式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利用上述分解方法，对 2006-2019年全国 283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

分解，利用双重差分法，可以分析示范区成立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模型

可以表示为：

����� = �0 + �1������� + ���� + �� + �� + ��� （5.3）

����� = �0 + �1������� + ���� + �� + �� + ��� （5.4）

����� = �0 + �1������� + ���� + �� + �� + ��� （5.5）

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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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路径分析的实证结果

��� ��� ���

�����
-0.0148 -0.0249** 0.0275***

(-0.60) (-2.17) (2.62)

���
-0.00198 -0.0106** 0.0319***

(-0.21) (-1.97) (5.55)

���
-0.000000408 0.000000386 -0.000000680

(-0.71) (1.04) (-1.61)

��
-0.000334 -0.000634* 0.000313

(-0.58) (-1.88) (1.59)

��
-0.0000440 -0.0000102 -0.0000376

(-0.20) (-0.08) (-0.38)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 3639 3639 3639

�2 0.039 0.085 0.287

注：*、**、***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表 5.8中可以看出，在���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前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说明纯技术效率变动并未受到示范区成立政策的影响；当���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前系数同样为负但在 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示范区的成立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技术进步，这可能是因为示范区所在地区往往不具备实现技术进步

的前提条件；而当���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前系数在 0.0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示范区的成立能够促进地区规模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当地的绿

色发展效率。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

47

6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作为推动我国产业转移的一次重大的政策尝试，示范区政策的落地与实施对

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在对我国 283个地级市 2006-2019年

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再利用示范区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检验其对绿色发

展效率的影响，最后，通过对 DEA-Malmquist指数的分解进一步研究示范区影

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实现路径。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示范区的现状分析。通过梳理各级政府关于发展示范区的政策文件分

析了各示范区的基本情况和其建设情况。在 2010年到 2014年期间，国家相继设

立了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等 10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并根据相

关政策文件分析了示范区所在地区的重点承接产业。另外截至 2021年，根据各

级政府报告和规划资料所整理的结果，通过示范区所在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承接投资项目来进行分析，发现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得到了显著的政策效果和建

设成效。

（2）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运用加入存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DEA

模型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显示，时间纬度上，从全国来

看，2006-2019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平均值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地区来

看，东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在大部分年份高于其他地区城市，但总体呈现

持续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总体低于东部地区城市；总的来

说，中西部地区的变动趋势总体好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在缩小。将示范区与非示

范区平均绿色发展效率的趋势进行对比，发现非示范区城市的平均绿色发展效率

水平在研究期内均高于示范区城市的效率水平；对比来看示范区与非示范区之间

的差异趋势在逐渐缩小，尤其在 2010年以后更加明显。空间上，利用欧式空间

距离的倒数作为评价权重，发现研究期限内，全局莫兰指数均表现为正值，说明

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相邻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再借助 ArcGIS软件，发

现示范区内城市整体绿色发展效率较低，大部分地区均为无效率；中部各示范区

的总体绿色发展效率水平高于西部的示范区，且效率差距有所加剧；另外各城市

集中表现在以示范区为单位呈现差异化分布。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研究

48

（3）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

法研究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所在城市的政策效率。回归结果显示，示范

区的成立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不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

系数的符号、显著性均无太大变化，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在平行趋势和动

态效应检验方面，可以发现，从政策开始后的第 2年开始示范区的成立会对承接

地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并在政策实施后的第 3年达到峰值，说明示范区的成

立这一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才会对当地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而在政策实

施后的第 4年，系数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说明示范区的成立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

率的影响缺乏可持续性。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排除了部分城市和其他政策的影响

后，结果发现被解释变量仍然受到示范区成立的影响。在异质性分析方面，利用

调节效应模型，对示范区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位于中部、西部地

区的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总效应分别为 0.0145、0.0443，即位于

西部地区的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产生的影响大于位于中部地区的示范

区产生的影响。

（4）示范区对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路径分析。通过将 DEA-Malmqui

st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分析示范区成立对

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纯技术效率变动并未受到示范区成

立政策的影响；由于地区技术进步的实现存在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示范区往往不

具备这些前提条件，因此示范区的成立对了技术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最后示范

区的产业转移通过经济集聚和产业关联效应，不仅能够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而

且能够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示范区的成立促进了地区规模效率的提高，从而提

高了承接地的绿色发展效率。

6.2 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对示范区促进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提出以下几

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要以实现承接地的绿色发展为重要目标。首先严

格把握高质量产业转移，承接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促进承接地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

因此，要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强化政策扶持，将“绿色高技术产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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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承接产业转移的首要选择，实现集约式绿色发展。其次结合地方优势优化

产业布局。承接产业转移必然带来产业集聚，根据比较优势促进不同区域发展特

色关联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的质量和水平。最

后，重视环境保护。严禁转入企业进行高污染产业的生产活动，在承接地区不仅

政府要采取相关环境规制措施来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企业自身也要提高环境保护

意识，在污染排放前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将污染排放作为企业能否进入承接地的

选择标准之一。

第二，实现各区域协同分工，共同推进示范区绿色发展。从城市效率分布来

看，不同城市集中表现在以示范区为单位呈现差异化分布。不同城市绿色发展效

率在承接产业转移前后均存在不同差异化，尤其是经济发展差距大的城市更为明

显，因此，要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分工协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首

先，对于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较快地区如合肥、芜湖以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

制造业为主，加快构建多元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大技术、人才和创新投入；其次

对于传统资源型城市，要客观分析传统资源型城市自身的比较优势，“扬优势、

补短板”的方式引导资源型城市发展，加大对资源枯竭城市的支持力度。最后对

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以补短板、强基础为重点，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化、绿

色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提升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绿色化的可持续利用。

第三，以示范区为依托全方位提高自身投资吸引力和综合实力，确保示范区

政策的影响长期持续有效。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在短期内有利于促进当地的

绿色发展效率，但其具有不可持续性，对承接地的绿色发展只能产生短期的、有

限的影响。为此，必须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努力提高自身经济实力，保证政

策影响的长期性、深远性。首先，承接地应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

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承接地要以示范区政策为导向，畅通多种融资渠道，

注重固定资产建设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合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

高规格、高起点的建设基础设施；加快通信、交通、能源加工等基础设施的完善，

推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为当地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其次，在

招商引资过程中，承接地要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发挥优势，补齐短板，要以产

业转入的企业为模板，建立一批符合当地特色的龙头企业，优化、完善一系列适

合本土的产业链体系，提高自身竞争力。最后，要明确示范区的在国家和地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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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战略定位，积极营造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努力实现为企业服务的政府服务体

系，努力解决企业的问题，提高投资吸引力；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政策为基础，

着力完善其他相关配套政策，根据环境变化对政策积极调整修订；完善政策考核

和评价体系，综合考虑多方面投入和产出，保证政策效应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第四，以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规模效应为主要手段，多渠道实现承接地绿色

发展水平的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对承接地的总体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的

促进作用，但是影响路径较为单一，仅能通过规模效应这一渠道实现，对承接地

的技术水平提高甚至存在不利影响。因此，为了提高承接地的绿色发展水平，就

必须拓宽产业转入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渠道，多个路径同时促进当地绿色发展

水平。首先，要加强本土企业与转入企业之间的联系，积极学习其他企业的先进

技术、管理经验、营销方法，在生产中实现“干中学”，加大科研投入，建立完

善的科研成果转化系统，保证科研专利成果实现社会化、盈利化。其次，承接地

要提高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和劳动人员素质，学习、借鉴产业转入企业的先进技术、

管理经验，要以转入、转出地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为前提，为了能够更加快速、

完整的学习转入企业的先进经验，要求承接地提高自身创新实力，加强产学研的

密切联系，建立多边协作平台，注重人才培养。最后，要继续发挥规模效应的促

进作用，利用产业转移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大力建设

产业园区，注重产业间的配套和关联，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一套有规模的

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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