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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阶段，绿色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

向，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

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是绿色发展的基本要义。绿色技术创新是涉及保护生态环

境的发展，更是涉及掌握核心技术的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新时代经济发

展的内在要求，畅通各要素流动渠道、促进各创新要素合理有序配置是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创新要素，也是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的重要主体，然而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由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增

长，我国劳动力市场表现出明显的“低工资”水平，劳动力要素价格是扭曲的。

那么扭曲的劳动力价格是否会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如果有，表现为怎样的特点？

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是本文企图回答的。本文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梳理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其次，详细阐述绿

色经济发展理论、技术创新理论、消费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

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抑制绿色技术创新的假说。再

次，确定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方法，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

色技术创新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然后，利用我国 30 个省市 2005-2020 年面板数

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劳

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异质性、专利类型异质性，检验劳动力价

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实证结果显示：（1）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2）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

术创新表现为区域异质性，即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

对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3）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专利类型异质性，劳动力价格

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代表的策略性绿色创新，对绿色发明专利代表

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4）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阻碍消费需求、人力资

本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假说得以验证。 

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的对策建议：持续推进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提高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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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刺激绿色技术创新需求；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扩

大绿色创新投入，鼓励绿色技术进步。 

 

关键词：劳动力价格扭曲 绿色技术创新 消费需求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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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tag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 hand in hand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which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mastering 

core technology.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Unblocking the 

flow channels of various factors and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nd orderly 

allocation of innovative factors are key links in building a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Labo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However, in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e to the extensive 

growth of cheap labor,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has shown an obvious 

"low wage" level, and the price of labor factors is distorted. Will the 

distorted labor price affec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f so,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In what wa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s: 

First,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labor price distortion and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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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nnovation. Secondly, the theory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ory, consumption theory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are elaborated. On this basis, the hypothesis that labor 

price distortion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rough consumption 

demand effect and human capital effect is put forward. Thirdly, determine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alyze the status quo and change trend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an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n,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05 to 2020, the fixed-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nfluence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test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patent type 

heterogeneity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o test the mechanism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labor price distor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problems.(2) The influence of 

labor price distor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ow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at is, labor price distor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entral China, has a lag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astern China, an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western China. (3) The effect of labor price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distor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patent type heterogeneity. 

Labor price distortion significantly inhibits strategic green innovation of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 representative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bstantive green innovation of green invention patent representatives. (4) 

The hypothesis is verified by labor price distortion, which impedes 

consumer demand and human capital inhibits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orrect labor price distortion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crease household income and 

stimulate the demand fo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mote the 

concentr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panding green innovation input, to encourage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Key words: Labor price distor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sumer demand;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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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 研究背景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表现为典型的粗放型发展，这种粗放

型发展是以环境污染、资源能源高消耗为代价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本质

上因为生产技术的低效率。长期来看，环境污染、资源能源高消耗问题的解决要

依靠技术进步，尤其是以绿色技术为导向的创新。 

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安排强调到

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要

全面建成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强国。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需要各经济主体在实践活动中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理念作为

行动指南，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摒弃传统外延

粗放型增长方式，以专业化、集约化发展为目标，要求我们必须牢牢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也是高质量发展。2022年 12月 28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

系实施方案（2023-2025）》，方案明确强调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技术转化应

用、绿色技术创新支持等重点任务，到 2025 年，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要更加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的能力持续提升。面对生态文

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劳动力要素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主

体。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主要依靠降低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发展方式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依靠自身调节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功能，导致了我国

目前的“低工资”水平，劳动力价格扭曲带来的后果是要素配置无法真实有效反

映要素供求关系，影响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要素的使用和选择。为推动劳动力市

场的健康高质量发展，2022 年 1 月 6 日，国务院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

革试点总体方案》，方案提出要加快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2022

年 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建设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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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要素市场、资源市场，特别地，要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

人才跨区域流动。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离不开人才的支持，人才是高质量的劳动力，劳动

力价格扭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揭示我国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劳动力价格扭曲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明晰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

的差异化影响，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性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差异化影响，是

非常必要和迫切的研究课题，这对于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至关重要。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首先，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集中考察要素市场化程度与绿色

技术创新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要素是最基本、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在

明确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同时，有利于深入理解一般要素市场

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其次，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验证了劳动力价格扭

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即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消费需求、人力资本抑

制绿色技术创新，这对于全面深刻理解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内

在联系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2.2 现实意义 

第一，量化评估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为矫正我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奠定基础

性工作，也将为全面深化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甚至整体要素市场化改革有所贡献。

第二，目前经济增长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制约着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绿色转型迫在眉睫。明确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创新的深层次原因，对有

效激发各主体绿色技术创新活力，全面促进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第三，明确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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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对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针对性施策以激励绿色技术

创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3 文献综述 

本节着眼于梳理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首先，系统梳

理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内涵、测度以及经济效应；其次，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

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把握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方向；再次，针对劳动力价格扭

曲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问题，从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劳动

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研究等方面进行文献梳理；最后，对现有

研究进行简要评述，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 

1.3.1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相关研究 

（1）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内涵和界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可以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实现出清，厂商对生产要

素的使用遵循一个基本原则——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要素的价格相等，满足这个使

用原则时的要素市场不存在价格扭曲问题，但是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生活中，

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要素市场这种出清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

的，由此产生扭曲。Bhagwati 和 Ramaswamin（1963）首先为要素价格扭曲给出

一个较为系统的定义：要素价格扭曲是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要素的价格水平

与要素产出水平不相等，进而导致要素在配置的过程中未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一

种经济现象。在 Johnson 等（1966）、Haul 等（1972）、Chacholiades（1978）的

研究中，进一步将要素价格扭曲细分为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当要素

的价格水平高于其边际产出时，为要素正向扭曲；反之，如果要素的价格水平低

于要素创造的边际产出时，为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更加侧重

分析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在同一地区或行业内部，相对扭曲指的是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生产要素绝对价格扭曲程度的比较；相似地，在不同地区或不同

行业之间，相对扭曲是指不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差异。 

劳动力价格扭曲是要素价格扭曲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被定义为劳动力

工资水平与劳动力创造的边际产出的偏离程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如果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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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资源通过市场进行配置，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在劳动力价格高于边际产出时减少劳动力雇佣，反之则增加

雇佣，长期来看，均衡状态的劳动力价格等于劳动力边际产出。劳动力价格扭曲

程度的数学公式如下： 

𝑑𝑖𝑠𝑡𝐿 =
𝑀𝑃𝐿

w
               (1.1) 

其中𝑀𝑃𝐿表示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价格，即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

w 则表示劳动力的实际价格，𝑑𝑖𝑠𝑡𝐿表示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如果𝑑𝑖𝑠𝑡𝐿>1，表

示劳动力的实际价格低于劳动力边际产出水平，即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如果

𝑑𝑖𝑠𝑡𝐿=1，表示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扭曲；如果𝑑𝑖𝑠𝑡𝐿<1，表示劳动力的实际价格高

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即劳动力价格正向扭曲。 

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本文将劳动力价格扭曲定义为劳动力边际产出与

工资水平的偏离程度，𝑑𝑖𝑠𝑡𝐿>1时，为负向扭曲；𝑑𝑖𝑠𝑡𝐿<1时，为正向扭曲；𝑑𝑖𝑠𝑡𝐿=1

时，劳动力市场为不存在价格扭曲。 

（2）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度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生产函数法和扭曲指数法。下面将

详细说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这两种测度方法，为本文第三章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

度提供依据。 

一是生产函数法。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实际工资水平的偏离程度为劳动力价

格的绝对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度过程中，首要步骤就是测算劳动力的边际

产出，借助生产函数测算劳动力边际产出在现有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特别地，

C-D生产函数的使用最为普遍。Rader（1976）较早借助生产函数法估算美国、印

度农业生产部门的要素价格扭曲。Beladi和 Lau（2000）采用 C-D生产函数法测

算要素价格扭曲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不是外生因素导致的，而是劳动力要素

市场各部门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带来的，这种扭曲会传递到资本要素市场，导致

要素市场不能达到最优状态。邵敏和包群（2012）运用 C-D生产函数测算中国 36

个工业行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结果显示这 36 个工业行业的劳动力的边际

产出远大于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报酬。王宁和史晋川（2015）在分析要素价格扭曲

与投资消费的关系时，利用 C-D生产函数估算我国 1978-2011年整体劳动力市场

的价格扭曲状况，发现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实际工资水平的平均比值为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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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劳动力价格表现为明显的负向扭曲。李言和樊学瑞（2020）借助 C-D生产函数

计算 1987-2016年我国 30个省市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测算结果显示 30个省市的

劳动力价格均表现为典型的负向扭曲。同样地，安孟和张诚（2020）利用 C-D生

产函数计算 2003-2017 年我国 30 省市劳动力价格扭曲水平，结果显示为负向扭

曲。顾冉（2020）、吴先明和张楠等（2017）使用 C-D 生产函数分别计算我国工

业企业和工业企业中的新创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水平，结果均显示为负向扭曲。

除此以外，还有部分研究得出我国劳动力价格为正向绝对扭曲的结果，郭圣乾和

俞远鹏等（2018）、刘来会和徐坡岭（2018）等也都运用 C-D 生产函数测算我国

劳动力的价格扭曲，测算结果均显示为正向扭曲。 

此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法也是劳动力价格扭曲测算过程中常用的方法，这

种生产函数法放松了技术中性假设。蒙大斌和杨振兵（2016）通过超越对数生产

函数测算 2001-2013 年我国省际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测算结果显示

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的特点，具体地，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的扭曲

程度最重，西部地区最轻，中部地区介于二者之间。安孟和张诚（2022）借助超

越对数生产函数测算各省市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发现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特点为：

劳动力边际产出超过劳动者的实际薪资水平。李健和盘宇章（2018）同样采取这

样的方法计算 2000-2014 年中国大陆 30 个省市的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水平，测算

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均值为 1.65，负向扭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典型特征。

同样地，张贵和王岩（2019）也通过超越对数函数得出负向扭曲的结果，均值为

1.86。 

二是扭曲指数法。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要素市场化和产品市场化表现为典

型的不同步性，产品市场化进程遥遥领先于要素市场。现有研究通过要素市场化

指数与产品市场化指数的比值、或者某一地区要素市场指数与某一特定地区要素

市场化指数的差距，构建要素的相对扭曲指数。在劳动力市场化指数的构造中，

学者大多利用某一地区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指数与标杆地区或城市的市

场化指数的差值，表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扭曲程度。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在

测算中国 29 个省市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时，以市场化程度最高值为标准，计算

其余各省市与市场化水平最高值的差距。陈沁和朱宏飞等（2020）在利用微观数

据测算劳动力的价格扭曲指数时，将上海的劳动力价格扭曲作为标杆，将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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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分析其他各省市的相对扭曲指数，发现研究样本中除北京、福建、安徽等地

外，其余各省市的扭曲程度都处于较高水平。郑国强（2021）在计算 2010-2016

年地级市的劳动力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时，选择样本中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最高值

作为标杆，计算其他城市的要素市场化程度与标杆城市的差距。刘汶荣（2021）

在测算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过程中，同样以市场化程度最高的样本为

标杆，通过相对差距指数计算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程度，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是存

在的，并且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要低于资本价格的扭曲程度。 

（3）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 

如果经济体是完全竞争的，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出，并反映经济体

中要素的稀缺程度；但如果要素市场是扭曲的，要素价格偏离要素的边际产出，

要素价格传递的经济信息是存在偏差的。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主要

表现出负向扭曲的特点，即劳动力的价格低于边际产出，这种扭曲一方面影响要

素的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劳动收入份额的多少，另一方面，影响要素禀赋结构

的灵活反应，劳动力价格扭曲可能导致价格机制的失灵，生产者不能合理有效地

进行要素配置，带来社会经济效率的损失。通过梳理文献，本文从收入水平、生

产率、产业结构方面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劳动力价格扭曲降

低劳动者实际收入，扩大城乡、区域收入差距。蒋含明（2016）基于中国 2002年

微观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了劳动报酬，

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章上峰和陆雪琴（2016）将劳动力价格扭曲表示为劳

动产出弹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比值，研究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是导致中国收入

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郭圣乾等（2018）研究结果表明，资本与劳动力价格扭曲

均刺激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力分别为 13.86%和 4.19%。柏培文和杨志才

（2019）基于 Hsieh 等（2009）的测算方法来估计理想条件下的收入水平时发现，

劳动要素市场扭曲造成产业间、省份间的收入差距。陈沁和朱宏飞等（2020）基

于上海市的外来人口流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是

一些省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袁鹏和朱进金（2019）发现劳动力扭曲提升 1%，劳

动份额下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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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生产率的影响。Hsieh 等（2009）以中国要素市场为研究

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进而导致生产率的损失。

Bento和 Retuccia（2017）运用再分配模型，将企业投资决策内生化，对美国和

印度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比较，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扩大将极大降低企

业生产率。盖庆恩和朱喜等（2013）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

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配置扭曲，农业生产部门与非农业生产部门平均工资差距

较大，如果消除这种扭曲，劳动生产率将会显著提高；郑国强（2021）从城市的

角度研究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

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孙才志和林洋洋（2021）考察我国沿海 11 个地区要

素市场扭曲对海洋经济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扭曲的劳动力市场显著抑制

了海洋经济生产率；盖庆恩和方聪龙等（2019）以我国 1995-2013年农业和制造

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业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价格扭曲

的消除会使经济生产效率提升 20.51%。葛金田（2019）实证分析工业企业劳动力

价格扭曲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降低企业生产率，这种

作用主要是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积累效应以及研发效应实现的。耿献辉和伍茜蓉

等(2021)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纠正将极大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价格扭

曲的改善将使经济效率提升 16.55%。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导致企业投入过

多劳动力，一方面，延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衰退进程，进而造成产业结构的低

端化；另一方面，也造成企业形成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大的粗放发展模式，产业

升级和创新动力不足。在扭曲的要素市场上，企业会更密集地使用低价生产要素，

要素更多地流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阻碍资源在产业间的自由高效配置，最终不

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曹亚军，2019）。谭洪波（2015）基于中国 2002-

2012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为工业经济

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某程度上也导致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韩国高等

（2017）基于中国 2002-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扭曲的要素价

格导致产能过剩，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这种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苗建

军和韩经纬（2020）基于 2001-2007年中国省级数据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

构失衡的影响时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导致劳动力配置不均，进而带来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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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衡。郑国强（2021）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与产业

结构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 

此外，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刘来会和范洪敏（2018）

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现二者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 B-S效应抑制通货膨胀。郑国强（2021）从地级市的角度实

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对非正规就业

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农村居民、低学历居民中更为明显，在

城镇居民、高学历居民中不明显。安孟和张诚（2022）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

验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加重环境污染。王明益和戚

建梅（2017）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出口产品质量的

关系，在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较小时，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

随着扭曲程度的扩大，促进作用式微并转变为抑制作用。邹涛和李莎莎（2021）

聚焦制造业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市场退出的影响，发现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

寻租激励效应、扭曲收益效应等途径阻碍企业市场退出。 

1.3.2 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1）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和界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约束等问题的日益严峻，绿色技

术成为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E·Brawn，D·Weld（1994）将绿色技术定义为遵

循生态文明理论，实现节约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的产品、技

术以及工艺的总称。James（1997）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能够显著减少环境污染，

同时能够提升个人或企业自身价值的新产品或者新工艺。Chen等（2006）认为绿

色技术创新是与绿色产品或工艺相关的各种创新活动，包括能源节约、污染防治、

产品设计等过程中涉及的技术创新。Albort-Morant等（2016）认为绿色技术创

新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综合统一。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要政府、

企业、研发机构等多方参与者的协调与合作（Baldassarre B 等，2017）。21世

纪初，OECD（2005）将绿色技术创新细分为绿色工艺创新以及绿色产品创新。所

谓绿色工艺创新，毕克新和杨朝均等（2011）认为绿色工艺创新是指在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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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旨在降低环境污染的创新活动，主要包括两方面——旨在降低生产污染物的清

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旨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治理技术创新。Amores-Salvadó 等

(2014)从产品创新的角度出发，提出绿色技术创新不只是体现在产品设计和产品

生产环节，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也需要予以考虑。李婉红和毕克

新等（2014）将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结合起来，认为绿色技术创新是指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坚持环境友好原则，以达到产品生命周期内污染

成本最小的创新活动。 

梳理目前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考

察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也有所差异，但这些研究中都传达出相

同的理念——减少对环境的负向影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文借鉴 Chen

（2006）、张钢和张小军（2014）等学者的观点，将绿色技术创新定义为一种通

过产品的创新或者生产流程的创新，以减少产品或生产实践活动对环境的负向影

响，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企业都带来经济利益、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实现企业

和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各种产品和工艺的总和。 

（2）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 

绿色技术创新是经济体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合理准确测度绿色技术

创新是研究国家或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基本前提。现有研究中绿色技术创新的测

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绿色专利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绿色专利数。以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成果为依据，将绿色专利数作为衡

量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指标，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方法。一些学者用

绿色专利申请量衡量经济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以上

市公司绿色专利的申请量来衡量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

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Li等（2022）以绿色专利的总申请量衡量绿色技

术创新水平，并进一步分析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创新的关系。Lin和 Ma（2022）、

欧阳晓灵和张峻豪（2022）等在研究中都利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衡量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此外，一些学者选择绿色专利授权量来衡量经济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李晓红和金正贤（2023）以企业绿色专利总授权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

实证考察环境税对上市公司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孙国锋和潘珊珊等（2022）以

绿色专利的总体授权量来度量各省市的绿色创新水平，研究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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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域绿色创新的影响。郭丰和杨上广（2022）在测度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时，

同时考虑绿色专利的总申请量和总授权量，在实证分析过程分别检验绿色专利申

请量、授权量在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碳排放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武力超和王锐等

（2022）、齐绍洲和林屾（2018）等都利用已经获得的绿色专利数表示经济体的

绿色创新水平。 

二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使用随机前沿法（SFA）或者数据包络分析法

（DEA）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主体的绿

色技术创新能力广泛存在于现有研究中。董直庆和赵贺等（2022）利用 SFA模型

测算 2007-2013年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医疗条件与绿色技术创

新的关系。肖黎明和高军峰等（2017）通过 SFA 模型测算我国 30 个省市的绿色

创新效率，并详细分析其空间地理特点及演变趋势。张娟和耿弘等（2019）基于

DEA法测算我国 1995-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显示除极个别年份

外，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整体上表现为不断上升的态势。

孔群喜和陈慧等（2019）利用 DEA 法测算长江经济带沿线的 11 省市的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 OFDI 的逆向溢出效应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孙燕

铭和谌思邈（2021）通过 SBM-DEA 模型，测算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并细致分析其时空演变特点、驱动因素。 

（3）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外部制度的作用，

即政府为主体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考察外商直接投

资、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现有研究成果大多表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欧阳晓灵和张骏豪等（2022）利用中国 27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

实证分析，研究显示，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继而又运用部分

线性模型考察二者的关系时发现，环境规制还表现出外溢性的特点，即本地环境

规制促进了相邻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郭进（2019）以中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样

本，考察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的各种实

施政策中，收取排污费和增加环保财政支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王芝炜和孙慧（2022）运用 Tobit模型检验上市公司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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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这种促进作用

对小规模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效应更强。陶锋和陈锦瑜（2021）运用双重差

分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目标责任

制一方面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在数量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导致绿色创新活动质

量的下降，而实质性审查制度可以保障绿色创新活动的质量，缓解环境目标责任

制对绿色创新活动质量的负向作用。王珍愚和曹瑜等（2021）认为环境规制与绿

色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他们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系统

GMM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典型的 U型特征

——先促进后抑制，环境规制促进的是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 

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的绿色

技术创新效应尤为明显。目前大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Xu Shichun（2020）从中国制造业角度出发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武力超等

（2022）基于 1998-2013年工业数据，从城市层面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知

识外溢显著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高低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选择。杨朝均和刘兵等（2020）考察外

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技术溢出

时，企业绿色自主创新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这时所有企业都选择进行绿色模仿创

新活动；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水平较低时，企业创新实力不同，选择也不同，

创新实力较强的企业在动态发展中最终选择绿色自主创新，创新实力较差的企业

选择绿色模仿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时，技术更容易获得，技术

成本低，所有企业都选择绿色模仿创新。同时，也有部分研究不认同外商直接投

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董有德和夏文豪（2022）运用系统 GMM 模型和门

槛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即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韩沈超和徐姗（2021）基于

中国首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实证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

关系，发现二者之间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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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不是简单的促进或

抑制关系，现有研究大多显示二者之间表现为非线性关系。罗超平和朱培伟等

（2022）以中国 2003-2019年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生产性服务业为

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 U型关系，对于一定范围

内的邻近地区也同样如此。刘亮和蒋伏心等（2017）以中国 30 个省市为研究样

本，实证考察工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现为倒 U型的关系。刘耀

彬和袁华锡等（2017）运用 SGMM方法实证分析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

结果表明文化产业集聚对绿色创新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关系，彼时文化产业集

聚对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王洪庆和郝雯雯（2022）基于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发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表现为倒 U型关系，其中专业

化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为非线性关系，多样化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

在正相关的线性关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表明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正相

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市场化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促进作用就越明显（李体欣和倪志兴等，2022）。黄漫宇和宋祖鹏等（2022）采

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特别地，多样化集聚存在空间外溢性。 

1.3.3 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1）要素市场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的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少部分学者从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角度进

行考察。市场程度低的要素市场将极大阻碍其他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进

而间接降低整体绿色创新水平。朱瑾和许智颖等（2022）基于非对称理论从区域

角度考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和路径传导，实证考察市场化程度、R&D的经

费投入和人员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

市场化进程是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较低的市场化水平成为制

约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瓶颈。徐盈之和张瑞婕等（2021）利用中国省际面板

数据考察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时发现，扭曲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

市场将降低绿色技术创新动力。宋马林和金培振等（2016）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3 

 

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和地方保护对环境福利绩效的影响，研

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阻碍了国内市场一体化，抑制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通过环

境规制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正向效应。谢贤君（2019）基于 SYS-GMM估计

方法实证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要素市场

扭曲通过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中介效应抑制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贺子欣和

惠宁（2022）实证考察区域要素价格扭曲、高科技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

的关系时发现，扭曲的要素市场显著阻碍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高科

技产业集聚则削弱了这种阻碍作用。汪明月和李颖明等（2019）在分析市场化导

向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时发现，要素市场的合理定价、要素市场的高效配

置有利于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素市场的高效运行为

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2）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研究 

具体到劳动力要素市场上，直接分析扭曲的劳动力价格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

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成果均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张

政和李雪松等（2020）从省级层面的角度出发，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经济

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消除则会明显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卞元超和吴利华等（2021）

发现本地和邻地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共同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阳立高（2022）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赵玉林和刘超（2022）实证分析中国高科技产业 R&D资源错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D 人力和 R&D资本显著抑制了高科技

产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1.3.4 文献综评 

综上所述，关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劳动

力价格扭曲造成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带来社会群体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低端

锁定效应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方面，环境规制、外

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等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部分学者检验了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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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劳动力市场扭曲视角的研究相对不足。

有学者聚焦我国城市层面，考察最低工资水平与代表绿色创新能力的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关系；还有学者侧重分析高科技产业领域高素质劳动力资源错配与绿色

技术创新的关系，专门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入

拓展，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有待明确。在我国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的经

济损失日益突出，有必要从省级层面分析验证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明确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丰富当前研究成果。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中国现实经济情况，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理论分析、现状分析、实证分析以及对策建议。 

（1）绪论。本文第 1 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

义、相关研究的概述。详细介绍研究内容和方法、可能的创新点。 

（2）理论分析。本文第 2 章为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的分析，首先，明晰本

文的理论基础。其次，梳理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劳动

力价格扭曲通过消费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影响绿色技术创新。 

（3）现状分析。本文第 3 章为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及分

析。运用 C-D 生产函数测度我国 30 个省市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根据测算结

果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变化趋势。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标准方面，根据《国际

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中的 IPC代码识别绿色专利数量。根据绿色创新产出——绿

色专利数量分析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特征。 

（4）实证分析。本文第 4 章为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

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首先，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用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滞后效应、剔除直辖市、对

样本缩尾处理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增加可能遗漏变量的方法处理实证分

析中的内生性问题。再次，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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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考察东、中、西部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劳动力价格

扭曲分别对绿色发明专利、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最后，实证检验劳动力价

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 

（5）对策建议。本文第 5 章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关于就纠正劳动力价格

扭曲、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方面的对策建议。 

图 1.1为本文的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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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框架图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理论基础 

●绿色经济发展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 

●消费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 

 

机制分析 

 

●消费需求效应       ●人力资本效应 

 

 

测度及现状分析 

 

劳动力价格扭曲 

 

●测度                                 ●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 

 

●测度                     ●分析 

 

实证分析 

结论与对策建议 

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 

 

内生性问题处理 

  
●地区异质性 

 ●专利类型异质性 

劳动力价格扭曲 

消费需求 人力资本 

绿色技术创新 

机制分析 
异质性分析 

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17 

 

1.4.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文献研究、计量分析、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 Excel、Stata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1）文献研究法。本文以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为研究主

题，通过查阅国内外关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明确劳动

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概念，梳理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

研究，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 

（2）计量分析法。运用计量分析法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直接影响、异质性影响。借鉴消费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劳动力价格扭

曲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假说的基础上，借助

中国 2005-2020 年除港澳台西藏外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法对上

述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提升研究的可信性。 

（3）比较分析法。本文基于地区异质性视角，比较分析中国东、中、西部

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专利类型的异质性，比较

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性质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 

1.5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价格扭曲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高

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劳动力价格扭曲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却鲜有

研究。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结合起来，考

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

用机制，丰富了现有研究内容。 

第二，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方面，为更好识别劳动力

价格扭曲的影响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还是数量，本文实证分析了劳动力价格

扭曲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明晰劳动力价格扭曲

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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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2.1 理论基础 

2.1.1 绿色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着重分析劳动、资本与产出的关系。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劳动力

总数和劳动生产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

点在于实行专业化分工，具体来说，劳动分工越细，越有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越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同时，资本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生

产资本的积累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并进一步实现经济增长。在充分肯定古典经

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重要性。马歇尔认为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外生因素。罗伯特·索洛构造的新古典增

长模型强调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经济增

长模型解答了技术进步的来源问题——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该模型以罗默和罗卡

斯为代表，他们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实现。 

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在充分考虑生产率、资本以及技术进步等多种因素对经济

增长的基础上，强调资源使用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将这两者同时纳入经济增

长理论的研究中。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绿色经济发展理论代表一种新的

发展模式，具体表现在：首先，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带

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绿色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更多地追求

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数量的堆叠，经济发展形式应该是集约式

的，而不是粗放式的。其次，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兼顾保障生态环

境和实现经济增长。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将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放在同等重要的位

置，认为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中实现经济增长，在经济增

长中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减少环境污染。绿色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要立足

当下，更要放眼长远，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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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技术创新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在其极富盛名的专著《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创新理

论，这本书涉及信贷、经济周期等诸多方面，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仍

是创新理论。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经济活动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在熊

彼特看来，创新本质上是各种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这样的新组合可

以提升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实现技术创新。这种新组合形式主要包括：生产新

产品，或者在已有的产品中挖掘新的特性；引入新的生产方法或技术；开辟新市

场；拓宽原材料的来源渠道，或者获取半成品的新供应源；组建新的组织形式。

创新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通过企业家的个人才能促进创新，另一种是通过技

术进步助推企业内生创新。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

素，先后出现了制度创新理论、国家系统创新理论等。诺斯和戴维斯首先为制度

创新做出具体表述，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一种对现存政治经济制度（包括法律、

分配、管理、所有制等）的变革，这种变革能够为创新主体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影响制度创新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生产技术、市场规模以及预期收入。基

于供给分析，林毅夫提出强制性制度创新，这种创新需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共同

发力，新制度实行带来的预期边际收益要与预期边际成本相等。国家系统创新理

论侧重分析技术创新的主体，该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应该只包括企业家群

体，整个国家创新系统都应该包括在内。国家创新系统是一个综合体系，影响要

素配置及效率的各个主体、关系网络以及运行机制等都在这个体系内。体系内的

企业主体和其他非企业主体通过制度安排发生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知识的应用、

创新，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绩效。 

2.1.3 消费理论 

现代消费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时期，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

业，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产品积压问题严峻，大量企业面临破产的窘境，

如何将过剩的生产库存销售出去困扰着商品生产者，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经济背景

下，如何刺激消费成为经济学家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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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绝对收入假说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开创性地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提出

绝对收入假说理论，强调消费与绝对收入（或者说当期收入）表现为稳定的函数

关系。绝对收入假说理论是对传统微观经济学利率决定消费理论的扩展，也为后

来的持久收入假说奠定坚实基础。 

传统的利率决定消费理论中，利率通过储蓄间接影响消费。凯恩斯则反对这

一理论，他强调决定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只有可支配收入，收入以外的其他影响

因素或者促进消费，或者抑制消费，整体而言，这些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可以抵

消。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数学表达式为： 

𝐶 = 𝑎 + 𝑏𝑌𝑡 

其中，C为消费者在 t期的总消费，Yt为消费者在 t期的所有收入，a和 b为

参数，a 为消费者满足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消费，也被称为自发消费，b 介于 0-1

之间，b 和Yt的乘积代表的是收入带来的消费，即引致消费，消费者在某一时期

的消费由自发消费以及引致消费共同构成。在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中，边际消费倾

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表现出递减的趋势。扭曲的劳动力价格直接影响劳动者当期

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劳动者的消费水平。 

（2）持久收入假说 

持久收入假说理论由“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他认为只关注现

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是片面的，他开创地同时考察暂时性收入和持久性收入对消

费的影响，相应地，他也将消费划分为暂时性消费和持久性消费。持久收入假说

更多强调持久性收入在消费需求中的地位。持久收入表示消费者预期到的所有的

长期收入，即预期三年以上能够持续稳定获得的收入流量，这些收入包括两部分

——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短期而言，暂时性收入的变化通过持久性收入影响

消费变动。长期来看，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表现为稳定的函数关系。 

2.1.4 人力资本理论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科技快速发展，面

对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增长现象，强调物质资本占主导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却无法做

出解释。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明塞尔等开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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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转向人力资本领域，他们共同推动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罗默、

卢卡斯等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舒尔茨认为，在有形的、以物质实体形式存在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体现在

个体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即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在个体体内的所有的

生产知识、技能、健康素质、心理素质以及管理能力等存量的总和。舒尔茨发现

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他认为由于人

力资本投资的差异，每个劳动者都是有明显差别的个体。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主要

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贝克尔在舒尔茨宏观分析人力资本的基础上，从微观层

面发展人力资本理论。贝克尔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明显的私有性质，人力资本生

产率的高低由这种资本的持有者的努力程度来决定的，贝克尔构建了成本-利润

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

因素之一。明塞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行为等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人力资本分析方

法。在明塞尔看来，人力资本，也可以被称为人的技能、劳动质量。人力资本的

形成来自于四方面的投资——教育、健康、培训和迁移，这种投资不是短期的，

而是贯穿个体完整的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的差异就在于劳动力在接受教育、培训

等过程中经验积累的差距。罗默和卢卡斯等通过数学方法将人力资本量化，并把

人力资本投资加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内生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水平。经济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就是扩大人力资

本储备。 

2.2 机制分析 

2.2.1 消费需求效应 

（1）劳动力价格扭曲与消费 

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劳动力实际可支配收入，根据绝对收入假说和持久收入

假说，进一步影响劳动力消费支出水平。劳动力获得的实际报酬低于劳动力的边

际产出水平，是劳动力收入占比较低的微观原因，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的情况下，

劳动力获得的收入水平低于潜在均衡状态，低收入水平通过消费需求理论影响居

民的实际消费需求。此外，较低的工资水平降低劳动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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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者必然会基于预计可获得的持久性收入做出消费选择，对未来收入的悲观

估计会导致劳动者对价格昂贵的高质量的新型产品的需求减少，消费规模收缩，

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居民收入主要包括三方面——劳动收入、财产

性收入以及经营性收入，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较少，居民收入以劳

动收入为主，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劳动收入的减少必然

带来消费需求的变化，短期来看，劳动力价格扭曲带来的是投资减少和消费减少，

长期来看，投资不再减少，而消费持续减少，最终导致消费结构的恶化（王宁和

史晋川，2015）。同时，劳动力市场扭曲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这种结果是

通过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达到的（高帆和汪亚楠，2016），

并且城乡收入差距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作用（何春丽和曾令秋，

2019）。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每增加 1个百分点，企业消费需求将减少 0.82个

百分点（顾冉，2019）。 

（2）消费与绿色技术创新 

市场需求是地区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在动力，企业或地区以消费者的需

求为导向进行产品研究和开发（杜斌和张治河，2016）。产品潜在需求的增加，

将显著提升产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刘云强和邵小彧等，2022）。当消费者对

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逐步增加时，市场通过需求机制和竞争机制刺激绿色技术创新

（汪明月和李颖明等，2019）。需求机制表现在，当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

规模足够大时，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根据自身的职责或功能进行决策，企业

将适时扩大研发资金投入，与高校、科学研究所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政府选择

制定并完善政策法规，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竞争机制表现在，不能满足消费

需求的企业将面临市场退出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将努力提升绿色创新

水平以保持竞争力。消费需求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和投资需要满足一个基

本前提，就是消费需求达到足够大的规模，较大的需求规模可以分摊技术研发成

本，降低绿色技术创新风险，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收入财富较高的地

区，高收入群体对绿色消费的需求更加强烈，环境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被挤出，不

被挤出并继续留在市场上也成为企业追求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董直庆和王辉，

2021）。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导致消费者收入负向扭曲，减少居民收入，减少消

费需求，消费需求的不足将抑制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23 

 

 

2.2.2 人力资本效应 

（1）劳动力价格扭曲与人力资本 

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人力资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劳动者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劳动力价格被低估时，

企业通过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较高的利润空间，由此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粗放使用

劳动力资源的方式，企业更关注的是劳动力数量的提升，而不重视人力资本质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为获取更多超额利润，

企业也选择将资源投向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导致生产资源的浪费，进而挤出人

力资本投资（李雪松和王冲，2019）。负向扭曲的劳动力价格阻碍了企业对人力

资本的投资。 

从劳动者角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的预计收益越大，劳动者就越倾向于进行

人力资本积累。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预期收益如果无法补偿人力资本

投资付出的成本，劳动者就会主动减少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报酬低于劳动

边际产出时，价格扭曲带来的低工资收入降低了劳动力对自身以及后代教育、培

训支出的积极性，即降低了劳动者对自身及后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郑国强，

2021），长期来看不利于地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同时，劳动者获得的低工

资报酬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风险，面对未知的收入风险，劳动者家庭教育投资意

愿继续下降，最终导致家庭教育投资低于社会所需的最优投资水平，抑制了地区

人力资本的提升。此外，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高技能人才不愿意充分发挥自身拥

有的所有知识和技能。 

（2）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创新 

罗卡斯、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这个内生因素引入到经济

增长模型，即人力资本是经济体实现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内生动力，同时，他

们强调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增的特点。人力资本水平与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密

切相关，借鉴人力资本理论，下面将详细说明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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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贯穿于企业整个生产创造过程，研发活动的展开、技术创新成果的

推广应用以及产品规模化产业化的过程都需要强有力的人力资本的支持。人力资

本规模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活跃，政府更有动力创造良好的科技研发环境，越

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表现为协同互补的

关系，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助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同样地，绿色技术创

新水平的提升也会促进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由于收益递增的特点，人力资本与

其他科技、信息相结合时，能产生很好的外部性，促进企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

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展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带来的是

低人力资本水平，这样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最终

的结果就是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章系统论证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消

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综合上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劳动力价格扭曲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H2：劳动力价格扭曲将抑制消费需求，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H3：劳动力价格扭曲将抑制人力资本，从而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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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与分析 

3.1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算和结果分析 

3.1.1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测算 

劳动力价格扭曲衡量的是劳动力边际产出与平均劳动报酬之间的差距。C-D

生产函数表达式简单，可以直接测算产出弹性，产出估计误差较小，在理论和实

践中被广泛使用。因此，本文选择借助 C-D 生产函数，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 C-D

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得到企业劳动力边际产出，进而测度各省市劳动

力价格扭曲程度。 

𝑌𝑖𝑡 = 𝐴𝑖𝑡𝐿𝑖𝑡
𝛼 𝐾𝑖𝑡

𝛽
              （3.1） 

其中,𝑌𝑖𝑡表示地区𝑖在𝑡期的产出总值，𝐴𝑖𝑡为全要素生产率，𝐿𝑖𝑡和𝐾𝑖𝑡分别为地

区𝑖在𝑡期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𝛼和𝛽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要素的产出弹性。劳动

力边际产出为 

𝑀𝑃𝐿𝑖𝑡 = 𝛼𝐿𝑖𝑡
𝛼−1𝐾𝑖𝑡

𝛽
= 𝛼𝑌𝑖𝑡/𝐿𝑖𝑡  （3.2） 

劳动力价格扭曲的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的数学表达式为 

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 =
𝑀𝑃𝐿𝑖𝑡

𝑤𝑖𝑡
=

𝑌𝑖𝑡

𝑤𝑖𝑡𝐿𝑖𝑡
        （3.3） 

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表示地区𝑖在𝑡期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本文运用中国大陆除港澳西

藏外 30个省市 2005-2020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产出总值用各省市的实际 GDP（平

减后的 GDP）表示，劳动投入量用各省市年末就业人员总数表示，资本投入量用

固定资产投入总额来表示，𝑤𝑖𝑡表示地区𝑖在𝑡期的工资水平，在这里用工资性收入

表示。 

3.1.2 劳动力价格扭曲测算结果分析 

（1）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整体分析 

表 3.1汇报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结果显示，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

出弹性分别为 0.352 和 0.777，两者之和为 1.129。不同学者运用不同的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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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时，得到的结果也有所差异，但学术界普遍认为=0.4，

=0.6，这与本文测算结果大致相同，因此本文对生产函数参数的估值结果是合

理的。 

 

表 3.1  参数估计结果 

 (1) 

 ln(Y) 

ln(K) 0.777*** 

 (0.015) 

ln(L) 0.352*** 

 (0.018) 

_cons -1.351*** 

 (0.119) 

N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表 3.2是根据公式 3.3测算的各省市部分年份劳动力价格扭曲水平（限于篇

幅，只列举部分年份数据）： 

 

表 3.2  2005-2020年各省市部分年份劳动力价格扭曲测度结果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北京市 1.91  2.13  2.08  2.13  2.13  2.07  2.13  2.45  

天津市 3.01  2.84  2.66  2.63  3.36  3.01  2.68  2.55  

河北省 1.58  1.70  1.76  1.74  1.61  1.48  1.44  1.47  

山西省 1.40  1.77  1.78  1.59  1.54  1.42  1.67  1.77  

内蒙古 2.19  2.64  2.75  2.54  2.42  2.13  1.94  1.98  

辽宁省 2.33  2.31  2.39  2.43  2.42  1.86  1.91  1.74  

吉林省 1.83  2.03  2.19  2.29  2.46  2.19  1.90  1.64  

黑龙江 2.03  2.14  2.08  2.00  1.85  1.78  1.74  1.87  

上海市 2.62  2.16  2.18  2.05  2.01  2.12  2.14  2.26  

江苏省 1.74  1.88  2.07  1.99  2.32  2.37  2.44  2.37  

浙江省 1.34  1.39  1.47  1.48  1.63  1.66  1.66  1.67  

安徽省 0.77  0.86  0.94  0.97  1.10  1.08  1.15  1.78  

福建省 1.35  1.45  1.48  1.35  1.67  1.63  1.74  2.41  

江西省 1.06  1.12  1.25  1.34  1.36  1.36  1.37  1.64  

山东省 1.24  1.36  1.37  1.35  1.70  1.65  1.74  1.71  

河南省 1.11  1.20  1.25  1.21  1.30  1.34  1.40  2.02  

湖北省 0.99  1.17  1.35  1.50  1.84  1.92  2.0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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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2005-2020 年各省市部分年份劳动力价格扭曲测度结果 

湖南省 0.95  1.15  1.31  1.47  1.61  1.64  1.71  2.00  

广东省 1.39  1.56  1.46  1.42  1.59  1.62  1.63  1.56  

广西 0.82  0.86  0.96  1.13  1.42  1.38  1.39  1.51  

海南省 1.36  1.44  1.51  1.42  1.45  1.35  1.32  1.52  

重庆市 1.02  1.25  1.42  1.60  1.97  2.13  2.09  2.25  

四川省 0.97  1.03  1.12  1.23  1.46  1.47  1.54  1.64  

贵州省 0.65  0.86  0.95  1.07  1.30  1.36  1.47  1.62  

云南省 0.81  0.88  0.85  0.87  1.13  1.12  1.12  1.42  

陕西省 1.21  1.29  1.42  2.11  2.54  2.27  2.33  2.00  

甘肃省 0.82  0.92  0.98  1.07  1.13  0.98  0.94  1.04  

青海省 1.23  1.39  1.54  1.70  1.67  1.49  1.41  1.61  

宁夏 1.29  1.59  1.69  1.71  1.72  1.68  1.60  1.65  

新疆 1.76  1.84  1.89  1.81  1.86  1.40  1.50  1.60  

平均 1.43  1.54  1.60  1.64  1.79  1.70  1.70  1.84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而来。 

 

由 3.2 表可以得出，整体来看，我国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大于正向扭曲，

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相比，劳动力要素获得的报酬处于被低估的状态。总体来看，

2005-2020年间，我国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劳动力价格

负向扭曲程度较大的地区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重庆等地区，均

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特别地，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区在观测期

内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优势，

吸引大量其他地区的人才和劳动力，将这些人才或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压到远低于

其创造的生产价值；湖北省地处长江经济带，高等教育资源优于周围省份，对周

围省份劳动力有较大的吸引力；重庆凭借其在西部地区相对较为优越的地理、经

济优势吸引周围其他省份的劳动力。 

（2）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地区差异 

根据图 3.1，2005-2020年间，东部地区的扭曲程度始终保持在 1.5-2之间，

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始终为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最严重的地区。中部地区从小于

1.5增长到接近 2，变化幅度大于东部地区，但总体扭曲程度始终低于东部地区，

记得注意的是，2020 年中部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已与东部地区大致相同。

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变化幅度与中部地区基本一致，在 2012-2015 年间，

与中部地区基本持平或小幅超过中部地区，观测期内总体扭曲程度低于中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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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优越的地理、政策优势，东部地区迅速吸引了大量外商直

接投资，彼时这些投资主要来自国外的产业转移，具体而言，是以劳动力密集型

产业为主的产业转移。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方面导致东部地区的低端锁定

效应，另一方面带来的是劳动者较低的工资报酬。因而，东部地区成为我国劳动

力价格扭曲程度最严重的区域。此外，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东部还吸引了大量

高技能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往往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率，而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

的速度远远落后于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与工资水平的差距继续

扩大。 

 

 

图 3.1  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而来 

 

3.2 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和分析 

3.2.1 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 

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选取方面，本文聚焦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视角，尤其是

绿色专利方面。绿色专利制度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手段。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并于 2017 年 8月 2日实施,该办法明确指出

“涉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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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专利，专利审批部门优先审查。本

文选择绿色专利数量来表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关于使用绿色专利数衡量经

济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绿色专利申请量更好，这是

因为在专利申请的过程中，专利申请主体已经将专利技术应用于企业的生产过程

中，已经对地区或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因而绿色专利申请量更加可靠。另一种认

为绿色专利授权量更好，原则上专利授予情况更能反映技术创新程度（齐绍洲和

林屾，2018）。充分考虑上述情况，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将更为广泛使用的

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在考虑更换被

解释变量的情况时，将绿色专利授权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替代指标进行实

证检验。 

3.2.2 绿色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1）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总体分析 

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提出，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绿色发

展、创新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在各市场主体共同努力和国家政

策的支持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总体来看，由图 3.2和图 3.3可知：在 2005-2019年，中国总体绿色专利申

请数量和授权量表现为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绿色专利申请量由 2005年的 15232

到 2019 年的 431077，增长了约 27 倍；绿色专利授权量由 2005 年的 7687 件到

2020 年的 335938 件，增长了 40 多倍，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整体上呈不断扩

大的趋势。其中，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自 2014 年后表现出快速增长的

态势，增长的原因可能是 2014 年环境保护法的颁布，提升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积极性。2020 年绿色专利申请量急剧下降，原因在于停工停产导致企业研发活

动中断。 

分绿色专利类型来看，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和绿色发明专利数量存在明显

差异，申请量的差距小于授权量的差距。申请量而言（图 3.2），2005-2019年绿

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均表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二者所占比例也不

相上下，然而 2020 年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急转直下，绿色发明专利也明显减少，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30 

 

可能的解释是由于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包括绿色创新活动在内的生

产性活动受到冲击。授权量而言（图 3.3），绿色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在

观测期内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始终高于绿色发明专利，

说明我国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的专利转化率更高，实质性绿色创新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 

 

 

图 3.2  2005-2020年绿色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图 3.3  200-2020 年绿色专利授权量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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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技术创新的地区差异 

从绿色专利授权量来看（图 3.4），2005-2020年间，各地区授权量均呈现增

长态势，2014 年之前，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差距较小，2014 年以后，中西部地区

和东部地区差距大致呈逐年扩大的趋势，东部地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授权量略高于西部地区，但优势不明显，中西部绿色技术创

新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绿色专利申请量而言（图 3.5），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特点与授权量基本一致，略有不同的是，2017-2019年间，中部地区绿色专利申

请量快速增加，绿色创新活动明显比西部地区活跃。但受 2020 年肺炎的影响，

全国范围停工停产频繁，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申请行为受到冲击。 

 

 

图 3.4  分地区绿色专利授权量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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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分地区绿色专利申请量 

数据来源：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3.3 本章小结 

本章借助 C-D 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 30 个省市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并详

细分析各地区劳动力价格扭曲在 2005-2020 年的变化趋势。2005-2020 年间，我

国劳动力价格整体上表现为负向扭曲，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劳动者创造的边际

产出。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扭曲程度最严重，西部地区扭曲程度最轻，中部

地区介于二者之间。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方面，本章分析我国 2005-2020年绿色专利申请和绿色专

利授权情况，我国绿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大致表现为不断扩大的趋势，但各

地区绿色创新能力差别较大，具体地，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西

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差距不大。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在绿色专

利总数中的占比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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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 

要素价格反映地区的资源禀赋信息，扭曲的要素价格影响企业的生产和研发

选择——影响要素投入和创新决策。张政等（2020）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抑

制了绿色经济效率。聚焦省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专利申请量代

表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  

为了解答上面所述问题，本章在第二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实

证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章的主要内容为：首先，构建

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

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其次，为提高基本结论的可靠性，从更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滞后效应、剔除直辖市、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通

过增加可能遗漏的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然后，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从区

域异质性、绿色专利类型异质性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实证考察劳动力价格扭

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4.1 计量模型设定 

4.1.1 模型设定与识别 

为考察中国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构建的基准计量模

型如下： 

𝐸𝑃𝑖𝑡 = 𝑎0 + 𝑎1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 + 𝑎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4.1） 

其中，下标𝑖和𝑡分别对应省份和年份，𝐸𝑃𝑖𝑡表示地区𝑖在𝑡期的绿色专利申请量，

代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为地区𝑖在𝑡期的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𝑋𝑖𝑡为地区

𝑖在𝑡期的控制变量集合；𝑎0为截距项，𝑎2是控制变量回归系数的集合，𝜇𝑖和𝑣𝑡分

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𝜀𝑖𝑡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系数𝑎1是本文关

注的重点，反映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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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𝐸𝑃)。根据前文对绿色技术创新测度的

归纳、总结，本文将绿色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

将绿色专利申请量加一后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价格扭曲（𝑑𝑖𝑠𝑡𝐿）。用前文计算的劳动力的边

际产出与工资水平的比值来衡量。 

（3）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本文加入的控制变量有：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经

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和产业结构。环境规制（𝑒𝑟）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取

对数；外商直接投资（𝑓𝑑𝑖）为各地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取对数；经济发展水平为

地区生产总值 GDP 取对数；科研投入（𝑟𝑒𝑠𝑒𝑎）为各省市的研发人员数量（单位：

万人）；产业结构（𝑖𝑛𝑑𝑢𝑠）为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的比重。 

（4）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5-2020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由于西藏数

值缺失较为严重，将其剔除。各省市的绿色专利数来自 CNRDS数据库，环境污染

治理投资总额来自 EPS数据库，就业数量、工资性收入、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生

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等来自《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4.1.3 描述性统计 

表 4.1为基准回归模型中涉及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FDI 为上下 1%缩

尾处理后的结果）。由表 4.1 可知，被解释变量绿色专利申请量（EP）的标准差

为 1.64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2.485 和 11.12，说明所选样本中各省市之间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同样地，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价格扭曲（distL）

的标准差为 0.492，最小值为 0.648，最大值为 3.357，说明样本中各省市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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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价格存在较为严重的扭曲，且各省市之间扭曲程度差距较大，表明现阶段矫正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必要性。 

 

表 4.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P 7.439 7.568 1.648 2.485 11.12 

distL 1.621 1.554 0.492 0.648 3.357 

gdp 9.234 9.323 0.981 6.298 11.32 

er 5.026 5.132 0.998 1.668 7.256 

fdi 5.254 5.553 1.650 0.566 7.565 

resea 10.60 6.188 12.86 0.121 87.22 

indus 44.97 46.40 8.673 15.80 61.50 

 

4.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检验个体效应，F 检验和 LM 检验结果显示存在个体效应，应选择固定

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对应的 P值均为 0.0000，表明固定效应

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用绿色专利申请

量表示。表 4.2汇报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表中

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 OLS模型或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解释变量劳动力价格扭

曲的系数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数，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扭曲抑制地区

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而 H1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系数表明，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

研发人员数量会显著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双向固定模型下，外商直接

投资则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抑制作用。与现有研究结论大致相同。 

 

表 4.2  基准回归 

 OLS FE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申请 

distL -0.334*** -0.182*** 

 (0.070) (0.059) 

gdp 2.625***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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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2) (0.229) 

er 0.003 0.085*** 

 (0.040) (0.031) 

fdi -0.024 -0.036* 

 (0.029) (0.021) 

resea 0.004 0.006*** 

 (0.002) (0.002) 

indus 0.008** 0.016*** 

 (0.004) (0.004) 

_cons -15.171*** -10.542*** 

 (0.599) (1.836)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不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3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 

为了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下面将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问题处理，稳

健性检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滞后效应、剔除直辖市、

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内生性问题用增加可能遗漏的变量予以处理。 

4.3.1 更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所得结论，这一小节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

健性检验。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替代指标，本文选取绿色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的替代指标，绿色专利授权量越大，表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

在实证分析中将绿色专利授权量加一后取对数。表 4.3 的第（2）列被解释变量

为绿色专利授权量为代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汇报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价

格扭曲在 1%的水平上显著抑制了绿色专利授权量，再次证明了劳动力价格扭曲

与绿色技术创新的负相关关系，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4.3  更换被解释变量 

 (1) (2)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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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L -0.179*** -0.277*** 

 (0.059) (0.059) 

gdp 1.821*** 2.165*** 

 (0.229) (0.227) 

er 0.087*** 0.091*** 

 (0.031) (0.030) 

fdi -0.041** -0.065*** 

 (0.020) (0.020) 

resea 0.006*** 0.009*** 

 (0.002) (0.002) 

indus 0.016*** 0.011*** 

 (0.004) (0.004) 

_cons -10.501*** -13.599*** 

 (1.833) (1.822)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3.2 考虑滞后效应 

考虑到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时滞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劳

动力价格扭曲滞后一期进行实证检验。表 4.4 中第（2）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滞

后一期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专

利申请代表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估计系数依然为负，为-0.218，并且在 1%的

统计水平显著。在考虑滞后效应后，劳动力价格扭曲依然显著阻碍了绿色技术创

新，与基准回归结果所得结论一致，因此，本文所得结论的是可信的、准确的。 

 

表 4.4  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1) (2)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申请 

distL -0.182***  

 

L.distL 

 

(0.059)  

-0.218*** 

(0.062) 

Gdp 1.825*** 1.921*** 

 (0.229)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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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0.085*** 0.062** 

 (0.031) (0.031) 

Fdi -0.036* -0.042* 

 (0.021) (0.022) 

resea 0.006*** 0.005*** 

 (0.002) (0.002) 

indus 0.016*** 0.017*** 

 (0.004) (0.004) 

_cons -10.542*** -11.183*** 

 (1.836) (2.013)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5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3.3 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为提升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这一小节将特

殊样本予以剔除后再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直辖市较好的经济优势、突出的制度

优势，直辖市样本可能会导致实证分析结果发生部分偏差，因此，为增加研究结

果的可靠性，本文将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样本予以剔除，实证检

验剔除直辖市以后其他各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表 4.5

中的第（2）列为剔除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样本的回归结果。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一致，显著性也完全一

致，再次验证了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研究结果依

然是准确、可靠的。 

 

表 4.5  剔除直辖市 

 

 

 

(1) 

全样本 

(2) 

剔除直辖市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申请 

distL -0.182*** -0.208*** 

 (0.059) (0.006) 

Gdp 1.825*** 2.122*** 

 (0.229) (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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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0.085*** 0.070*** 

 (0.031) (0.034) 

Fdi -0.036* -0.037** 

 (0.021) (0.021) 

Resea 0.006*** 0.006*** 

 (0.002) (0.002) 

Indus 0.016*** 0.013*** 

 (0.004) (0.004) 

_cons -10.542*** -12.993*** 

 (1.836) (2.168)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16.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3.4 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 

除异常值之外，离群值的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实证结果存在部分偏差。为排除

离群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提升结论的可靠性，这一小节对所有的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表 4.6 的第（2）列为所有变量缩尾处理后的估计结果，劳动力

价格扭曲的系数依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劳动力价格扭曲阻碍了区

域绿色技术创新，与基准回归结论相同，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表 4.6  对样本进行缩尾处理 

 (1) (2)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申请（缩尾处理） 

distL -0.182*** -0.199*** 

 (0.059) (0.059) 

Gdp 1.825*** 1.823*** 

 (0.229) (0.212) 

Er 0.085*** 0.089*** 

 (0.031) (0.031) 

fdi -0.036* -0.020 

 (0.021) (0.021) 

resea 0.006*** 0.007*** 

 (0.002) (0.002) 

indus 0.016*** 0.015*** 

 (0.004) (0.004) 

_cons -10.542*** -1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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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 (1.705)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3.5 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内生性问题可能是基准回归时，遗漏了与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的其他经

济变量。因此，在基准回归模型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与地区绿色

技术创新有关的重要变量，以减轻遗漏变量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在绿色技术创新

的影响因素中，可能遗漏的变量有城镇化率（urban），利用地区城镇人口数与总

人口数之比来表示地区城镇化率。通常情况下，城镇化率越高的地区，基础设施

条件更好，生产要素更加丰富，越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表 4.7为基准

回归和控制变量中增加城镇化率的实证结果，第（1）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第（2）

列为控制变量中增加城镇化率的回归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将城镇化率加入

到控制变量中，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估计系数依然为负数，而且与

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相差较小，再次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的结论是准确、可信的。 

 

表 4.7  增加可能遗漏的变量 

 (1) (2)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专利申请 

distL -0.182*** -0.228*** 

 (0.059) (0.058) 

Gdp 1.825*** 1.232*** 

 (0.229) (0.242) 

Er 0.085*** 0.064** 

 (0.031) (0.030) 

Fdi -0.036* -0.035* 

 (0.021) (0.020) 

Resea 0.006*** 0.008*** 

 (0.002) (0.002) 

Indus 0.016*** 0.016*** 

 (0.004) (0.004) 

urban  0.033***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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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ons -10.542*** -6.958*** 

 (1.836) (1.865) 

个体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4 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只能反映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平均边际效

应。根据第 3章分析，我国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性。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代表不同性质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下面

从区域异质性和绿色专利类型异质性的角度，进一步验证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

技术创新的影响。 

4.4.1 区域异质性 

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南北分化明显，东西差距依然存在，

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劳动力价格扭

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呢？本文将样本中我国 30 个省市

按照东、中、西进行划分，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解释，东部地区包括

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

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新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和广西。细致分析劳

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 4.8 第（1）列到第（3）列，

依次为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东、中、西部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中部地区专利绿色专利申请的影响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负，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中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东部和西

部地区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不显著。为进一步明晰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各地区的

影响，将绿色专利授权量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替代变量，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

曲对绿色专利授权代表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第（4）到第（6）列，分别为劳

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绿色专利授权量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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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价格扭曲对中、东部地区绿色专利授权的影响分别在 1%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依然不显著。对东部地区而言，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抑制

了绿色专利授权为代表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申请专利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的

解释是由于绿色专利申请到授权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绿色专利授权存在一定的

时滞性（齐绍洲等，2018），因而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滞后效应

更为明显。对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可能的解释是

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较低时，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随着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劳动力价格扭曲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

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表 4.8  区域异质性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4) 

东部地区 

(5) 

中部地区 

(6) 

西部地区 

变量 绿色专利

申请 

绿色专利

申请 

绿色专利

申请 

绿色专利

授权 

绿色专利

授权 

绿色专利

授权 

distL 0.046 -0.672*** 0.037 -0.155* -0.539*** 0.027 

 (0.086) (0.106) (0.099) (0.091) (0.114) (0.093) 

gdp 2.515*** 1.613*** -0.645 3.067*** 1.604*** 0.183 

 (0.324) (0.494) (0.469) (0.344) (0.531) (0.441) 

er 0.101** 0.280*** -0.108** 0.067 0.306*** -0.048 

 (0.041) (0.055) (0.050) (0.044) (0.059) (0.047) 

fdi 0.003 0.099** -0.052 -0.034 0.151*** -0.062** 

 (0.036) (0.050) (0.032) (0.038) (0.054) (0.030) 

resea 0.004* 0.034** -0.030* 0.005** 0.030** -0.053*** 

 (0.002) (0.014) (0.018) (0.002) (0.015) (0.017) 

indus 0.004 0.025*** 0.019** 0.008 0.017*** 0.005 

 (0.006) (0.005) (0.008) (0.007) (0.006) (0.007) 

_cons -17.027*** -10.306** 9.393*** -22.148*** -10.903** 2.798 

 (2.800) (4.074) (3.561) (2.980) (4.377) (3.343)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6.000 128.000 176.000 176.000 128.000 176.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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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专利类型异质性 

绿色专利主要包括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一般认为，绿色发明

专利的创新性要高于绿色实用专利，绿色发明专利代表实质性创新，体现区域绿

色技术创新的质量；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代表策略性创新，体现的是区域绿色技术

创新数量（黎文婧等，2016）。为进一步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

的特点，本文将细致考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不同绿色专利类型影响的异质性。表

4.9的第（1）列到第（3）列的核心解释变量均为劳动力价格扭曲，第（1）列被

解释变量为绿色专利申请量，第（2）列被解释变量为代表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代表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绿

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在 1%的统计水平显著抑制了绿

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对绿色发明专利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

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对实质性绿色

技术创新的作用表现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多没有

足够的技术基础，研发活动大多处于试错阶段，面对各种外在风险和内部研发进

展缓慢的问题，劳动力价格扭曲挫伤劳动者和研发者生产积极性，内外因的双重

作用下，挤出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在进行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时，企业往往

已经拥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各方面技术设施更为完善，应对风险能力较高，良好

的内外部条件的支持削弱了扭曲的劳动力价格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 4.9  专利类型的异质性 

 (1) (2) (3)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 

distL -0.182*** -0.373*** 0.006 

 (0.059) (0.066) (0.069) 

gdp 1.825*** 2.319*** 1.485*** 

 (0.229) (0.253) (0.265) 

er 0.085*** 0.105*** 0.064* 

 (0.031) (0.034) (0.035) 

fdi -0.036* -0.062*** -0.003 

 (0.021) (0.023) (0.024) 

resea 0.006*** 0.005** 0.007*** 

 (0.002)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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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 0.016*** 0.010** 0.018*** 

 (0.004) (0.004) (0.005) 

_cons -10.542*** -14.741*** -8.901*** 

 (1.836) (2.030) (2.121)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5 机制检验 

前文实证分析检验了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劳动力价

格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根据前文第三章的理论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

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抑制绿色技术创新，下面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影

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做实证检验。本文借鉴刘李青原

和陈世来（2022）等机制检验的做法，具体做法为：实证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与

机制变量的关系,即如果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与机制变量为负相关关系，

则认为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机制变量抑制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本文分别实证考

察劳动力价格扭曲对消费需求、人力资本的影响。表 4.10的第（2）列汇报了劳

动力价格扭曲影响消费需求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在 1%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抑制了消费需求。即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抑制消费需求抑制绿色技

术创新得以验证。H2成立。表 4.8第（3）列为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人力资本的

回归结果①，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劳动

力价格扭曲通过抑制人力资本抑制绿色技术创新。H3 得以验证。劳动力价格扭

曲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阻碍绿色技术创新。 

构建的方程如下，dem 代表消费水平，用居民消费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表

示,hum代表人力资本，这里用大学生数来表示，实证检验时将其取对数。消费水

平和人力资本为机制变量。 

𝐸𝑃𝑖𝑡 = 𝑎0 + 𝑎1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 + 𝑎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4.2） 

𝑑𝑒𝑚𝑖𝑡 = 𝑏0 + 𝑏1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 + 𝑏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4.3） 

ℎ𝑢𝑚𝑖𝑡 = 𝑏0 + 𝑏1𝑑𝑖𝑠𝑡𝐿𝑖𝑡 + 𝑏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𝑣𝑡 + 𝜀𝑖𝑡       （4.4） 

 
① 所有变量均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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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机制检验 

 (1) (2) (3) 

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 消费需求 人力资本 

distL -0.182*** -0.027*** -0.057* 

 (0.059) (0.005) (0.030) 

gdp 1.825*** -0.157*** 1.075*** 

 (0.229) (0.020) (0.107) 

er 0.085*** 0.001 -0.004 

 (0.031) (0.003) (0.015) 

fdi -0.036* 0.002 -0.031*** 

 (0.021) (0.002) (0.011) 

resea 0.006*** 0.000** -0.001 

 (0.002) (0.000) (0.001) 

indus 0.016*** -0.002*** 0.003* 

 (0.004) (0.000) (0.002) 

_cons -10.542*** 1.836*** 2.247*** 

 (1.836) (0.163) (0.859) 

个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80.000 480.000 48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4.6 本章小结 

本章借助中国 2005-2020 年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实证

检验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一、劳动力价格扭

曲抑制了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代表的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处

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

在区域异质性，劳动了价格扭曲抑制了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对东部地区的抑

制作用存在滞后效应，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明显。三、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策略性绿

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对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四、劳

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抑制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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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系统梳理劳动力价格扭曲和

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以理论和文献为基础，提出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

技术创新的消费需求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分析我国劳动力价格扭曲现状、绿色

技术创新水平现状，借助 2005-2020 年我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并运用双向

固定效应实证分析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异质性影响，以

及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劳动力价格整体表现为负向扭曲。本文借助 C-D 生产函数测算我

国 2005-2020 年 30 省市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水平，发现我国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

的特点，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负向扭曲最严重，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

扭曲程度最轻。 

（2）我国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逐步提升。本文用绿色专利数来衡量我国各省

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发现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大致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

但各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最高，西部最低，中部介于

二者之间。 

（3）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显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基准回归结

果、稳健性检验结果、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的实证结果都表明劳动力价格扭曲与绿

色技术创新之间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劳动力价格扭曲阻碍绿色技术创新。 

（4）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异质性影响。第一，

劳动力价格扭曲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表现为区域异质性，即劳动力价格对东部地区

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表现为滞后性，对中部地区的抑制作用表现为显著抑制，

对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不明显。第二，劳动力价格扭曲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表现为专利类型异质性。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代表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

绿色发明专利代表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质量。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显

著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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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证结果显示劳动力价格扭曲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抑制

绿色技术创新。 

5.2 对策建议 

基于上文研究结果，为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

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持续推进劳动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劳动力价格扭曲 

推进劳动力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机制。第一，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保障

市场在决定劳动力要素价格方面的地位，保证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灵活性。切实保

障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充分保障劳动者获得实际报酬的

增长速度与所在地区 GDP 增长速度保持大体一致，与企业社会生产率大致相同，

确保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与劳动者所做的贡献相匹配。第二，劳动力市场的高效运

转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需要政府保驾护航，政府要

健全劳动合同法，引导企业遵循劳动合同法，依法严惩不遵循、甚至违反劳动合

同法的企业；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益。第

三，畅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渠道，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切实推动农业人口市

民化，让各类劳动者都依法平等享有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等公共服务。 

（2）提高居民收入，刺激绿色技术创新需求 

第一，引导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就业，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政府适时提供必

要的就业培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水平，培育高素质的劳

动力队伍，降低劳动者失业风险。第二，低收入群体是消费升级目标的重要主体，

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在保证低收入群体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基础上，

完善更有保障的医疗和养老政策，减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刺激当前消费。

在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对这些地区生产的

产品采取适当减免增值税的政策，提升农村居民就业创业的积极性。就业创业活

动的增加，带来收入的增加，进而带来绿色技术创新产品需求的增加。第三，提

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丰富金融产品，为居民提供更多的理财选择；规范发展

租赁市场，切实保障居民不动产权。居民各种类型收入的增加，带来更多的消费

支出，刺激居民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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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进人力资本集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第一，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基础教育是人才队伍建设的奠基性工程，提高基

础教育投入，各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要继续增加基础教育的经费支出，切实推

动各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打造坚实有力的基础。第

二，提升职业教育水平，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职业教育人才拥有的技能要与产

业发展相契合，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培养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

职业教育人才。第三，改革高等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打造“高精尖”人才队

伍，培育发展特色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完善人才选拔、人才使用制度，让

各类人才有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第四，实行人才激励机制。劳动力价格扭曲可

能会导致人才不愿意充分发挥自身技能，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对于创

新型人才，要建立并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各地区人才引进时的激励政策要明确落

实，最大程度提高创新型人才积极性，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4）扩大绿色创新投入，鼓励绿色技术进步 

第一，政府扩大绿色创新资金投入力度。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开发难度大、

研发周期长、应用推广风险高等难点，这些难点最终都归结为资金问题，因此，

政府要适时为绿色创新研发主体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激励。

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激励性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中

的支出成本，提升企业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技术应用的主动性。第二，聚集社会

闲散资金并将其资本化，也可以为绿色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更为强大的资金支持。

鼓励企业与科学研究院的技术合作，加强企业与高校的技术交流，加强产学研技

术合作，提升企业绿色技术水平。第三，由于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明显

差距，各地政府制定符合地区经济特点的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策略。开展区域间绿

色技术交流，共享绿色技术，缩小区域绿色技术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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