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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优化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

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风险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风险投资通过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提升了区域经济活力。除带来资金

外，风险投资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丰富的管理经验，能够减少企业面临市场时

的不确定性，充分发挥地区后发优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通过全

面探讨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路径及对策，对优化我国区域经

济空间结构，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本文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有关文献，围绕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基于文献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结合后发优势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

济地理理论、现代资本理论深入剖析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

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风险投资能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可以通

过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间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下文的实证分

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实证分析方面，基于定量分析法，文章以 2007-2021 年间

31 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基准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空间效

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风险投资能从整体上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对样本进行

分地区检验后发现，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着区域异质性。（2）风

险投资能通过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这三条路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但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之后发现，这三条路径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不尽相同。其中产

业集聚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大，为 32.27%。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中介效应占比分别

为 14.08%和 24.77%。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同时也

据此提出了提高风险投资使用效率，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引导风险投资合理

发展，充分发挥地区后发优势；提升科技投入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精准优

化产业集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制定人才激励政策，鼓励人才向

落后区域流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风险投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科技投入 产业集聚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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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optim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In recent years, venture capital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By solving the financing difficulties of technology-base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venture capital has enhanced regional 

economic vitality. In addition to bringing funds, venture capital also bring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rich management experience, which can reduce 

the uncertainty faced by enterprises in the market,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latecomers, and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by comprehensively exploring the 

effects, path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enture capital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compiles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nduct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nture capital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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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latecomer advantage, resource allocation 

theory,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modern capital theory, to deeply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venture capital's role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Corresponding research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venture capital can direct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can indirect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echnology 

investment,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lay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n the following text. In 

terms of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is 

article takes 31 provinces (cities, autonomous regions) from 2007 to 2021 

as research samples,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methods such as 

benchmark regression analysi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patial effect 

analysis, and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venture capital can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whole, but after conducting regional 

tests on the sample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venture capital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 Venture capital can promote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ree paths: technology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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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human capital. However, after analyzing the 

intermediary effect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three paths play different 

intermediary roles.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played b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the largest, accounting for 32.27%. The proportion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termediary effect is 14.08% 

and 24.77%, respectivel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further validat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proposed earlier, and based on this, propos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venture capital utilization and stimul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vitality; Guid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venture 

capital and fully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latecomers; Enhance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ccurately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formulate industrial polic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Develop talent incentive policies, encourage talent to 

flow to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oth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Venture capital;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

ent; Technology investment;Industrial agglomeration;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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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一跃成为了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并在物质、技术、财富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基础，国际社会地位

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然而，由于一些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

率先取得了发展，进一步拉大了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为支持相对较落

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出台了中部崛起战略、西部大

开发等一系列发展政策。党的十九大也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特色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党的二十大也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完

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协同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全局谋划一域、

以一域服务全局，是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风险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风险投资作

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形态，不仅能给企业带来资金上的支持，更能为企业带来技术、

人才以及管理上的支持，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 2022》显示，尽管受到国内以及国

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创投行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活跃度。截止到 2021 年底，

中国的创业投资机构数达到了 3568 家，创业投资管理资产规模达到 13035.3 亿

元，其中累计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为 12937 项，投资累计金额为 2585.8

亿元。从区域布局来看，东部沿海以及经济发达地区投资活跃度较高，中部地区

呈稳步发展态势。在政策支持方面，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完善，北交所、

科创板相继开市，为创业投资退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各项政策也在

不断完善落地。继在中关村试点之后，在浦东特定区域也开展了公司型创业投资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进一步放宽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条件。在 2021

年，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引导私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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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行业良性发展。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旨在深入拓宽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探讨如何从风险投资这一角度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1.1.2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1．有利于深化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 

本文通过构建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

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路径与具体影响路径，验证了风险投资影

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以及中介效应。通过构建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从理

论上将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于风

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解。 

2．有利于丰富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当前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较为单一。其中关于风

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多集中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某一方

面，同时也缺乏具体的影响机理研究。本文通过综合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并将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三条传导路径同研究风险投资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结合起来，在深化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路

径研究的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二）现实意义 

1．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区域空间结构 

本文基于具体的传导路径来研究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因素，释放区域经济活力，形成新的增

长极。这为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有利于形成合理

的区域空间结构。 

2．有利于培养地区自身核心的竞争优势 

风险投资作为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风险投资其本身更加偏好于高新技术及新兴产业，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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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更是不断支撑着地区企业的发展。研究风险投资对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效应以及影响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实现经济转型，培养地区

自身核心的竞争优势。 

3．有利于实现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研究风险投资对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解决我国新时期下

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也能更好的匹配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实现我国现

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1.2 文献综述及述评 

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性特征，其更加偏好于高新技术产业，除带来

资金外，风险投资带来的管理经验也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水平。同时风险投资还具

有空间地理上的选择性，能够促进产业集聚。基于此，本文拟从科技投入、产业

集聚、人力资本这三条路径出发，深入探讨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

关系。 

1.2.1 关于风险投资的文献综述 

 （一）风险投资对科技投入影响的文献综述 

关于风险投资与科技投入之间的研究由来已久，Bruno 和 Astrid （2004）

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 16 个 OECD 成员国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风险投

资能够正向影响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的科技投入水平，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使企业的服务和产品早日打开市场，帮助企业快速成长。Hasan

和 Wang（2006）研究了美国 394 个劳动区域，并运用 0LS 回归研究了风险投资

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可以促进区域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

能力的增加，助推科技企业发展。Gil Avnimelech 和 Dafna Schwartz（2007）

指出，风险投资是支持高科技创业活动的重要工具，风险投资的进入能够带动周

边地区技术孵化器发展，提升技术多样化程度，对高技术集群的增长和实力具有

正向影响作用。Tang 和 Chyi（2008）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

指标，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参与和全要素增长率之间有关联，并对其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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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进行了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所带来的知识扩散和研发投入效应促进了科创企业

的发展。曹军（2002）提出风险投资是现代资本运作的一种重要形式，科技投入

对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两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系，风

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加强了其与科技投入的联系，进一步实现了我国科

技投入的市场化机制。陈昭锋（2005）认为风险投资是基于新知识商业化和新技

术的科技投入活动，这也是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风险投资

也进一步证明了风险投资能够对科技投入的社会化产生正向积极影响，风险投资

不仅仅只是一种金融工具，更是一种将科技投入社会化的一种新型制度安排。昭

梅（2013）指出科技中小企业的特点是管理机制不完善和规模小，同时科技型企

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以及可持续的融资渠道，仅靠传统的银行贷款以及政府拨

款难以解决这一问题。而风险投资能够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风险投资的介入加大

科技投入增加，将科技有效转化为了生产力，保障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

安亚军（2014）以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重点，通过研究发现创业风险投资能够使

有限的财政科技投入资金发挥更大的效应，进一步提高了对科技型企业以及高科

技产业的支持力度，吸引了更多社会资源参与到科技创新企业当中，有效解决了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宋清（2021）提出风险投资能够增加

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并一定程度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程度。 

（二）风险投资对产业集聚影响的文献综述 

风险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空间行为选择上，Avnimelech 和

Teubal（2006）认为由于不同区域存在着要素积累、产业结构、地理环境以及发

展基础上的差别，风险投资机构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地区产业资源禀

赋，风险投资等资本要素的进入能够带动一个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一

个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要素。Ahlstrom 等（2007）认

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近距离或者本地企

业往往更能受到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由于风险投资是一种“关系密切型”

投资，因此其在空间行为选择更加偏好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企业，这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地区产业集聚程度。Cumming 和 Dai（2010）认为在产业集聚中的企业

更容易获得信息和技术以及其他企业的帮助，在产业集聚区获得风险投资参与的

创业企业通常能够实现更高收益。地理距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风险投资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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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地理距离过长会增加风险投资获取信息的成本以及影响被投资企业获取风险

投资的机会。Bernstein（2016）认为，许多风险机构都有着本地偏好，风险投

资机构都更加倾向于那些具有便捷环境的区域，这样风险投资机构在了解项目时

可以节约成本，同时更好的进行监督。崔荐（2009）认为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投融

资体制能够快速推动高技术产业的集聚，风险投资能够为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提

供资金和管理上的帮助，被誉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永动机”和推动高技术产业

集聚的“催化剂”。龙玉（2016）指出风险投资的退出率能够进一步影响到区域

配置效率，同时风险投资存在着地理上的集聚性，这种集聚性同时也会促进创业

活动的集聚，在中心区域风险投资的退出率也要小于其他相邻区域。从经济环境

角度分析，不同的地区有着适合发展不同行业的生态经济环境。不同行业的投资

也会在不同地区集聚，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其更加能引起高技术行业领域的集聚。

张楠（2019）认为，美国硅谷风险投资集群与战略性新型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发

展可以对我国发展带来启示。风险投资能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弥补资金缺口和提

高其成果转化效率，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王亮（2020）认为风险投资

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会更加关注当地被投资企业的产业链配套体系以及相关产

业发展程度。风险投资在进行选择时地理距离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较近

的地理距离有利于风险投资机构和企业家进一步交流，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三）风险投资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文献综述 

风险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风险投资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

所提供的投后管理增值服务上，在美国硅谷创立的初期，风险投资通过与斯坦福

大学的合作，最终实现了硅谷的成功，成就了今天享誉全球的信息中心。

Macmillan(1989)研究强调了风险投资机构对企业最重要的作用是对其战略上的

帮助，其主要表现为：为受资企业提供战略咨询以及建议、与被投资方进行全面

沟通以及提升投资企业经营绩效等，这都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Gorman 

和 Sahlman（1989）研究指出，当企业引入风险投资以后，风险投资机构花费大

量时间对受资企业进行监管，由于风险投资机构相较于受资企业来说，掌握了市

场、财务、营销等大量资源，同时也拥有更加复杂的关系资源网络，因此能够很

好的支持受资企业，提高受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和人力资本水平。Patzelt 等(2009)

提出企业高管团队的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投资策略的形成，从而会进一步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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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产生影响。关于风险投资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主要进行了以下

几方面的研究。薛韬（2008）认为，从人力资本定价的角度出发能够更好的理解

风险投资的本质，对促进企业发展以及规范风险投资活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从

风险投资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出发，指出风险投资可以从创造无形资产和商誉

两个角度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耿锁奎（2010）提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人力

资本投资普遍存在不足。通过将风险投资制度引入到人力资本投资中，可以组成

人力资本风险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投资机构通过发现一些具有投资价值的人员，

双方依据合同对投资对象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同时对其进行管理和指导，提升其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投资对象获得财富的机会。董静（2018）认为风险投资家人

力资本特征与其基金募集结果密切相关，通过研究风险投资家人力资本特征能够

进一步提升团队融资效率。 

1.2.2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综述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度的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水平测度，主要分为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 

王曙光（2017）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公共服务、发展潜力等四个综合构建了

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周明明（2020）从经济收

敛性的角度出发，以地区人均产出为基本变量来探讨地区经济的收敛性问题。常

向东（2022）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性出发，以地区人均 GDP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

差异。区域发展差异越小，区域经济越趋同于协调发展。李清华（2022）从区域

经济增长水平、区域经济增长率、区域经济联系状态三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

并采用平均赋权法来进行测算。张海军（2022）从经济发展协调、区域协调和经

济社会协调等三个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各省份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陈楠（2023）从经济关联、经济增长、经济差距三个方面

构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只从区域经济这一方面出发，尚未考

虑其它因素。 

（二）科技投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研究科技投入与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美国经

济学家 Robert.M.solow(1956)提出，在中性函数假设的前提下，扣除资本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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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剩下的部分定义为科技进步，即著名的“索罗剩余”。 

揭示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且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在外生技术假定的条件下，增长率的提高是有极限的，即经济将会存在趋同收敛

趋势。后来的经济学家打破了原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开始以内生经济

增长理论来进行实证研究。Griliche和 Liehtenbers(1992)以美国制造业的数据

进行了实证研究，来对美国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科技与研发投

入和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力之间联系紧密。Philippe Aghion（2009）从复杂

动态的视角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其基于系统理论将科技创新

发展与经济增长过程动态结合起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

并在这一框架下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复杂的动态理论进行研究。乔朋华（2012）

认为科技投入是助力经济发展、推动科技活动的重要源头，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

综合评价了科技投入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科技投入能够不断加

强一个地区或国家科技实力，为经济的持续和协调发展提供支撑。曾春媛（2013）

提出，目前区域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并且全球的生产要素资源越来越集聚在某

一地区，同时科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作为科技活动的重要源头，

从国家以及区域两个层面探讨科技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李元杰（2013）对我国 2003-2012十年间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科技投入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时在不同区域呈现阶梯态势，这

要求我国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要因地制宜，确保质与量的双重提高。陈晓丽

（2013）运用非参数的生产力指数法，利用面板数据分析科技投入对区域经济增

长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科技要素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差异，应

该进一步合理分配科技资源，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王悦（2021）提出政府科

技投入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而政府的科技投入不足会阻碍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政府科技投入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也不

尽相同，东部地区明显要高于其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我国区域经济

失衡。 

（三）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文献综述 

国外一些传统的区位理论经济学家研究了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

关系，并指出不用程度的产业集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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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all(1890)从外部经济性的角度解释了企业空间集聚的现象，它表明经济活

动所带来的集聚现象可能存在着空间外部经济性和溢出效应，并把外部经济纳入

到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Losch（1939） 和 Isard（1956）研究了企业最优

的选址方位，并根据假定的市场外生条件，分析如何根据当前市场情况来确定企

业的最佳位置，同时他们将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作为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的重要因

素。Krugman 和 Venables(1995)通过 NEG的分析框架研究了集聚机制与效应以及

集聚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与理论问题，用知识溢出来替代将投入产出垂直

关联作为主要产业的空间机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能力，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孙久文（2007）提出我国产业集聚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市场导向、循环累积、知

识溢出四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并通过建设经济中心以及加强知识信息溢

出效应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齐昕（2020）提出产业集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

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进程和质量，提高产业链分工效率、构建产业集聚链簇能

够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张凤超（2021）认为产业集聚能够显

著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能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的合作分工，共享区

域内的技术信息和专业设施。通过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获得经济回报，这种

集聚模式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要素在城市群的自由流动，推动经济整体协调发展。

曹蝶（2022）提出，不同的产业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不相同，总的

来说会呈现出倒 U 型的曲线关系以及倒 N 型的非线性特征。茹少峰（2022）探

讨了产业虚拟集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其认为产业虚拟集聚的形成

能够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功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四）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文献综述 

在理论上，早期人力资本论家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差异之间的关系。

Paul Romer（1956）提出每个国家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是不同的，由于人

力资本的外部性，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会呈现发散趋势。Becker（1962）提出，人

力资本可以进一步激发知识效应，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也是构成各国经济差异的主

要原因。阿罗（1962）提出了“干中学”理论，其认为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

识等形式的人力资本，是影响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Nelson（1966）认为一个经济体通过模仿低成本的技术，其也有可能追赶上或超

过发达的经济体。Jones（1996）研究结果表明，假设不同的外部性力量对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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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影响也不相同。若假定要素具有不变报酬的性质，

则人力资本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促进效应。若假定要素具有回报递减的性质，

则人力资本影响产出时只有水平效应。刘晓英（2011）研究了人力资本与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人

力资本的提升不仅影响到经济的增长，而且进一步联系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并验证了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徐金海(2015)认为

应用科技人才等现代要素来替代传统要素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可以

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生延超（2018）认为，适宜

性人力资本能够更好匹配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升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1.2.3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数量效应与质量效应。关

于数量效应方面，根据 Solow（1957）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生产要素和技术

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风险投资可以同时通过增加要素数量以及促进

技术进步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Freear 和 Wetzel（2000）研究表明，风险

投资和风险资本企业在开发风险项目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

质量效应方面，Uede 和 Kriukawa（2003）基于资源互补性角度，提出风险投资

能从资金和管理两个方面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和技

术的进步。Keuschning(2004)认为从一般均衡出发，提出拥有大量经验的风险投

资家，他们提供的经验与管理与创业者提供的技术可以达到一种均衡，在这一均

衡中，新的合约关系提高也创业的成功率，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内学者对

于风险投资与区域经协调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

经济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区域经济竞争力等方面。丁世国（2013）认为风险投资主

要通过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并通过外部协同机制、要素资源

整合机制以及市场多重筛选机制来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蓬勃发展。宋静（2015）

提出风险投资集群能够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水平，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  

吴焱（2018）认为风险投资能够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进一步提高区域

经济活力。张凡（2018）提出，风险投资能够通过参与新型研发机构来整合创新

资源，使得区域产业发展更具活力，促进区域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 金永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                 

10 

 

红（2020）提出，风险投资网络的影响力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

风险投资网络的控制力下，其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能

力。彭勇（2020）认为风险投资存在着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和区域聚集性，各地

区充分理解自己的位置，制定政策来吸引风险投资促进当地创新创业发展。张诺

（2022）利用空间统计标准差的方法分析了风险投资对南北经济差距的影响，其

认为由于风险投资重心的转移以及空间上的收缩，造成了南北区域经济空间格局

的变化。  

1.2.4 文献述评 

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风险投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风险投资影响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关于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影响多从区域收入差距以及区域经济的收敛性展开，国内学者关于风险投资

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多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变化以及区域

经济竞争力等方面展开。但均侧重于研究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

效应，缺乏具体的影响机理研究。由此可以得出： 

国内外学者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还不够全面。国

内外学者均研究了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某一方面，例如区域经济增

长、区域收入差距、区域经济竞争力等。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涉及到了经济发展

的多个方面，例如人民生活、绿色发展、公共服务等，显然只研究风险投资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某一方面的影响还存在着不足。 

国内外学者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的机理研究还较为欠缺。国内外

学者大多都研究了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效应，但也仅限于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某一方面。少有文章研究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介

效应，更缺少对其影响机理的深入剖析。 

 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以上不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绿色

发展、人民生活、公共服务等四个方面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 TOPSIS

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以此来研究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的总体效应，丰富了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同时通过梳

理文献，从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三个视角来研究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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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的中介效应，深入剖析其影响机理，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所示： 

   第一章：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

内外有关风险投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关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对

现有的文献进行述评，引出本文的研究视角，最后构建本文的研究思路，指出可

能存在的创新点。 

   第二章：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本章界定了各主要变量的概念内涵，包括风

险投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整理了本文涉及到的相关理论，包括后发优势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地理理论以及现代资本理论。 

第三章：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研究假设。本章首先

分析了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效应，然后分析了科技投入、产业

集聚、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机理，最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第四章：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检验。本章测度了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指数，在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

分析，并对实证分析结果进行了概括总结。 

第五章：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章构建了中介效

应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通过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程度。 

第六章：研究结论、建议及不足。本章主要对全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依据

得出的结论提出恰当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 

1.3.2 研究方法 

本文拟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其中涉及到的

相关概念和理论介绍属于定性分析部分，关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总体效应和中介效应属于定量分析部分。本文具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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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献分析法。本文搜集、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对风险投资相

关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研究、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关研究

进行了梳理总结，综合运用经济学与投资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研究风险投资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第二，定性分析法。通过定性研究，探讨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

逻辑框架和研究思路，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路径进行理论分

析，进而厘清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为接下来的定量研究提

供理论基础。 

第三，定量分析法。通过熵权 TOPSIS 法测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综

合运用面板模型基准回归、核密度估计、中介效应分析、异质性分析等方法，探

究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 1.1 所示

 

图 1.1论文逻辑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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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能的创新点 

第一，研究内容的创新。结合现有文献来看，学者多研究了风险投资对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某一方面的影响，而缺乏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综合构

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全面分析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整体

效果和具体影响路径。 

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文献还未有学者探讨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影响机理问题，同时通过梳理文献发现，风险投资能够从科技投入、产业

集聚、人力资本三条路径来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拟从上述三条路

径出发研究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 

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最早源于美国，并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投资

形态。Gompers（1999）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对高风险、高技术、高成长企业

的一种权益性投资。Kortum 和 Lerner（2000）提出，风险投资的主要投资方向

是新兴私人企业，而非投资于公有企业的权益投资。ykvova（2000）认为，风险

投资更加偏好于发展迅速的技术性企业，并且通常是一种私人的权益资本。

TDurrani和 Boocock（2006）指出风险投资是指向被投资企业注入资金以换取股

权的一种金融工具。Plagge（2007）提出风险投资通常被认为是“智能资金”的

一种形式，这代表着风险投资也将会为企业提供管理上的帮助，这是其有别于传

统银行信贷的一大特点。 

国内学者权小锋（2017）认为风险投资存在着两种假说，即监督假说与逐名

假说。监督假说认为风险投资具有筛选被投资企业的功能，一旦选定优质企业后，

就会对受资企业进行监督并完善其信息披露制度，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王

庆东（2020）认为，风险投资是私人股权投资方式之一，其不以经营受资企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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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主要向企业提供资金以及相应的经验，风险投资拥有的专业技术以及财务

队伍，能对企业实施有效监督，提升企业制定决策的有效性。李西文（2022）认

为风险投资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风险

投资通过向企业输送自己的自人脉和行业资源，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

效率。同时 VC 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知识扩散的程度，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柴娟

娟（2022）将风险投资看作是实现市场化融资的特殊手段，其资本形态和科技进

步与创新相匹配，能够促进大量社会资本流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对企业实现绿

色经济转型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新型的股权融

资工具，能够较好地激励区域创新能力。董屹宇（2022）认为与其他类型投资相

比，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退出步骤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企业进行资源配置

的重要环节，并从增值和攫取双重视角研究了风险投资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产生何种影响。梁婧姝（2023）将风险投资定义为是一种支持创新型企业的金融

措施，同时也是企业提高创新韧性、对冲风险的有效途径，并从风险投资角度研

究了企业创新韧性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为企业制定创新韧性发展战略提供

了理论上的探索。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风险投资指的是对一切创新性、开放性经济活动的资金

支持，在为企业提供业务资源和管理等附加值的情况下，同时又承担其所带来的

风险。 

2.1.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最早源于马克思资本论中两部门经济协调发

展理论，是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深刻认识当今经济社

会发展的关键钥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概念最早先由国内学者孙尚清在1994

年提出，其概念形式也经历了长时间演变，其他学者对其内涵和概念也有着不同

的认识。 

国外学者多从区域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的收敛性这两方面开展研究，以此来

探讨区域间呈现的不平衡发展问题。Krueger 和 Summers（1988）提出行业间收

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Rey and Montouri（1999）研究了美

国地区经济的空间收敛性问题，发现不管是在全局还是局部空间自相关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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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都呈现明显的空间收敛性。Acemoglu（2002）认为导致区域收入差距扩大的

本质原因是区域间技术的不平等。通常来说，周边城市的区域技术水平要低于中

心区域城市的技术水平，这同样会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Viktoriia 和

Svitlana（2022）的研究模拟了区域经济系统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协

调情况，利用相关性分析构建了区域经济系统发展指数，并利用双曲 Fibonacci

锥来确定区域经济系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并基于此方法在乌克兰地区进行了测

试，最后根据计算结果进行了区域分组。 

国内学者张义生（1992）从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了区域协调发

展问题，认为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以及文化需求。曾坤生

（2000）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种动态协调发展，并将系统动力学这一

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包括空间系统协调、人口

发展协调、产业结构协调、资源环境协调以及社会发展协调。覃成林（2011）认

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的是区域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发展正向促进以及

经济依赖日益加深，各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以及经济保持可持续

发展的过程。李继玲（2016）指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之上，社会经济效益快速发展，并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中，

同时能够让区域内的居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臧天宇（2016）从目标、政策、

内容等三个方面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低水平均衡不是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兼顾公平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的提高，要在高效增长中通

过合理手段来控制区域差距。唐坚（2020）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要遵从市场经济规

律，进一步探索区域内外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并根据环境、资源、人口等

要素来制定符合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 

根据以上学者研究，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保持经济效益和经济

增长的情况下，从区域经济发展各方面入手，缩小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2.2 理论基础 

本节选取了后发优势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地理理论和现代资本理论作

为理论基础，选取这四个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原因在于：（1）风险投资除

带来资金外，更重要的是其能带来专业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而后发优势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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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后地区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来降低研发成本，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基于此，本文将后发优势理论纳入理论基础框架。（2）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存在，

如何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风险投资提供的资源能够满足地区

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基于此，本文将资源配置理论纳入理论基础框架。（3）

风险投资往往具有空间上的选择性，在进行决策往往会考虑到被投资地区的地理

距离和产业资源禀赋，基于此，本文将经济地理理论纳入理论基础框架。（4）

风险投资带来战略上的指导和管理会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而人力资本水平与

地区劳动生产率、人口素质息息相关，基于此，本文将人力资本理论纳入理论基

础框架。 

2.2.1后发优势理论 

美国俄裔历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最早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

落后地区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地区通过经验和教训积累起来的成熟商业模式、知识

和技术，从而能够节省大量的试错和研发成本，实现经济更快发展。落后地区也

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信息搜集与模仿、吸引投资、引进技术等来缩小与发达

地区的差距。同时，在经济发展趋同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思路认

为，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于存在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发达地区经济发

展速度会逐渐变慢，从而经济发展能够趋同。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论证了由

于存在知识的内生增长，资本收益可以递增或者不变，从而发达地区经济可以持

续增长，在理论上说明了这种思路的不可能性。另一种思路认为。落后地区可以

依托后发优势利用或吸收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故落后

地区想要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最终达到趋同，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与后

发优势相对应的则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强调的是一个地区利用现有的生产要素，

发展形成产业结构。但比较优势的核心是用较低的生产成本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它强调的是落后地区怎样利用好已有的生产要素。而后发优势的核心则是以较低

的研发成本吸收他人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术，它强调的是积累了要素之后能否顺

利实现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比较优势，落后地区可以积累一定的资本要素，但要

想进入另外一些产业，则需要不同技术特性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种产业特

性无法通过比较优势形成，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的作用，通过引进、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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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知识和技术来实现经济发展，最终缩小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趋

同。 

2.2.2资源配置理论 

资源配置理论以经济学提出的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并随着经济学发展而不断

深化。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最早由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亚当.斯密认为市场作为一

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他认为经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使

他们将资本投放于最利于社会的用途上，从而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资

源要素禀赋学说认为不同区位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会引起成本和收益的不同，积

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能够进一步提升区域内资源利用效率，改善区域居民福利

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也对资源配置理论展开了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家仍以资源稀缺

性假设作为其研究前提，说明了经济体的资源如何配置才更加有效。新古典经济

学关于这一问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标准，即从一种分配状态改变到另一种分配状

态，这种分配状态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人情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使得某些人情况变好，

此时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潜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强调

了在分配状态改变之后，若福利改善的人可以补偿福利缺少人的损失，又或者在

分配状态不发生变化时，福利缺失者补偿福利获得者且缺失者的状况不会变得更

坏，这种状态被称为潜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新古典经济学也强调了科学技

术这一资源要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内生经济

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把经济的长期增长归因于内生因素，并认为随着

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创造较少依赖于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时间，而越来越取

决于科学技术和技术进步这种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随着资源日益消耗，人们开

始寻找更多资源作为替代品来进行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能够给人们提供支

持。同时，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又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二

者有着紧密的联系。 

2.2.3经济地理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以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提出了经济地理理论，其回答了贸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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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模经济以及生产要素流动是如何造成经济地理区位发生变化的，并揭示了

区位选择内在机制和经济活动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说明了决定一国如何进行生产布局的关键因素是

产地与消费市场、成本与价格之间的距离，同时社会学派和历史学派也针对区位

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社会学派提出区位选择最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历

史学派则认为当期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会受到上一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而

经济地理理论着重分析了区域内产业集聚与增长、要素平衡与积累等现象，强调

了要素流动导致了经济活动空间的变化。 

经济地理理论以 C-P 模型为基础，即中心-外围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两个初

始条件相同的地理区域内，只存在工业和农业这两个部门。并假设农业部门生产

同质产品，不存在贸易成本。工业部门生产差异化产品，存在运输成本和规模经

济。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同时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将形成以制造业集聚而农业

分散的“中心-外围”区域格局。这种产业集聚将会扩大中心区域的市场规模，

吸引更多的企业与人口流入，形成市场规模效应。同时，集聚会进一步降低企业

的贸易成本，中心区域形成的集聚效应也使得各种资源要素更易获得，从而形成

生产成本效应。由集聚形成的市场规模效应和生产成本效应造就了中心区域的核

心优势，使得区域经济可以持续发展下去。集聚还会形成增长极，所谓增长极是

指具有空间集聚特点的推动性单位集合体，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具有

空间经济上的某种推动效应；二是能够成为地理空间集聚上的增长中心。佩鲁从

经济空间的集聚效应和外部性效应出发，认为经济空间中存在着类似于“磁场极”

的范围场，由这种范围场所产生的各中合力能够将不同的区域相互联合起来，将

增长极由抽象的经济空间推广到了具体的地理空间。佩鲁认为各种“经济空间”

构成了一国经济，并且经济空间的形式也具有“增长中心”或“力场”这种特征。

在他看来，一些推动型产业在地区集聚优先发展，形成了类似于“磁场极”的经

济增长中心，它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产生“集聚效应”，从而形成经济网

络进一步推动其它区域发展，佩鲁把这种扩散作用归结于集聚经济效应和规模经

济效应。与此同时，集聚还可能会产生拥挤效应而导致分散力，分散力可能来源

于因为集聚而导致的租金提高和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因素，集聚力与分散力共同

作用着集聚现象的产生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贸易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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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厂商之间的贸易成本较高时，他们更倾向于自给自足。当不同厂商之间贸易成

本较低时，他们往往更倾向于在区域内集聚。同时，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会影响企

业集聚。当两个区域间工人工资相同时，贸易成本的下降会促进中心区域的集聚。

当两个区域间工人工资相差较大时，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工厂选址趋向于在外

围进行，此时会提高外围居民的福利水平，而进一步降低中心区域工人的福利水

平。 

2.2.4现代资本理论 

现代资本理论学家提出，无论什么形式的生产要素都遵循收益与成本法则，

并根据这一法则来调整生产要素，而通过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可以进一步改善劳

动者的技能、智力等内在因素从而激发潜能，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古典经济

学派的学者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斯密和配第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资本存量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者仅仅探

讨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和强度，而忽略了劳动者素质、智力、技巧等因素在生产力

中所发挥的作用。 

现代资本理论学家在古典经济学派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论

述，贝克尔、舒尔茨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数量方面，

更体现在质的方面，包括劳动力的熟练程度、技术、知识以及能够影响人生产能

力的其他因素。随着生产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人的技术和能力在经济增长中

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资本积累也慢慢由原先的物质资本积累转向人力资

本积累。“干中学”就是一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过程，他将从事生产的人所获得

的知识和经验内生于模型，从而推导出了规模经济递增的生产函数。克鲁格曼在

研究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时引入了“干中学”效应，克鲁格曼认为比较优势的决

定要素并不是资源禀赋，一国产业能够获得动态比较优势是由于“干中学”所带

来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干中学”理论的核心是知识的可持续性积累和转化过

程，知识的引进、吸收、消化和再创新等四个过程循环往复、螺旋上升，进一步

推动了知识积累和企业发展。“干中学”所带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

企业生产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地区以及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会

形成“外在效应”以及“内在效应”。外在效应指的是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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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设备在边工作边学习的基础上提升自身素质以此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

内在效应指的是教育所带来的高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实现高收入。在经济发展早期，

人力资本的原始存量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的流动和再分配能

够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2.3 本章小结 

本章系统分析了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概念和理论基础，得出主要

结论如下： 

第一，从后发优势理论来看，落后地区要想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进而达

到趋同，就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学习和吸收发达地

区的知识和技术，在知识和技术等要素上与发达地区实现趋同，把经济发展的重

心更多转移到吸引知识溢入和提升创新能力上来。 

第二，从资源配置理论来看，由于资源稀缺性的存在，需要我们对资源进行

最优配置。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对资源配置理论展开了研究，古典

经济学家分析了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新古典经济

学家则强调了资源配置效率要达到帕累托最优或潜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并认为科

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从经济地理理论来看，要素流动与贸易成本的变化会造成经济空间的

变化，从而形成集聚。集聚能够形成规模效应，这种集聚效应会进一步降低企业

间的贸易成本，吸引资源要素的流入，形成区域核心优势。同时，由于集聚能够

进一步形成增长极，由这种增长极所带来的扩散效应和外部效应，不仅能够推动

自身发展，更能够带动周边地区以及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四，从现代资本理论来看，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提升劳动者技能和

知识，从而提高要素生产率。同时，现代资本理论学家认为人力资本不仅仅只是

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力知识的积累和素质的提升。当

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等内在要素不断提升时，不仅能够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且更能进一步适应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加速产业结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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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及研究假设 

3.1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分析及研究假设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模式，是一种重要融资渠道。风险投资的筹

集、运营、退出构成了其循环流动的整个过程，这种循环流动过程进一步激发了

区域经济活力，支持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起到的

作用也不同，一般来说，如果风险投资机构看好某家企业市场前景，那么就会在

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和扩张期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对于种子期的企业来说，

风险投资的注入能帮助企业渡过最脆弱的阶段。而当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在地区

取得良好发展时，一些技术落后或效益低下的企业就会向风险投资项目靠拢，对

自身进行升级改造。风险投资一方面成就了高尖端企业，另一方面这些高尖端企

业又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因此，风险投资的加入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化剂，

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与此同时，风险投资除了带来资金支持以外，更重

要的是带来了技术和知识。风险投资机构通常由专业的管理团队和投资经理组成，

其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广泛的业务网络和资源。根据后发优势理论，这些支持可

以帮助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从而提升地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

场地位，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风险投资在对地区发展提供资金时进一步激发了区

域经济活力。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带来的专业管理和丰富业务资源能够发挥地区

的后发优势，提升区域竞争力。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促进作用。 

3.2 基于科技投入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投资在促进和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市场主体角度来

说，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仅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往往难以

满足其融资需求。而风险投资的引入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风险投资的加入确保

了科技投入的增加，有力保证了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伴随着经济与科

技一体化的水平越来越高，科技创业景气日渐趋好，风险投资作为科技投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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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有效推动了科技投入的社会化。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技术创新理论

较多强调了其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却忽略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相关制度安排

的研究。而风险投资的成功实践表明，风险投资除了对技术创新具有激励功能外，

还能进一步促进科技投入社会化。一方面，风险投资通过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公开

上市为科技投入社会化提供了资本条件。另一方面，风险投资有效推动了科技成

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更好发挥了科技投入的社会化功能。 

科技投入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明

显。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实力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科技实力和水

平之间的竞争。同时，科技投入是一种效益较高的投入，其带来的回报率要大于

传统产业，增加科技投入可以不断加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实力，为其后续的

发展提供支撑。同时，科技资源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能够进一步

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和发展。在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科技投入的发展实

现了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科技投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科技投入通过带动高科技企业和产业发展，进一步

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摆脱了对传统资源的依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科技投入通过提升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水平，吸

引了更多人才和资源要素的流入，形成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了相邻地区的发展，推

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风险投资可以通过促进科技投入正向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3 基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投资机构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具有较强的空间选择性，会综合考虑被投资

地区的地理距离和产业资源禀赋。一般来说，地理距离与产业资源禀赋会影响到

风险投资机构与被投资企业交流时的成本。同时，由于面临着制度的不确定性，

风险投资会呈现出偏好本地的空间集聚性，这种集聚所带来的空间邻近效应会使

得本地以及其他地区企业获得更多机会。同时风险投资还具有产业培育功能，对

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风险投资对于产业的推动不只是表现为仅塑造一个或者

两个较为成功的企业，而是要营造一种强烈的竞争氛围，推动产业的成长和发展。

风险投资也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网络服务，从而能够进一步降低企业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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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成本，推动不同地区企业间的交流和发展。 

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成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集聚本质上就

是一种内部协调共同体，其通过配置生产要素、带动产业关联、建设经济中心等

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要素流通视角，产

业集聚加强了区域间的连接与联系，使得各经济主体能够在区域内充分流动，从

而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技术扩散视角，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产业集

聚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加速技术资源的流动，进一步缩短了技术扩散的时滞性，

发挥了技术红利，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知识溢出视角，知识溢出效应

是产业集聚的微观层面，可以通过模仿或自主创新获得。产业集聚不仅仅是资本

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源的集聚，更是一种创新力量的集聚，这种集聚为知识信息扩

散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进一步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4）规模经济视角，产业集聚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专业化程度高的地区能够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综合运营效率，并通过协作效应让企业共享生产设

施，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区域间形成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释放地区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风险投资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正向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4 基于人力资本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风险投资对人才素质要求很高，而且企业高管团队的人力资本特征也会进一

步影响到风险投资的投资策略，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的过程更是对企业家进行培

训的过程。风险投资家具有丰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其通过审慎调查、专业

评估确定相关投资协议，并通过参与企业管理来帮助企业进行战略决策，为企业

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同时风险投资家也扮演了信息连接和减弱不确定性的角

色，风险投资家通过其投资行为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降低了企业与市场间不确

定性，提高了融资效率。风险投资家也能较好指导创业者并进一步培养创新型企

业家，创新型企业家是指那些富有激情和懂管理的创新型人才，具有创新精神的

企业家率先开拓新市场和新技术，之后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这一行列，不断促进

企业和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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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资源趋紧、区域经济协作和一体化逐渐加深的背景下，人力资本作为

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现有人力资本条件下实现对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仅依靠高能耗、

低产出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区域经济高效、持续发展。提高人力资本，

一方面，人力资本包含的各种丰富知识和经验技能可以提升要素生产效率，人力

资本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可以更好地匹配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和优势产业，实

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强化区域产业竞争力。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人力资本的

投入和积累也能够进一步有效利用来自发达地区的“知识扩散”和“经济溢出”

效应，充分依托“后发优势”完成经济赶超，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协

调发展。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可以避免地区受“贫困陷阱”的束缚。由于落后

地区人口素质水平不高以及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善，制约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因此，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要进一步重视人力资本投入，这

样才能提升经济社会效益、培育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当前经济增长背景下，

失业率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旧技术淘汰和新技术应用，提高区域内

劳动力素质，能够实现人力资本量和质的提升以及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逐步缩

小与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改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避免落入“一

个地区穷是因为它穷”的贫困陷阱，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风险投资可以通过促进人力资本正向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5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分析，从科技投入、产业集

聚和人力资本三条影响路径出发，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传导

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为下一章的实证研究奠定

了理论基础。 

本章首先基于风险投资能够激发区域经济活力以及发挥地区后发优势提出

了假设 1；其次，根据风险投资能够满足科技投入发展需求，促进科技投入的社

会化和商业化，而科技投入能够带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形成空间溢出效应，进而

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假设 2；再次，根据风险投资的空间选择性以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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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功能，进一步推动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而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要素流通、技术

扩散、知识溢出、规模经济等方面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假设 3；最后，根

据风险投资能够给企业管理上指导并通过对劳动力的培训来提高地区人力资本

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更好匹配地区优势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出假设 4。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如图 3.1 所示 

 

图 3.1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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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检验 

4.1 研究设计 

4.1.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测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共包含 4 个二级指

标和 15 个三级级指标。测算工作主要包含数据的收集、补充、无量纲化处理以

及缩尾处理等。其中，解释变量为风险投资发展水平，控制变量分别为对外开放

程度、教育投入强度、区域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各

指标、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获取。风险投资数据通过《中国风险投资年鉴》、《中国

创业投资市场报告》获取。 

考虑到数据完整性和来源限制，本章选取的样本为全国 31 个省份（不含港

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区间为 2007-2021 年，以此来考察风险投资和其他

变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 

4.1.2变量设计 

（一）被解释变量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ECO），该指标反映地区在区域经济、人民生活、

绿色发展、公共服务间的综合协调水平。本文基于协调发展的理念，综合构建了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 TOPSIS 法对协调指数进行测算。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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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属性 

 

区域经济 

经济增长 技术市场成交额/地区 GDP ﹢ 

 经济结构 工业增加值/地区 GDP ﹢ 

 经济竞争 第三产业增加值/年末就业人数 ﹢ 

 
经济效益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营

业成本 
﹢ 

 

人民生活 

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经济协调

发展 
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 

 居民就业水平 就业人数/年末人口总数 ﹢ 

 收入分配结构 居民基尼系数 ﹣ 

 

绿色发展 

能源消耗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 ﹣ 

 绿色生产效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气耗 ﹣ 

 资源利用水平 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 

 固体废物处理达标率 固体废物利用量/产生量 ﹢ 

 

公共服务 

科技创新 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经费强度 ﹢ 

 基础设施能力 地区货物周转量对数 ﹢ 

 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支出/公共服务支出 ﹢ 

 

本文主要采用熵权 TOPSIS法来计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熵权 TOPSIS法

又叫正优劣解距离法，是多目标决策分析中较为常用的分析方法，其通过确定各

指标的“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并根据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接近程度进行

排序，从而得到综合评价指数。采用熵权 TOPSIS 法能较好反映各区域间经济协

调发展水平，其计算步骤如下所示： 

首先，需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设省份有 m个，评价指标有 n个，其中

i=1,2,3„,m;j=1,2,3,„,n。设𝑆𝑖𝑗为第 i个省份第 j个指标标准化之后的值，其

中， 𝑦𝑖𝑗为数据原始值，𝑦𝑗𝑚𝑖𝑛、𝑦𝑗𝑚𝑎𝑥分别为第 j个指标的最小和最大值，正向指

标和负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分别为公式(4.1)和公式（4.2）: 

                          𝑆𝑖𝑗 =
𝑦𝑖𝑗−𝑦𝑗𝑚𝑖𝑛

𝑦𝑗𝑚𝑎𝑥−𝑦𝑗𝑚𝑖𝑛
                         (4.1)          

 

                          𝑆𝑖𝑗 =
𝑦𝑗𝑚𝑎𝑥−𝑦𝑖𝑗

𝑦𝑗𝑚𝑎𝑥−𝑦𝑗𝑚𝑖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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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确定第 j个指标的熵值𝑎𝑗： 

                         𝑎
𝑗=−

1

𝑙𝑛𝑚
∑ 𝑓𝑖𝑗𝑙𝑛𝑓𝑖𝑗
𝑚
𝑖=1

                         （4.3）                 

其中，fij为第 i 个省份中第 j个指标所占比重： 

𝑓𝑖𝑗 =
𝑠𝑖𝑗

∑ 𝑠𝑖𝑗
𝑚
𝑖=1

                             （4.4） 

再次，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的熵权wj： 

𝑤𝑗 =
𝑏𝑗

∑ 𝑏𝑗
𝑚
𝑖=1

=
1−𝑎𝑗

𝑛−∑ 𝑎𝑗
𝑛
𝑖=1

                    （4.5）                                            

其中，𝑏𝑗 = 1 − 𝑎𝑗，是第 j个指标的变异系数，一般来说，变异系数越大则

熵值，熵权越大，说明该指标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的作用越大。 

设𝑧𝑖𝑗为第 i个省份中第 j 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加权值，构造加权决策矩阵 Z如下：

Z = (𝑍𝑖𝑗)𝑚×𝑛 = (𝑆𝑖𝑗×𝑊𝑖𝑗)𝑚×𝑛              （4.6） 

最后，计算指标的正、负理想解和欧氏距离以及样本的相对贴近度。 

  其中，利用加权决策矩阵计算求出第 j个指标的最大和最小解，作为其正

理想解𝑍+和负理想解𝑍−。同时，计算第 i个省份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    

                                                           𝑑𝑖
+ = √∑ (𝑍𝑖𝑗 − 𝑍𝑖

+)2𝑛
𝑗=1                    （4.7）                                           

                                                           𝑑𝑖
− = √∑ (𝑍𝑖𝑗 − 𝑍𝑖

−)2𝑛
𝑗=1                    （4.8） 

    𝑑𝑖
+、𝑑𝑖

−分别为第 i个省份与正、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用第 i个省份与正、

负理想解的欧氏距离计算其相对贴近度，公式为： 

                          𝐷𝑖 =
𝑑𝑖
−

𝑑𝑖
++𝑑𝑖

−                             （4.9） 

其中，𝐷𝑖值介于 0与 1之间，其数值越大，则被评价对象离理想解越近，效

果越好。按照相对贴近度的大小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若第 i个省

份的贴近度越大，则表明该省份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二）解释变量 

风险投资发展水平（VC）。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风险投资发展水平，主要

借鉴钱燕（2021）的做法，用各地区风险投资金额与地区 GDP 之比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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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变量 

由于除核心解释变量外其它因素也会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产生影响，本

文依据文献选取了相关控制变量，避免外生因素对结果产生干扰。 

1、对外开放程度（DFO）。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也越高。地区开放程度越高

越能和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上产生联系，从而影响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本文

以地区出口金额与地区 GDP 之比来表示。 

2、教育投入强度(EIN)。一个地区的教育投入决定了地区的知识积累程度和

人力资本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各类教育经费和地区

GDP 之比来衡量各地区教育投入强度。 

3、区域城镇化率（UR）。一般来说，一个地区城镇化率越高越能匹配区域

经济发展模式，进而能够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以城镇人口与常住人口之

比来表示。 

4、产业结构升级指数（UIS）。产业结构升级使得经济从低技术水平、低附

加值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转变，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提升落后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推动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以一二三产业加权和来衡量。 

变量具体含义及处理方法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变量含义及处理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处理方法 符号 

被解释变量 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经济协调发展指数 ECO 

解释变量 风险投资发展水平 风险投资/地区 GDP VC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 出口额/地区 GDP DFO 

教育投入强度 教育经费/地区 GDP EIN 

区域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UR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一二三产业加权和 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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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模型设计 

构建面板回归计量模型验证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回归模型

如下：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𝛼 + 𝛽0𝑉𝐶𝑖𝑡 + 𝛾𝑖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𝜎𝑖𝑡              (4.10)     

其中，𝐸𝐶𝑂𝑖𝑡表示 i 年第 t 个省份的经济协调发展指数，𝑉𝐶𝑖𝑡表示 i 年第 t 个省

份的风险投资发展水平，𝛽0代表其待估计参数。𝑋𝑖𝑡为一组控制变量，𝛾𝑖为其待估

计参数。𝜇𝑖表示个体固定系数，𝛼为常数项，𝜎𝑖𝑡为随机扰动项。 

4.2 实证检验 

4.2.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节通过对变量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以及偏度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来观察各变量的分布特征。通过观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描述性统计结

果可知，其最小值为 0.163，最大值为 0.728，且偏度为 1.995 大于 0，表明我国

各区域经济协调水平相差较大，且分布不均匀，需进一步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从

风险投资发展水平来看，其最小值为 0，均值为 0.00666，最大值为 0.214，其值

远远大于均值和最小值，这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起步较晚，进而拉低

了平均水平。从各控制变量的结果来看，对外出口程度最大与最小值间相差较大，

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进而拉开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教育投入强度均值为 0.0519，是最小值的 16 倍，是最大值的 0.025 倍，且其偏

度为 19.86 仅小于对外开放程度，说明教育投入强度分布不均匀程度较高，这也

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区域城镇化率来看，由于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不

同，较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要大于欠发达地区。从偏度分布来看，其值为 5.831

大于 0，分布并不均匀。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看，均值为 2.352，最小值 1.106，

最大值为 2.836，数值间差距较小，但峰度为-0.396 小于 0，说明其分布并不均匀，

且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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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ECO 465 0.321 0.0952 0.163 0.728 1.995 

VC 465 0.006 0.0195 0 0.214 6.508 

DFO 465 0.266 2.782 0.00160 59.98 21.34 

EIN 465 0.0519 0.0967 0.00036 2.077 19.86 

UR 465 1.378 4.663 0.282 35.73 5.831 

UIS 465 2.352 0.145 1.106 2.836 -0.396 

 

4.2.2相关性分析 

由表 4.4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可知，风险投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

数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两者间显著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 1。但仅

靠相关性分析还不能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因此接下来本文

进一步采用面板回归模型来分析风险投资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两者之

间的关系。 

 

表 4.4 主要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变量 ECO VC DF0 EIN UR UIS 

ECO 1      

VC 0.639*** 1     

DFO 0.0380 0.00400 1    

EIN -0.078* -0.0280 -0.0160 1   

UR -0.169*** -0.0120 -0.00900 0.168*** 1  

UIS 0.754*** 0.544*** 0.0370 -0.00500 0.088* 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 

4.2.3核密度估计 

为了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本文运用核密度估计来进

行具体分析。核密度估计是一种用于估计未知密度函数的非参数动态估计方法，

该法可以将一组数据转换为概率密度函数，广泛应用于数据可视化、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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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等多个领域，使用核密度估计研究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动态演进过

程，能够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 4.1 所示。由图 4.1 可知，

2007-2021 年核密度估计曲线的位置呈右移趋势，表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

平不断提高。从峰度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多集中于 0.2~0.4 之间，

且 2010、2013 年为多峰分布，2016、2021 峰数逐渐减少，表明多极分化现象正

在逐渐减弱。 

 

 

图 4.1  2007-2021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动态演进图 

4.2.4基准回归分析 

为了消除个体差异的干扰，更加准确地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间的关系。同时，经过 F 检验、

LM 检验、Hausman 检验后，最终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 4.5 展示了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回归结果。模型（1）

为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2）~模型（5）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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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模型。由模型（1）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风险投资的回归

系数为 0.380，且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风险投资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水平，验证了假说 1，但总体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依次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的

𝑅2不断提高，表明了控制变量选取的科学性。从各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教育投

入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两者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教育投入的增强能够培养知识型人才，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升级能

推动产业向高技术水平转变，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对外出口程度和区域城镇化率未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对外开放

程度很大一部分是由地理位置决定，地理位置优越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进而加剧

了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而区域城镇化可能会加剧产业和资源向核心区转移，

从而抑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表 4.5 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模型4.4) (模型4.5) 

变量 ECO ECO ECO ECO ECO 

VC 0.380*** 0.379*** 0.382*** 0.378*** 0.273*** 

 (0.111) (0.112) (0.111) (0.111) (0.100) 

DFO  -0.000140 -0.000135 -0.000137 -1.67e-05 

  (0.000542) (0.000541) (0.000539) (0.000486) 

EIN   0.0253 0.0278* 0.0151 

   (0.0159) (0.0159) (0.0144) 

UR    -0.00204** -0.00221** 

    (0.000953) (0.000858) 

UIS     0.149*** 

     (0.0148) 

Constant 0.319*** 0.319*** 0.318*** 0.320*** -0.0280 

 (0.00162) (0.00163) (0.00183) (0.00222) (0.0347)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65 465 465 465 465 

R-squared 0.0262 0.0264 0.0321 0.0422 0.2250 

Number of CODE 31 31 31 31 3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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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为了研究不同地区风险投资对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本文将 31 个省（市、自治区）按政策上划分，分

为东、中、西、北、南五大区域，以此来研究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

的差异化影响，结果如表 4.6 所示。模型 4.6~模型 4.7 分别展示了东、中、西部

地区风险投资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从回归系数上来看，不

同地区风险投资均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对比回归系数来看，风险投资对东部地区促进作用明显，对中部和西部促进作用

并不明显，且中部回归系数要大于西部。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风险投资起步较

早，各项投融资政策体系较为完善。而中、西部地区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较低，投

融资支持体系尚不健全，难以吸引人才和科技企业落地。同时，对我国南、北两

大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由模型 4.9~模型 4.10 可知，风险投资发展水平的回归

系数在南、北两大地区均显著为正，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南

方地区回归系数要大于北方地区，这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风险投资发展较为成熟，

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以东、中、西部划

分还是以南、北划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

异质性。 

表 4.6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南部 北部 

变量 模型（4.6） 模型（4.7） 模型（4.8） 模型（4.9） 模型（4.10） 

VC 0.554*** 1.059 0.0238 2.094*** 1.059*** 

 (0.110) (1.512) (0.373) (0.280) (0.151) 

DFO -0.000554 0.0256 0.0225 0.000271 0.137*** 

 (0.000526) (0.0311) (0.0336) (0.000759) (0.0353) 

EIN -1.729*** -0.286 -0.949*** -1.324*** -0.246*** 

 (0.230) (0.515) (0.177) (0.190) (0.0397) 

UR 0.0194 0.276* -0.000561 0.000534 0.273*** 

 (0.0447) (0.154) (0.000619) (0.000781) (0.0397) 

 

 参考国家经济发展及地理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北部地区包括山东、

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南部

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浙江、

上海、海南(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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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6 区域异质性结果 

UIS 0.625*** -0.00109 0.266*** 0.294*** 0.260*** 

 (0.0411) (0.0184) (0.0401) (0.0233) (0.0404) 

Constant -1.090*** 0.146* -0.282*** -0.334*** -0.439*** 

 (0.0740) (0.0833) (0.0896) (0.0551) (0.0799) 

Observations 165 118 179 240 224 

R-squared 0.934 0.559 0.344 0.708 0.828 

Number of CODE 11 8 12 16 15 

4.2.6内生性检验 

由于本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可能受到上一期影响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本

文采用两步系统 GMM 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来进行进一步检验，来观察是否存在工

具变量过度识别以及自相关性问题，结果如表 4.7 所示。通过逐步加入变量进行

动态面板 GMM 回归发现，AR（1）p 值均小于 0.1，表明模型通过了自相关检

验。同时 Hansen test 的 p 值均大于 0.1，说明模型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

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风险投资系数仍正向显著，证明了估计的有效性。 

表 4.7 内生性检验 

 (模型4.11) (模型4.12) (模型4.13) (模型4.14) (模型4.15) 

变量 ECO ECO ECO ECO ECO 

L.ECO 0.901*** 0.859*** 0.854*** 0.829*** 0.704*** 

 (0.0850) (0.112) (0.110) (0.0858) (0.132) 

VC 0.503* 0.558* 0.589* 0.618** 0.625** 

 (0.259) (0.297) (0.306) (0.281) (0.290) 

DFO  0.0116 0.00993 0.0120 0.00927 

  (0.0141) (0.0128) (0.0157) (0.0113) 

EIN   -0.0235 -0.00966 -0.0113 

   (0.0307) (0.0183) (0.0184) 

UR    -0.00216*** -0.00249*** 

    (0.000230) (0.000345) 

UIS     0.0797 

     (0.0840) 

Constant 0.0364 0.0508 0.0556 0.0619** -0.0864 

 (0.0280) (0.0379) (0.0384) (0.0295) (0.183) 

AR(1) 

Hansen test  

0.036 

0.899 

0. 033 

0.833 

0.032 

0.904 

0.026 

0.985 

0.015 

0.995 

Observations 279 279 279 279 279 

Number of CODE 31 31 31 31 3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                 

36 

 

4.2.7稳健性检验 

(一)更换测量方法 

为使结论具有稳健性，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对结果进行探讨。耦合协

调度模型能够反映多个系统和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 = n × [
𝑈1𝑈2𝑈3…𝑈𝑛

(𝑈1+𝑈2+𝑈3+⋯+…𝑈𝑛)𝑛
]

1

𝑛
                               (4.11)   

T=𝛼1𝑈1 + 𝛼2𝑈2 + 𝛼3𝑈3 +⋯+ 𝛼𝑛𝑈𝑛                         (4.12) 

D=√𝐶 × 𝑇                                               (4.13) 

其中，C 为耦合度，𝑈1𝑈2𝑈3…𝑈𝑛代表各子系统的综合得分，n 代表子系统的

个数,T 为协调度，α为待定系数，D 为耦合协调度值。 

分析结果如 4.8 所示：由模型 4.16~4.20 可以看出，在进行逐步回归后，风

险投资仍然显著正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再次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1。 

 

表 4.8 稳健性检验 

 (模型4.16) (模型4.17) (模型4.18) (模型4.19) (模型4.20) 

变量 ECO ECO ECO ECO ECO 

VC 0.399*** 0.397*** 0.397*** 0.396*** 0.308*** 

 (0.113) (0.113) (0.113) (0.113) (0.106) 

DFO  -0.000469 -0.000470 -0.000470 -0.000370 

  (0.000548) (0.000549) (0.000549) (0.000514) 

EIN   -0.00228 -0.00160 -0.0121 

   (0.0162) (0.0162) (0.0152) 

UR    -0.000578 -0.000722 

    (0.000970) (0.000907) 

UIS     0.124*** 

     (0.0156) 

Constant 0.558*** 0.558*** 0.559*** 0.559*** 0.269*** 

 (0.00164) (0.00165) (0.00186) (0.00226) (0.0367)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465 465 465 465 465 

R-squared 0.028 0.030 0.030 0.031 0.155 

Number of CODE 31 31 31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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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换计量模型 

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继续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步骤如下： 

1、空间自相关检验 

为确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本文采用地理反距离矩阵，

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来测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结果如表 4.9 所示。

若Moran′sI大于 0则表示正相关，若Moran′sI小于 0则表示负相关，若Moran′sI 等

于 0 则无相关性。由表 4.7 可以看出，不同年份全局莫兰指数 P 值均在 1%水平

下显著，表明本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与其周边省份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 4.9  2007-202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𝐌𝐨𝐫𝐚𝐧′𝐬𝐈指数 

年份 I E(I) sd(I) z p-value* 

2007 0.104 -0.033 0.034 4.052 0.000 

2008 0.099 -0.033 0.033 4.045 0.000 

2009 0.093 -0.033 0.032 3.981 0.000 

2010 0.120 -0.033 0.032 4.725 0.000 

2011 0.109 -0.033 0.032 4.397 0.000 

2012 0.120 -0.033 0.032 4.722 0.000 

2013 0.140 -0.033 0.034 5.137 0.000 

2014 0.087 -0.033 0.032 3.766 0.000 

2015 0.143 -0.033 0.033 5.400 0.000 

2016 0.143 -0.033 0.033 5.322 0.000 

2017 0.149 -0.033 0.033 5.466 0.000 

2018 0.149 -0.033 0.034 5.401 0.000 

2019 0.161 -0.033 0.034 5.761 0.000 

2020 0.150 -0.033 0.034 5.407 0.000 

2021 0.134 -0.033 0.033 5.020 0.000 

2、空间面板模型选择 

为减少模型设定偏误，在进行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回归之前，需要运用 LM 检

验、LR检验以及 Wald检验来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如表 4.10所示：（1）

由 LM 检验可以看出，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滞后模型（SAR）的统计量均

显著，则表明拒绝原假设，可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2）根据 LR检验以及 Wald

检验结果，可以发现 SDM（空间杜宾）不可能退化为 SAR 或 SEM，应采用空间杜

宾模型。（3）另外， Hausman 检验的统计量显著，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的空间

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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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空间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值 P值 

LM-spatial lag 29.970 0.000 

LM-spatial error 11.276 0.000 

LR-spatial error 70.51 0.000 

LR-spatial lag 38.13 0.000 

Wald-spatial lag 50.62 0.000 

Wald-spatial error 50.74 0.000 

Hausman 59.92 0.000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𝑌𝑖𝑡 = 𝛽𝑋𝑖𝑡 + 𝜌∑ 𝑊𝑖𝑘𝑌𝑖𝑡
𝑛
𝐾=1 + 𝜎∑ 𝑊𝑖𝑘𝑋𝑖𝑡

𝑛
𝑘=1 + 𝑢𝑖 + 𝜀𝑖𝑡      (4.14)               

 其中，𝑋𝑖𝑡和𝑌𝑖𝑡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 t 年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𝛽为待

估计参数，𝑊𝑖𝑘为地理反距离空间矩阵，𝜌、𝜎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𝑢𝑖为固定效

应，𝜀𝑖𝑡为随机误差项。 

1、空间杜宾模型结果分析 

运用个体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 4.11 所示：（1）风险投资的系数为 0.148，且在 1%水

平下显著，这表明风险投资的提升对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在控制了其它变量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便

增加 0.148 个单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说 1。（2）风险投资的空间滞后系数

为 0.306，但并不显著。这表明风险投资的提升对邻近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有

正向促进作用，且在控制了其它变量的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邻近

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便增加 0.306 个单位，但这种空间溢出效应效率并不高，

可能是由于本地区风险投资发展时，相邻地区投融资支持体系还并不完善，未能

有效利用风险投资的溢出效应。（3）空间权重系数为 0.807，且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说明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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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估计结果 

模型(4.21) 

变量 估计结果 

模型（4.22） 

VC 0.148** W×VC 0.306 

 (0.04044)  (0.20650) 

DFO 0.001 W×DFO -0.002 

 (0.73935)  (0.39417) 

EIN -0.042*** W×EIN -0.959*** 

 (0.00032)  (0.00000) 

UR -0.005*** W×UR -0.060*** 

 (0.00000)  (0.00000) 

UIS 0.015 W×UIS 0.201*** 

 (0.30595)  (0.00000) 

R-squared 0.240   0.807*** 

   (0.00000) 

sigma2_e 0.000***   

 (0.00000)   

Observations 465  465 

Number of CODE 31  31 

 

2、空间效应分解 

为了进一步研究各省市之间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

将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如表 4.12

所示：（1）从直接效应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显著

为正。表明风险投资对本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从间接

效应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间接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说

明邻近地区的风险投资会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但效率并不高。（3）

总效应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效应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呈

现显著正向的总效应。说明风险投资可以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区域经

济的协调发展，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稳健性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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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变量 模型（4.23） 模型（4.24） 模型（4.25） 

VC 0.221** 2.326 2.547* 

 (0.02203) (0.10956) (0.09378) 

DFO -0.000 -0.008 -0.008 

 (0.79038) (0.48117) (0.48948) 

EIN -0.199*** -5.269*** -5.468*** 

 (0.00197) (0.00498) (0.00482) 

UR -0.015*** -0.331*** -0.346*** 

 (0.00006) (0.00122) (0.00110) 

UIS 0.048*** 1.106*** 1.154*** 

 (0.00653) (0.00031) (0.00028) 

4.3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上章的影响机理分析，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的总体

影响效果。首先基于构建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进行了

测算。其次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核密度估计分析了各变量之间的

关系和特征，再次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进行了基准回归

和区域异质性分析，并进行了内生性检验，最后通过更换测量方法以及计量模型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如下； 

第一，各变量分布均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

变量分布都不均匀，说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各方面存在差异，需要进一

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从整体影响效果来看，风险投资显著推动了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

平，验证了假设 1。但未能推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对于中部和西

部来说，需进一步合理引导风险投资的落地和发展，改善自身投资环境，提升风

险投资发展水平。同时更换测量方法以及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发现，风险

投资仍能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再次支持了本文的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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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 

5.1 检验方法选取与模型构建 

5.1.1检验方法选取 

本章采用中介效应检验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中介效

应最初来源于心理学，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该方法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经济学等

多个领域。该模型主要是研究自变量如何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因变量，中介效应

模型及路径分析图如图 5.1 所示： 

 

        Y = CX + 𝑒1 

 

 

M = aX + 𝑒2 

 

 

 

       Y = c′X + bM + 𝑒3 

 

图 5.1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图 

 

 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目前有两种较为常见的做法：第一种是因果步骤法，

即依次检验模型的回归系数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该方法需以系数 C 显著

作为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在图 6.1中，X为自变量，Y为因变量， M为中

介变量，𝑒1、𝑒2、𝑒3分别为模型的残差项。首先将 X 对 Y 进行回归，判断系数 c

是否显著。其次，将 X 对 M 进行回归，判断系数 a 是否显著。最后，将 X 与 M

对 Y 进行回归，判断系数 b 是否显著。若系数 a、b、c 均显著，则中介效应成立。

在逐步回归的最后一步中，若此时系数 c′不显著，则成为完全中介，相反，则

为部分中介。但当中介效应很弱时，这种方法检验功效较低，原因在于如果 a 很

小而 b 很大时，此时的检验结果为中介效应不显著，但实际上 ab 和 0 有着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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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差异，因此容易造成中介效应的错误估计。第二种是回归系数乘积检验法，

即直接检验回归系数 ab 的联合显著性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该方法不需要

以系数 C 显著作为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条件，能够直接提供中介效应的点估计

和置信区间，其统计功效要优于传统的因果步骤法，其最常见的做法是 sobel 检

验和 Bootstrap 检验。但由于 sobel 要求样本为正态分布，造成了其统计功效的低

下。而 Bootstrap 则对中介效应的抽样分布没有限制，能适用于小、中样本和各

种中介效应模型，因此其统计功效较高。 

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图如 6.2 所示：（1）检验回归系数 C 的显著性，如果显著

则继续第二步，否则停止中介效应分析。（2）做部分中介效应检验，即依次检验

系数 a、b 的显著性，如果系数 a、b 均显著，则表明 X 对 Y 的影响至少是有一

部分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的，可以继续第三步。若 a、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

表明该检验功效较低，转到第四步。（3）做完全中介效应检验，即检验系数 C′

的显著性，若系数 C′显著，则表明为部分中介，即 X 对 Y 的影响是部分通过

中介变量 M 实现的，若系数 C′不显著，则表明为完全中介，即 X 对 Y 的影响

是完全通过中介变量 M 实现的。检验结束。（4）做 Bootstrap 检验，检验系数 ab

的显著性，若显著，则 M的中介效应显著，反之不显著，检验结束。 

 

图 5.2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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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中介变量选取 

1．科技投入水平（lst），科技投入是一国创新水平的重要来源，参照王悦

（2021）的做法，用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与一般预算支出之比来衡量，该值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科技投入的水平。 

2．产业集聚水平（Ia）,对于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通常有区位熵、赫芬达尔

指数等，但由于赫芬达尔指数对数据要求较高，且含义并不直观，故本文采用区

位熵来衡量产业集聚水平，计算方法为地区就业人数与地区行政面积之比。 

3．人力资本水平（Lhc）,人力资本水平通常表示为一个地区受教育程度以

及劳动技能的提升，本文借鉴已有文献做法，用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与地区就业

人数之比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变量具体含义及处理方法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变量选取及处理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处理方法 符号 

被解释变量 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经济协调发展指数 ECO 

解释变量 风险投资发展水平 风险投资/地区 GDP VC 

 

中介变量 

科技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预算支出 Lst 

产业集聚 就业人数/行政面积 Ia 

人力资本 高技术产业从业/总就业 Lhc 

控制变量 

对外开放程度 出口额/地区 GDP DFO 

教育投入强度 教育经费/地区 GDP EIN 

区域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常住人口 UR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一二三产业加权和 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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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模型构建         

本章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模型构建如下：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𝛼0 + 𝛼1𝑉𝐶𝑖𝑡 + 𝛼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1)     

𝐿𝑠𝑡𝑖𝑡 = 𝛽0 + 𝛽1𝑉𝐶𝑖𝑡 + 𝛽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2)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𝛾0 + 𝛾1𝑉𝐶𝑖𝑡 + 𝛾2𝐿𝑠𝑡𝑖𝑡 + 𝛾3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3) 

 

 上述模型中，模型（5.1）为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用于验证自变量对因

变量的影响，即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响，且已在第五章验证。

模型（5.2）为中介效应的第二步，用于验证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即风险

投资对科技投入的影响。模型（5.3）用于验证自变量是否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

自变量，即风险投资是否通过科技投入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5.1）

-（5.3）用于验证假设 1。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𝜃0 + 𝜃1𝑉𝐶𝑖𝑡 + 𝜃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4)     

𝐼𝑎𝑖𝑡 = 𝜌0 + 𝜌1𝑉𝐶𝑖𝑡 + 𝜌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5)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𝜎0 + 𝜎1𝑉𝐶𝑖𝑡 + 𝜎2𝐿𝑠𝑡𝑖𝑡 + 𝜎3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6) 

 

上述模型中，模型（5.4）用于验证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

响，模型（5.5）用于验证风险投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模型（5.6）用于验证风

险投资是否通过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5.4）-（5.6）用于

验证假设 2。 

𝐸𝐶𝑂𝑖𝑡 = 𝜕0 + 𝜕1𝑉𝐶𝑖𝑡 + 𝜕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7)     

𝐿ℎ𝑐𝑖𝑡 = 𝜑0 + 𝜑1𝑉𝐶𝑖𝑡 + 𝜑2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8)                                    

  𝐸𝐶𝑂𝑖𝑡 = 𝜔0 + 𝜔1𝑉𝐶𝑖𝑡 + 𝜔2𝐿𝑠𝑡𝑖𝑡 +𝜔3𝑋𝑖𝑡 + 𝜇𝑖 + 𝑘𝑡 + 𝜀𝑖𝑡                (5.9) 

 

上述模型中，模型（5.7）用于验证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影

响，模型（5.8）用于验证风险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模型（5.9）用于验证风

险投资是否通过人力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模型（5.7）-（5.9）用于

验证假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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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章所采用科技支出、就业人数、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

统计年鉴》，各省市行政面积数据来自于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各变量描

述性统计如表 5.2 所示。 

 

表 5.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ECO 465 0.321 0.095 0.163 0.728 1.995 

Lst 465 0.02 0.015 0.003 0.072 1.378 

Ia 465 0.008 0.017 0.001 0.113 4.069 

Lhc 465 0.035 0.008 0.027 0.101 3.506 

VC 465 0.007 0.02 0 0.214 6.508 

DFO 465 0.266 2.782 0.002 59.98 21.336 

EIN 465 0.052 0.097 0.00036 2.077 19.857 

UR 465 1.378 4.663 0.282 35.73 5.831 

UIS 465 2.352 0.145 1.106 2.836 -0.396 

 

5.2 基于各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5.2.1基于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5.3 检验了科技投入在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

中介作用。由模型（5.1）的检验结果可知，风险投资系数为 1.487 并在 1%水平

上显著，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从经济意义上看，在

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便

增加 1.487 个单位。由模型（5.2）的检验结果可知，风险投资系数为 0.117 并

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科技投入水平，从经济意义上看，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科技投入便增加 1.487

个单位。由中介效应检验图可知，此时系数 a、b 均显著，表明风险投资对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至少是有一部分通过中介变量科技投入实现的，此时进行因

果步骤法的最后一步。由模型（5.3）的检验结果可知，科技投入水平能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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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纳入科技投入水平后，风险系数

由原来的 1.487 降为现在的 1.186，但同时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风险投资能够

通过提升科技投入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部分中介效应成立，验证了本文

的假设 2。 

 

表 5.3 基于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CO Lst ECO 

变量 模型（5.1） 模型（5.2） 模型（5.3） 

Lst   2.584*** 

   (0.202) 

VC 1.487*** 0.117*** 1.186*** 

 (0.151) (0.0300) (0.132) 

DFO 0.000413 0.000240 -0.000207 

 (0.000888) (0.000176) (0.000764) 

EIN -0.0298 -0.0134*** 0.00479 

 (0.0259) (0.00515) (0.0224) 

UR -0.00438*** -0.000619*** -0.00278*** 

 (0.000540) (0.000107) (0.000480) 

UIS 0.399*** 0.0570*** 0.252*** 

 (0.0205) (0.00407) (0.0210) 

Constant -0.621*** -0.113*** -0.328*** 

 (0.0477) (0.00948) (0.0469) 

Observations 465 465 465 

R-squared 0.692 0.480 0.773 

5.2.2基于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5.4 检验了产业集聚在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

中介作用。由模型（5.4）的检验结果可知，风险投资系数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模型（5.5）的检验结果可知，风险投

资系数为 0.307并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从经济意义上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产业

集聚便增加 1.487 个单位。同时系数 a、b 均显著，表明可以进一步进行部分中

介效应检验。由模型（5.6）的检验结果可知，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产业集聚每增加一

个单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便增加 1.889 个单位，同时风险投资也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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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章第一节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在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起到

了部分中介的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3。 

 

表 5.4 基于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CO Ia ECO 

变量 模型（5.4） 模型（5.5） 模型（5.6） 

Ia   1.889*** 

   (0.181) 

VC 1.487*** 0.307*** 0.908*** 

 (0.151) (0.0350) (0.147) 

DFO 0.000413 0.0000214 0.000372 

 (0.000888) (0.000206) (0.000799) 

EIN -0.0298 -0.00840 -0.0140 

 (0.0259) (0.00600) (0.0234) 

UR -0.00438*** -0.000324*** -0.00376*** 

 (0.000540) (0.000125) (0.000490) 

UIS 0.399*** 0.0549*** 0.296*** 

 (0.0205) (0.00475) (0.0210) 

Constant -0.621*** -0.123*** -0.389*** 

 (0.0477) (0.0110) (0.0483) 

Observations 465 465 465 

R-squared 0.692 0.504 0.751 

5.2.3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 5.5 检验了人力资本在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

中介作用。模型（5.7）的检验结果与模型（5.1）和模型（5.4）的检验结果一

致，在此不做过多叙述。由模型(5.8)的检验结果可知，风险投资系数为 0.283

并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人力资本水平发展，从经济意

义上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风险投资每增加一个单位，人力资本水平

便提高 0.283 个单位。由模型（5.9）的检验结果可知，人力资本水平能够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并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人力

资本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便增加 0.894个单位，同时风

险投资也显著为正，表明风险投资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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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基于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ECO Lhc ECO 

变量 模型（5.7） 模型(5.8) 模型（5.9） 

Lhc   0.894*** 

   (0.186) 

VC 1.487*** 0.283*** 1.235*** 

 (0.151) (0.0369) (0.157) 

DFO 0.000413 -0.000279 0.000662 

 (0.000888) (0.000217) (0.000869) 

EIN -0.0298 0.00177 -0.0314 

 (0.0259) (0.00634) (0.0253) 

UR -0.00438*** 3.51e-05 -0.00441*** 

 (0.000540) (0.000132) (0.000528) 

UIS 0.399*** 0.0299*** 0.373*** 

 (0.0205) (0.00501) (0.0208) 

Constant -0.621*** -0.0447*** -0.581*** 

 (0.0477) (0.0117) (0.0473) 

    

Observations 465 465 465 

R-squared 0.692 0.311 0.706 

5.2.4稳健性检验 

本节采用 Bootstrap 检验，来对各影响机理的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其

原理是当正态分布假设不成立时，用样本来代表总体，在这一样本中进行放回抽

样直至抽取 n 个，组成一个样本，这样的程序重复 K 次，亦即产生 K 个样本，

由此可以算出 K 个值，形成一个实际的分布，这一分布近似于服从原始总体中

取样的分布，这种方法产生的置信区间可以用原CI以及偏差调整后的CI来表示，

如果 CI 的上下区间均不包含 0，则有 CI%的可信度认为中介作用不为 0。本节借

鉴大多数学者的做法，运用 Bootstrap 对样本进行 1000 次重复抽样，并给出具体

的点估计、置信区间以及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同时可以进一步计算其中介效应

占比，计算公式为：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
 ，得出各机制变量的中介效应占比。结果

如表 5.6 所示： 

（1）从科技投入（Lst）来看，其直接效应为 1.22，间接效应为 0.199，原

置信区间以及偏差调整后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即有 95%的可信度认为科技投

入的中介作用不为 0，在运用 Bootstrap 进行了 1000 次抽样后，科技投入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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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依然存在，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2。同时进一步计算其中介效应占比，结果为

14.08%，表明科技投入在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所占的中介效应较低。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水平还并不高，难以满足中小型科技企业的

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科技投入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效率并不高，进而未

能较大程度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2）从产业集聚（Ia）来看，其直接效应为 0.998，间接效应为 0.119，同

时原置信区间以及偏差调整后的置信区间也均不包含 0，即有 95%的可信度认为

产业集聚的中介作用不为 0，即风险投资能够通过促进产业集聚来推动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3。同时进一步计算产业集聚的中介效应占比，结

果为 32.27%，其在总效应中的中介效应占比要大于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占比，

说明风险投资通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氛围以及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网络服务

推动了产业集聚的发展，产业集聚通过扩散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但其中介效应占比还并不高，仍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3）从人力资本（Lhc）来看，其直接效应为 1.072，间接效应为 0.353，人

力资本的 CI 以及偏差调整后的 CI 均不包含 0，即有 95%的可信度认为人力资本

的中介作用不为 0，即风险投资通过对管理者的指导以及劳动力的培训提升了地

区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更好匹配了地区优势产业并将其转化为产

业竞争力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验证了假说 4。同时，进一步计算人

力资本的中介效应占比，结果为 24.77%。其中介效应占比高于科技投入但低于

产业集聚，表明需进一步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表 5.6 各影响机理中介效应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95%置信区间 

机制变量 效应类别 效应大小 标准误差 置信区间（P） 置间区间（BC） 

Lst 直接效应 1.220 0.180 （0.759，1.886） (0.783，0.994） 

 间接效应 0.199 0.291 （0.004，0.624） (0.005，0.646） 

Ia 直接效应 0.998 0.258 （0.575，1.556） (0.628，1.773） 

 间接效应 0.426 0.003 （0.124，0.981） (0.139，1.118） 

Lhc 直接效应 1.072 0.314 （0.609，1.792） (0.632，1.915） 

 间接效应 0.353 0.148 （0.142，0.658） (0.14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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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运用 Bootstrap 对各影响机理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后，结果表明各影响机理的中介效应仍然存在，与前文的检验结果一致，表明中

介效应模型设计具有一定合理性，研究结果较为稳健，稳健性检验通过。 

5.3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三条路径，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路径，并运用 Bootstrap 法对各影响机理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基于因果步骤法发现，科技投入在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同时运用 Bootstrap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其中介效应

占比为 14.08%，表明风险投资促进了科技投入的增加，科技投入通过带动高新

技术企业发展、吸引人才和资源要素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假设 2 得以

验证。 

2．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产业集聚在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其中介效应占比为 32.27%，在三条路径中最

高，但其总体上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假设 3 得以验证。 

3．人力资本水平在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4.77%，表明风险投资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推动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假设 4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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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建议及不足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风险投资视角出发，将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纳入同一框架进

行分析，并基于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三条路径，详细分析并论证了风

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风险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存在着区域异质性 

在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效应检验中，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实证检验了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风

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在加入一系列

控制变量后，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

了风险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结论的稳健性。（2）在进行分地区回归检

验时发现，不同地区的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果不尽相同。其中，

东部地区风险投资显著正向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却并

不显著，在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风险投资均显著正向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但南部地区系数要大于北部地区。 

2．风险投资能够间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中介变量发挥的作用不同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可知，科技投入、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在风险投资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但起到的中介作用不尽相同，

其中，产业集聚所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大，人力资本次之，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最

小。具体来说：（1）风险投资可以通过提升科技投入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但科技投入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小，为 14.08%。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科技投入整体

发展水平还并不高，难以有效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未能较大程度上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2）风险投资通过培育产业集聚，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在总效应中的中介占比为 32.27%。表明我国风投的发展带动了产业集

聚的发展，产业集聚通过降低企业间交流成本以及技术、知识的扩散效应推动了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其在总体量上仍然占比较低，说明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3）风险投资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占比为 24.77%。说明风投带来的管理和培训提升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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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水平又能提升经济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其促

进作用仍有限。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流动处于非均衡状态，需要进一步引

导人力资本均衡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6.2 政策建议 

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效应来看，虽然风险投资能够直接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结合区域异质性来看，

风险投资未能有效促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两方面

的建议： 

（一）提高风险投资使用效率，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其筹集、运营、退出的整个过程能够激

发区域经济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虽然我国风险投资虽已初具规模，但资金

使用的效率还并不高，总体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一方面，作为政府来说，不仅

要在政策上引导风险投资机构进行理性投资，而且也要搭建好风险投资与被投资

企业之间的桥梁，提高融资效率。同时政府也可以设立引导基金，将风投资本引

向科技型中小企业，从而为快速发展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企业规范管理和发展

战略上提供增值服务，从而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发展。另一方面，作为风投机构

来说，要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的筛选和整合机制，对要素资

源进行连结和整合。同时建立与被投资企业间的协同发展机制，畅通信息渠道，

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引导风险投资合理发展，充分发挥地区后发优势 

风险投资带来的专业管理和丰富业务资源，能够让相对落后地区以较低的研

发成本和较快的速度发展经济，让落后地区能够依托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趋同发展。

因此，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融资机制，特别是抓住

近年来风险投资不断呈现集聚化的趋势，从政府及市场协同发力，吸引风险投资

的发展和落地，进一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同时，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投资的效益以及安全，也是吸引高科技企业以及

人才的重要因素。通过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提升地方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意

识，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优越的投资软环境。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风险投资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                 

53 

 

从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介效应来看，科技投入发挥的中介效

应最小，这可能是科技投入水平还较低。产业集聚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大，但其总

量占比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需进一步优化产业集聚空间布局。人力资本发挥的

中介效应居于两者之间，说明人力资本虽然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仍需

引导人力资本均衡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提升科技投入水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投入作为一种重要的中介变量可以不断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后

劲和实力，但目前我国科技投入水平还较低，难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因此，要

进一步完善科技投入的保障机制，通过制定政策以提升商业银行等传统机构的科

技投入活动，推动我国科技资金总量和科研投入经费稳步提升。对于中西部欠发

达地区来说，更要建立科技投入的长期有效增长机制，确保风险大、收益高但损

耗少、科技创新含量高的重大科技项目运行，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布局，切

实保障“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同时，要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教育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推动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加快建立科技评价制度和奖励制度，完善知识产权的管

理和保护制度，有效保障科技成果创造者的劳动权益，推动建立开放的竞争合作

机制，实现科技信息和资源的整合及共享，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二）精准优化产业集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制定产业政策 

在风险投资间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中，产业集聚所发挥的中介效

应最大。这表明我们需要进一步科学构建产业集聚战略布局，促进知识、资本、

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通过市场进一步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提升产

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效率，进而调整我国产业集聚格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形成的中心区会形成扩散和溢出效应，对于外围区的企业来说，要完善

自身的外部协同机制，利用好经济中心所带来的辐射效应，进一步缩小与中心地

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制定人才激励政策，鼓励人才向落后区域流动 

人力资本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居于科技投入和产业集聚之间，这说明我国人力

资本所带来知识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但其仍有进一步

提升空间。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流动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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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状态多表现为欠发达地区的高人力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进一步加剧了我国

区域人力资本分布情况的不均衡，这也不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培养人才，

打击了人才培养的信心。因此，要积极改善落后地区就业环境，建立人才激励制

度。新兴行业的兴起必然要求配置高素质人才，要想吸引人才，就必须为其提供

不断上升的空间和施展才能的平台，为高人力资本提供更多的就业领域和机会，

从而减少高人力资本的流失，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同时，要加大基础教育的

投资，实现高素质人才的自给自足，建立以人为本的培养机制，培养并留住人才

使之充分发挥作用，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6.3 研究不足 

第一，在研究风险投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梳理各文献采用

了各经济理论作为文章的研究基础。虽然其科学性已经被广为接受，但有些理论

模型中包含诸多假设，这可能与实际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在后续研究中，还

需进一步完善以更贴近实际生活。 

第二，本文以多指标体系构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数，力求在评价上

的科学性。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

信息技术、大数据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进

一步完善指标体系，进行更加科学的测度。 

第三，本文对风险投资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仅涉及了部分视角，随

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深入，日后仍需进一步丰富研究视角，对风险投资与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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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2007-2021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 

地 区 /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北京 0.603  0.634  0.650  0.636  0.639  0.661  0.608  0.669  0.724  0.704  0.693  0.695  0.709  0.697  0.728  

天 津 0.391  0.398  0.398  0.401  0.414  0.439  0.422  0.460  0.493  0.487  0.478  0.491  0.515  0.514  0.519  

河 北 0.277  0.279  0.274  0.264  0.270  0.273  0.263  0.289  0.301  0.300  0.315  0.318  0.322  0.327  0.326  

山 西 0.254  0.284  0.277  0.271  0.302  0.303  0.296  0.335  0.322  0.303  0.307  0.309  0.314  0.302  0.337  

内蒙古 0.279  0.279  0.296  0.276  0.307  0.317  0.302  0.331  0.330  0.323  0.339  0.347  0.322  0.345  0.400  

辽 宁 0.302  0.321  0.320  0.300  0.316  0.326  0.321  0.353  0.359  0.379  0.386  0.379  0.381  0.377  0.372  

吉林 0.250  0.260  0.265  0.244  0.260  0.267  0.269  0.298  0.294  0.292  0.293  0.302  0.334  0.327  0.319  

黑龙江 0.359  0.354  0.326  0.282  0.297  0.315  0.299  0.340  0.323  0.319  0.326  0.312  0.331  0.329  0.317  

上海 0.483  0.501  0.501  0.482  0.489  0.494  0.474  0.510  0.545  0.570  0.568  0.589  0.599  0.597  0.592  

江 苏 0.330  0.357  0.355  0.363  0.366  0.376  0.338  0.374  0.387  0.380  0.392  0.405  0.405  0.416  0.409  

浙 江 0.360  0.364  0.363  0.366  0.368  0.380  0.344  0.374  0.398  0.393  0.409  0.428  0.434  0.458  0.464  

安徽 0.234  0.259  0.265  0.258  0.263  0.273  0.265  0.311  0.304  0.307  0.316  0.316  0.321  0.333  0.339  

福 建 0.269  0.282  0.291  0.292  0.293  0.311  0.287  0.326  0.332  0.334  0.340  0.356  0.354  0.371  0.382  

江 西 0.207  0.240  0.248  0.240  0.251  0.263  0.257  0.302  0.289  0.299  0.304  0.304  0.302  0.305  0.303  

山 东 0.317  0.331  0.329  0.328  0.330  0.345  0.301  0.348  0.345  0.338  0.347  0.350  0.353  0.363  0.364  

河 南 0.276  0.288  0.288  0.269  0.276  0.282  0.416  0.308  0.296  0.286  0.287  0.292  0.291  0.307  0.310  

湖 北 0.238  0.268  0.271  0.256  0.265  0.304  0.265  0.326  0.317  0.316  0.323  0.328  0.324  0.320  0.329  

湖 南 0.225  0.256  0.251  0.240  0.240  0.248  0.231  0.281  0.267  0.263  0.278  0.274  0.281  0.303  0.291  

广 东 0.341  0.353  0.355  0.350  0.348  0.360  0.295  0.342  0.352  0.350  0.360  0.370  0.373  0.395  0.394  

广 西 0.195  0.206  0.213  0.209  0.199  0.210  0.193  0.252  0.224  0.212  0.225  0.218  0.213  0.217  0.222  

海 南 0.212  0.224  0.268  0.216  0.212  0.219  0.196  0.265  0.241  0.234  0.232  0.245  0.252  0.271  0.292  

重 庆 0.247  0.276  0.273  0.246  0.264  0.275  0.264  0.333  0.305  0.308  0.306  0.301  0.295  0.324  0.324  

四 川 0.233  0.275  0.266  0.248  0.258  0.267  0.242  0.312  0.279  0.276  0.278  0.289  0.287  0.310  0.323  

贵 州 0.222  0.268  0.270  0.281  0.290  0.290  0.252  0.312  0.274  0.247  0.272  0.292  0.271  0.314  0.320  

云 南 0.225  0.229  0.243  0.218  0.246  0.245  0.227  0.297  0.252  0.252  0.247  0.261  0.269  0.287  0.298  

西 藏 0.230  0.196  0.265  0.240  0.239  0.237  0.163  0.262  0.182  0.210  0.225  0.179  0.186  0.193  0.267  

陕 西 0.289  0.320  0.312  0.286  0.315  0.330  0.303  0.394  0.353  0.342  0.343  0.352  0.340  0.365  0.405  

甘 肃 0.213  0.237  0.239  0.215  0.268  0.252  0.250  0.328  0.281  0.236  0.241  0.243  0.250  0.256  0.265  

青 海 0.274  0.278  0.267  0.268  0.311  0.276  0.238  0.305  0.249  0.235  0.257  0.256  0.250  0.265  0.306  

宁 夏 0.243  0.268  0.268  0.219  0.315  0.313  0.311  0.381  0.334  0.331  0.323  0.325  0.335  0.314  0.322  

新 疆 0.218  0.312  0.291  0.254  0.285  0.281  0.246  0.344  0.276  0.260  0.278  0.284  0.279  0.256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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