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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研究

陈艳春 ， 郭 平 ， 刘 文梅 ， 许朋 园

（石 家 庄铁道大学 经济管理 学院 ，
河北 石 家庄 ０５０ ０４３ ）

摘 要 ： 中 国进入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的 关 鍵 阶 段 ， 绿 色技 术 创 新 是 否 已 经成 为 经 济转 型 的 动 力

以 及 绩 效 如何 成 为 主要 关 注 点 。 在 检验 绿 色 技 术 创 新 的 经 济 转 型效 应 时 ， 如果 忽 略 技 术 的 异

质 性 、关 联 性 等 特 点 还 可 能 产 生 偏 差 。 根据技 术 的 环境效 应 将技 术 分 为 绿 色 技术 和脏 技术 ， 关

注 到 技术 之 间 的 关联 性 ， 选择 ２ ００２
—

２０ １ ７ 年省 际 面 板 数据 ， 检验 绿 色 技 术创 新 对 经 济 转 型 的

影 响 。 研 究 表 明 ： 在 全 国 层 面 ， 绿色 技术 创 新促 进 了 经 济 转 型 ， 而 且 绿 色 技 术 份 额越 高经 济 转

型 的 效果越 好 ； 在 中 西 部 ， 绿 色 技术 创 新 的 经 济 转 型 效 应 不 显 著 。 门 槛 回 归 结果 表 明 ： 绿 色 技

术 创 新 的经 济 转 型 效应 发 挥存在 经 济发展 水平 和产 业 结 构 的 门 槛 。 该研 究 为 区 域 经 济转 型 的

差 异 化策 略制 定 有 一 定参 考价值 。

关键词 ： 异 质技 术创 新 ；经 济 转 型 ； 专 利 计量

中 图分类号 ：
Ｐ０６ １ ． ５

；
Ｐ０６２

．
９文献标识码 ：ＡＤＯｌ

：
１０

．
１ ３３ １９／ｊ ．ｃｎｋｉ

．
ｓ

ｊ
ｚｔｄｄｘｘｂｓｋｂ．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３

一

＇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 ， 中 国 已 经进入社会 主

义新时代 。 在新时代背景下 ，绿色发展 已经成 为

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首

要任务
ｎ］

。 进人社会 主义新时代 ， 在新 旧动 能转

换 的关键时期 ，绿 色技术创新是否 已经成为经 济

转 型的动力 以及绩效如何 ，成为 主 要关注点 。 中

国 幘员辽阔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 问题由

来 已 久 ，中 国 向绿 色经济转型 中存在哪些地 区差

异 ，影 响因 素如何 ，成为政策制定的关键 。

自 工业革命以来 ， 环境 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

存 和发展的世界难题 ， 经济学家把环境问题 归结

为技术经济问题 ，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转型的根

本动力
［
２］

。 该问题可追溯到 ２ 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

美 、英等工业化 国家出现不同程度 的环境问题 ，在

污染治理中还 出现污染转移问 题 ［
２
］

。 当时 ，许 多

著名 的 经济学 家 ， 如 Ｋ ｒｕｇｍ ａｎ
［
３
］ 和 Ｎｏ ｒｄｈａ ｕｓ

ｗ

呼吁政 府采 取措 施 ，鼓 励绿 色技 术 创新 。 Ｋ ｉｎ
？

ｄ ｅｒ
＾

研究发现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作用

的 。 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 长 ， 经济增长又造成环

境恶化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新的绿色技术 。
Ｐｏｐ ｐ

Ｄａｖ ｉｄ
［
６
］率先根据技术 的环境性质对技术创新进

行分类 ， 为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 经济转 型的影 响

奠定了基础 。 瑞士联邦知识产权研究所 的 Ｃｈｒ ｉｓ
？

ｔｉ ａｎ 等 以１２个ＯＥＣＤ国家为研究对象 ，
检验 了

这些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 ，结果表

明这些国家大多数行业还 没有 达到转型的 拐 点 。

近年来 ， 以 中 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逐渐增加 ， 由 于

绿色技术创新数据难以收集 ，对两者关系 的研究

受到制 约 。 另外 ， 中 国 的经济转 型属 于主动选择

型转 型
［
８ ９

］

， 与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有 不 同 的 内生 性

问题 。

本文的 贡献在于探索 中 国 的绿色技术创新是

否已经成为经济转型 的动力 。 如果 已经成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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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动力 ，绩效如何 ；如 果没有成为经济转型的

动 力 ，原 因是什么 ，进而为 中 国绿色经济转型的政

策制定提供依据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方法

（
一

） 绿色 技 术创 新 与 经济增 长理论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的研究起源于技术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 系 的研究 ，相关理论主要有两

类 ：

一是希克斯诱致性创新假说 ，
二是环境约束下

创造性破坏 理论 。 依据诱致性创新假说 ，生产要

素通过影响成本进 而影 响绿色技术创新
［

１ °
］

。 在

知识经济时代 ， 知识存量是重要的生产要素 ， 因此

绿色技术存量是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生产要

素 。 环境约束下 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认为绿色技术

创新相 当于把新的生产要素 引人生产 函数
［
＂

］

， 绿

色技术创新使生产 函数的边际 曲线发生移动 ， 进

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

（二 ） 技术 创 新 的 经济 转 型 的 非 线 性 关

系 研 究 －

中 国 当前的研究缺乏两者关 系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 ，原因 主要有三点 ：首先 ，绿色技术的发展符

合 Ｓ 型 曲 线 Ｃｈ ｒ ｉ ｓｔ ｉａｎ
？ 等采 用 专利 统计方

法探究绿色技术创新对行业经济增长 由 抑 制 作

用到激励作 用 的拐点是行业绿 色技术存量达 到

３０ １ ４ 件专利 。 这是 因 为绿 色技 术存量 对经 济

转型 的成本影 响不是线性 的 。 但在 国 内 的研究

中 ，

一般假设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 ，基于 内

生增长模型估计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 。 究其

原因可能有两点 ：

一是没有对技术创新进 行分类

研究 ；
二是忽视了两者间 的非线性特征 。

综上所述 ，绿 色技 术创 新 与经 济转 型 关 系

研究对制 定 经济转 型 政策 有重 要 支撑作 用 ， 由

于 国 家所处 的发展 阶段 不 同 ， 两 者之 间 的关 系

可能表现 出不同 的 作用方 向 和 强度 。 本 文将 绿

色技术 和脏技术存量都 纳人 到
一 个生 产 函数 ，

采用 门槛 回归分 析方法 ， 研究两 者间 的 非线 性

关系 。

三 、模型 、变量与样本选取

（
一

）模型 设定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绿 色技术创新 除 了 对经

济总量有贡献效应 ，还具有改善经济增长方式 ，推

动经济转型 的效应 。 已有对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

效应估计多基于 内 生增长模 型 ，假设技术仅沿着

一个方向改进 。 本文要分析两种不同性质的技术

创新 ，这显然是不够的 ，需要引 人两个维度来扩展

这个模型 。 假设任何
一个维度上的技术改进都需

要独立的研发 ，设绿色技术创新为 ＧＴ
，脏技术创

新为 ＦＴ
，用绿 色技 术创新和脏技术创新 的 乘积

替代基本内 生增长模型中 的技术创新变量 。 为降

低异方差带来的影响 ，变量均取对数 ，集绿色技术

和脏技术于一体 的经济增 长模型为

ｌｏｇ
Ｅ

＊
－

ｊ
３

ｉ
＋

ｄｌｏｇ
ＧＴ

，
＋ Ａ ｌ

〇ｇＦＴ；，
－

ｉ
＋

ｅ ； ，（ １ ）

式中 ，
￡ 为 经济转型指标 ；

ＧＴ 和 ＦＴ 为 以专利 产

出表征的 技术创新ｄ 和 Ａ 为绿色技术创新和 脏

技术创新的弹性 系数 ；
／

？
， 为个体的固定效应 ； ＾ 为

随机误差项 。

与前人的研究不 同 的是 ，本文希望检验技术

创新的经济转 型效应 的 经济 发展水平 （％ ） 和 产

业结构 （兄 ） 的 门槛效应 。 为此 ，本文 以模型 （ １ ）

为基础 ，采用汉森开发的 门槛面板回 归模型进行

检验 ，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 门槛的模型设定如下

ｌｏｇＥ４
＝

 ｜

３ｉ
＋

 ｙ

３
， 
ｌｏｇ （ＧＴ４ ）

＊
ＫｙｕＫｖ ）＋

＾

ｌｏｇ ＣＧＴ＾ ）
＊

Ｋｙ ｕ＞ｖ

＇

）＋ ０ｌｏｇ （ＧＴ＊ ）＋Ａ ｌｏｇ （ＦＴ ｉ ）
＋ ｅ ＊（ ２）

式中 ，下标 ｉ 为地区 ，
《 为时 间 ；＆ 为地 区 ｉ 在时间

尤 的经济转 型指数 ；％ 为地 区 ｉ 在时 间 《 的 人均

ＧＤＰ
；译 为 常数 ；择 和 佐 分别 为 门 限变量 ％ 在

和 ：＾ ＞１ 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系数 ＾ 为特定的 门檻值 ；％ 为 门 限变量 ； ＾ 为随

机干扰项 。

由于 门檻值可能是两个 或两个以 上 ， 将经济

发展水平作为 门槛的双门 槛回 归模型设定为

ｌ
ｏｇＥｉ

＝

 ／

Ｓ〇
＋

^ 

ｌ〇ｇ （ＧＴ４Ｋｙｕ＾

ｌｏｇ（ＧＴ４ ）
＊

Ｉ （
．
ｖ２＞ ｙ ｉ

ｔ＞ｖ〇
＋

＾ ｌｏｇ ｉ ＧＴａ ）
＊
Ｋ ｙｕ＞ｖ２ ）

＋

＾ ｌｏｇ Ｃ
ＧＴ＾ ＋ Ａ ｌｏｇ Ｃ ＦＴＪ ＋ ｅ ，（ ３ ）

产业结构与环境之间多呈现
“
Ｕ

”

型关 系
［

１ ３ ］

，

产业结构 随着人 均收人水平 的提高 先升 高后降

低 。 中国多数地区 处于工业化 中后期 ，应该是第

三产业水平越高 ， 相应的环境质量也越好 。 因此 ，

选择第三 产业所 占 比重作为产业结 构的代 理变

量 ， 以产业结构作为 门槛的模型设定如下

ｌｏｇ
Ｅ

＊
＝

ｙ
Ｓ） 
＋

／

３
，
ｌｏｇ （ＧＴｉ ）

＊Ｔ（ Ｘ
，
ｖ＜ｗ ）

＋ ＾ ｌｏｇ （ＧＴ４ ）
＊

ＫＸ
ｉ，
＞

－

ｙ ）
＋

ｄ＼ｏｇ （ ＧＴ ｕ ）
＋

Ａ ｌｏｇ ＣＦＴ ｉ ）＋（ ４ ）

式 （４ ） 的相关变量的含义与式 （２ ）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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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变 量 的测 度

模型 中 因变量是经济转 型 指数 （ ￡ ） ， 自 变量

包括绿色技术创新 （ＧＴ ） 、脏技 术创新 （ ＦＴ ） 、 经济

发展水平 （Ｙ） 和产业结构 （ Ｘ ） 。 其中 ，产业结构 以

第三产业所占 比重作 为代理 ， 经济发展水平采用

人均 ＧＤＰ 代理 ，人均 ＧＤＰ 以 １ ９ ８５ 年为基础进行

折算 ， 两者全来 自 《 中 国统计 年鉴 》 。 下 面对需要

测度 的经济转 型指 数 、 绿色技 术创新与 脏技术创

新的测度进行具体说明 。

１
． 经济转 型指数

因变量 （ Ｅ ）本文采用与 张建伟和杜德斌
？ ］相

同 的做法 ， 即采用单位能耗工业总产值 、单位气体

污染工业总产值 、单位水污染工业总产值 、单位固

体污染工业总产值来考察经济转型 的效果 。 首先

对这些指标进行倒 数处理 ， 再把这些指标合成为

一

个经济转型 的综合得分 。

２
． 绿色技术创新

目前 ，绿色技术创新
一

般采用专利产出 作为

代理 （包括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 两种 ） 。 绿色技术

创新采用 中 国 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服务平台进行

统计 ， 这 是 因 为 采 用
一

样 的 关键 字检 索 中 国 自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０ 年在美 国 专利商标局授 权 的绿 色技

术专利 ，结果仅有 ２０ ０ 多 条 ，与在 中 国知识产权局

申请的数量相比 明显偏低 。 在中 国知识产权局专

利信息服务平台 ， 绿色技术专利 的统计采用表格

査询法进行检索 。 以 ＯＥＣＤ 指导文件 罗 列 的专

利检索关键词构建检索式 ， 以 申请人地址所在省

份划 分专利所属 区域 。 以北 京市为例 ，采用关键

词组合检索 ，截至到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４ 日 ，绿色技术

专利 为 ８２４２ 件 ，其 中发 明专利 ４１ １ ７ 件 ，实用新

型专利 ４１ ２５ 件 ， 该数童与 中 国统计年鉴等有关

资料的报道基本
一致 。

３ ． 脏技术创新

在将技术分为绿色技术 和脏技术之后 ， 脏技

术创新的数量等于总的专利数减去 已经测度 的绿

色技术专利数 。 首先从中 国知识产权局 的专利信

息服务平台统计每个省份每个年度 申请的发 明专

利总数 ，减去该省份 当年的绿色发 明 专利数量 即

得到脏技术发 明专利数量 。

４
． 绿色技术份额与存量

绿色技术创新的份额表示 已有绿色技术创新

存量在所有技术存量中所占 比例 。 通常技术创新

的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 。 考虑到 中 国专利 申

请的 历史情况 ，在计算 中 以 １ ９８ ５ 年为基年 ， 先根

据 申请者的地址査询每个 省每年 的专利 申请量 ，

然后计算专利 申 请数量的增长率 。 基年的技术存

量可以用下面公式计算

Ｐ ？^ ５
＝

ｊｆｊ
（ ５ ）

式 中 ３ 为折 旧率 Ｗ 为专利增长率 为地 区 ｆ

在 １ ９８５ 年的技术存童 ； ■ 为地 区 ￡ 在 １ ９８ ５ 年

的专利 申请量 。 根据査询 的年度专利 申 请量 ，计

算专利 申请增长率大 约为 ３ ． ６４ ％
。 在 实际计算

中 ，绿色技术创新的折 旧率有 ５ ％
、

１ ０％ 和 １ ５ ％三

种 ，
Ｔ ｏｂ ｉ ａｓＳｔ ｕｃｋ

ｍ 计算 中发现折 旧率对拟合 系

数影响不显著 ，考虑中 国 的绿色技术创新都是最

近这些年的成果 比较多 ， 因此折 旧率取下限 ５ ％ 。

绿色技术存量计算 ，公式为

ＰＴ
ｋ
＾ Ｐ ｕ

＋ｉ ＼

￣

ｄ ） ＰＴ－

＼（ ６）

式 中 ， Ｐ，为地区 ｉ 在 《 年的专利 申请量 ； ， 为地

区 ＾ 在 《 年初的技术存量 。

（ 三 ）样本选取

本文采用 ２００２
—

２０ １ ７ 年 中 国大陆 ３０ 个省份

的数据进行 实证研究 。 原 因有 三方面 ：

一是中 国

经济处于转型 时期 ，经济结构变动较大 ；
二是中 国

在 ２ ０００ 年 以后才有 比 较系 统 的 环境政 策 ； 三 是

２００２ 年前后中 国 的绿色技术专利份额发生 了 明

显的变化 ， 因此选择 ２ ００２ 年为起始点 。 获取 ３０

个省市的数据后 ，为 了便于分析 区域差异 ，把省和

直辖市划分 为东 部 、西部和 中部三个 区域 。 由 于

缺乏西藏统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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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 个省 份 ； 中部地 区包括 山 西 、 吉林 、黑龙江 、 安

徽
、江西 、河南 、 湖北 、湖南 ８ 个省份 ； 西部地 区包

括四川 、 贵州 、 云南 、陕西 、甘肃 、靑海 、宁夏 、新疆 、

广西 、重庆市和内 蒙古 １ １ 个省份 。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 绿 色技 术 创 新 的 经 济转 型 效 应 存

在 区 域 差 异

参照规范的面板 数据分析 步骤 ，先采用莱 文

林 （ ｌ
ｅｖ ｉ ｎ

ｌ
ｉｎ ）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再通过豪斯曼检

验确定使用 固 定效应模型对式 （ １ ）进行计量 ，表 １

是使用 ｅｖ ｉ ｅｗＳ６ ． （＞ 软件估计的结 果 。 从表 １ 可 以

看 出 ，在全国层面 和东部地区 ，绿色技术创新的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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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转型效应在 １ ％ 的水平 上显 著为正 ， 而且绿 色

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弹性 明显大于脏技术创

新 ， 即在技术创新 中 ，绿色技术所 占份额越高 ，经

济转型的 效果越好 ａ 在 中部和 西部地区 ， 绿色技

术创新 的 经济转型 效应 不 明显 。 原 因 可能有两

点 ：

一

是 中 西部地区 的绿色技术创新不管是数量

还是所 占 份额均比较低 ；
二是绿色技术创 新对经

济转型的 作用可能不是线性的 ， 绿色技术 创新要

起到正 向作用必须要跨越 门槛值 。

表 １ 基于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技术创新 的经济转型效应

变量 全样本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 区

常数
０ ． ２４９

（ ０ ． ７ ７７ ６ ）

１ ． ６ １ ５

（０ ＿ １ ５２３ ）

－

２ ．７ ８

（ ０ ．２ ３５ ）

一

３ ．８７
＊

（０ ．
１０ ０ ）

ＧＴ
０

．
３ ５７

＊“

（ 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４０广

（ ０ ．００２ ）

０
．
 １ ５３

（ ０ ．
４８８

）

０ ． ０２ ２

（ ０ ． ９２ ５ ）

ＦＴ
０ ■２８ ０

？ ＊

（ ０ ． ０４ ４
）

０ ．１ １ ９

（ ０． ４８ ９ ）

０ ． ７０２
■ ．

（ ０ ．０５ １ ）

０ ．９ ４１

（ ０ ．
０ １ ７ ）

是 是 是 是

Ｎ ４ ２０ １ ５４ １ １ ２ ２８０

Ｒ
２

０
．
７０ ３ ０

．
６２ ９ ０

．
５８ ５ ０ ． ９ １ ９

Ｆ １ ７ ．７ ６８ １ ２ ．１ ３ ４ ９ ． ７３ ５ １ ． ８２ ７

Ｐｒｏｂ
－

Ｆ ０ ． ０００ ０
．
００ ０ ０ ．

００ ０ ０ ． ０００

注 ：
＊＊ ＊

、
＊ ＊ 和 ＊ 表不在 １ ％ 、

５％ 和 １０％水平上显

著 。

与预期相反 ，除去东部地区 ，脏技术创新的经

济转型效应很明显 ，而且西部地 区 的弹性系 数明

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一

般认为脏技术是产生污

染 的 ，不会对经济转型有 促进作用 。 这显然根据

脏技术的定义难 以解释 ， 因此 ，需要进一步做两者

关系 的非线性分析 。 基于 ２００ ２
—

２０ １７ 年的 时间

序列数据 ，发现绿 色专利 申请量与 绿色技术 专利

存量的相关系数均达 ９ ９％以上 。 Ｇ ｒａｎｇ ｅｒ 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表明 ： 绿色专利存量与绿色专利 申请

量之间存在双向 因果关 系 ； 但脏技术存量与绿色

技术存量之间仅存单 向 因果关系 ， 即脏技术存量

是绿色专利存量增长 的原因 。

（ 二 ） 绿 色 技术 创 新 与 经济 转 型 的 非 线

性 关 系

使用 Ｓｔａｔ ａ ｌ Ｏ 软件 的 ｘｔｐｔｍ 程 序对式 （ ２ ） 、

（ ３ ）和 （４ ）进行计量 ，首先分别在单门檻、 双门槛和

三门槛的假设下对门槛效应进行分析 ， 确定 门槛

个数 。 表 ２ 报告了这三种情况下对门槛效应进行

分析后得到 的 Ｆ 统计量值和采用 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
？

ｓｔ ｒａｐ ）模拟得到的
Ｐ

值 ，以及在１ ％显著性水平

下的临界值 。 检验结果表 明 ，在 １ ％ 的 显著水平

上 ，经济发 展水平 的 门槛值有两个 ，

一 是 １０８５

元 ，二是 ９７９ ８ 元 （接近北京 ２０ １０ 年水平 ）
； 产业

结构的单门 槛效应更显著 ， 门槛值 为 ３７ ．４ ％（相

当 于江苏省 ２００ ７ 年的水平 ） 。

表 ２ 绿色技 术创新 的经济转型效应各因 素的 门檻效应检验

模 型假设经济发展水平的 门 限效应检验产业结构的 门 限效应检验

原假设 备选假设 Ｆ 值 值 １％ Ｆ 值 户 值 １ ％

线性模 型 单门 限 １ １ ． ０６９ ０ ． ０ ０３ ８ ． １ ５２ １ ７ ． ９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７ ．４５３

单 门 限 双 门限 ７ ． １０ ２ ０ ． ００６ ６
．
０４４ ５ ． ６ ５９ ０ ． ０ １ ８ ７ ．０９ ７

双门 限 三 门限 ３ ．７０ ５ ７ ０ ． ０４８ ７． ０６９ ４ ． ２ ６３ ０ ． ０３ ２ ６ ． ３４ ６

注 ： 临界值是采用
“
Ｂｏｏｔｓ ｔｒａ

ｐ 法
”

模拟 ５ ００ 次得到 的结果 。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 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的结

果 ，在 以人均 ＧＤＰ 为 门 槛变量分开 的三个 区间

中 ， 当人均 ＧＤＰ 高于 ９７９８ 元时 ， 绿色技术创 新

的弹性系数为 ０
．
３３ ９

； 当人均 ＧＤＰ 低 于 １０ ８ ５ 元

时 ，绿色技术 创新 的 弹 性 系数为 ０
．
２３ ５

； 当 人均

ＧＤＰ 高于 １０８ ５ 元且低于 ９７９ ８ 元 时 ， 弹性 系数

为 ０
．
２８６ 。 非绿色技术创新 的作用不显著 。 该结

果说明 ， 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转型 有显著 的促进

作用 ，即 绿色技术专利每增加 １ ％ ，经济转 型指数

提高 ０ ．２ ３５ 到 ０ ．３ ３９ 之间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绿

色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越强 。

使用 Ｓｔａ ｔａｌ Ｏ 软件的 ｘｔｐ ｔｍ 程序对 式 （ ４ ）进

行计量 ，结 果如 表 ３ 所示 。 在 以产业结构为 门檻

变量分开的两个区 间 中 ，产业结构的 促进作用始

终是显著 的 。 在产业结构水平低于 ３７
．
４％时 ，产

业结构对经济转 型 的 回 归 系数 为 〇
．
４３ １

； 在产业

结构水平高于 ３ ７ ．４％ 时 ， 回归 系 数为 ０ ． ４ １ ９ 。 脏

技术创新 的作用在 １ ０ ％水平上不显著 。 从样本

来看 ， ２ ０ １ １ 年 ， 除去北京 、 天津 和上 海等发 达城

市 ，广东 、 海南等地 的产业 结构 已经达到该值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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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中 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的加快 ， 绿色技术创新

的经济转型效应将逐步得以显现 。

表 ３ 产业 结构 的 门槛棋 型参数估计结 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户 值 ？ 值

ＧＴ ０ ．３８ ７ ０
．
０ ００

－

４ ． ６ １ ６

ＦＴ ０
．
２ １ ５ ０

．
 １ １ ９ １

．
５６ ６

Ｘ＜３ ７
．
４ ０

．
０４４ ０

．
００ ６ ２

．
７６ １

Ｘ＞３ ７
．４ ０ ． ０３ ２ ０

．
０ ２５ ２ ． ２６ ２

Ｆ
－

ｓｔａ ｔ ｉｓ ｔ ｉｃ
—

１ ７
．
９２ ５

—

Ｐｒｏｂ ｉ Ｆ
－

ｓ
ｔａ ｔ ｉ ｓｔ ｉ ｃ ）

—

０ ．００ ０
—

五 、结论与建议

（
一

）研 究 结论

在 中 国经济新 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阶段 ， 通过

对 中 国省级面板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转型效应的

检验 ，找出 影响 中 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为

制定区域经济协 同转型政策提供参考 。

第一 ，绿色技术 的份额偏低是制 约 中 国 大部

分地区经济转型 的 主要 因素 ，研发补贴等政策 干

预是必要的 。 世界上 ９０ ％的绿色技术集 中在 美 、

日 、德 、 法等主要发达 国家 ， 即使是绿色技术专利

非常少的芬兰 ，绿色技术专利 份额约 为 １
．
２％

ｔ？
。

中 国中部地区 大多数省份低于这个份额 ，即 使是

北京和上海等绿 色技术存量 比较禽 的城市 ， 绿色

技术所 占 份额也不到 ３ ％ 。 绿色技术份额低 ， 即

绿色技术生产率水平低 。 对于西部地区 ，绿色技

术创新 的经济转 型效果还不 显著 ， 不仅是因 为 绿

色技术存量低 ，还因为脏技术存量也低 ，脏技术也

没能发挥来源效应 。 绿色技术具有双重外部性 ，

政府制定研发补贴等政策对提高技术存童有积极

作用 。

第二 ，经济因 素是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经济转

型 的阻碍因素 ，随着经济稳步发展 ，制 约作用逐渐

减弱 。 经济发展水平反映 了人们对环境和生活质

量的更高要求 ，经济发展水平高 ，人们 的受教育程

度高 ，环境意识也比较强 。 研究结果发现 ：在人均

ＧＤＰ 高于 １０ ８５ 元时 ， 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

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有促进作用 ；人均 ＧＤＰ 髙 于

９７９ ８ 元时 ，经 济发展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 的 经

济转型作用将更加显著 ；
有一部分西部省份还没

有达到经济发展 水平的 第二个门 槛值 ， 随着 中 国

经济发展 ， 经济因 素的制约作用逐渐减弱 。

第三 ，产业结构是制约绿色 技术 创新驱动经

济转型的 重要因素 ，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 ，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摆脱其制约 。 产业结构水平提高对绿

色技术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有促进作用 ， 当第二产

业所占 比值高于 ３７
．
４ ％时 ，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

转型的驱 动效应更强 。 从 主动创造机会 的 角度 ，

调整产业结构是发挥绿色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 效

应的重要手段 。 从产业结 构 的调整速度看 ，近 １ ０

年来 ， 中部地区 的第三产业的 比重提髙明显 ，东部

地区 的第 三产业 比重高于其他地 区
〔

１６
］

，产业结 构

的制约作用逐渐减 弱 ，绿色经济 转型 的速度将越

来越来快 。

（ 二 ） 政 策 建 议

在新时期 ， 中 国社会 的 主要矛
．盾是人 民 日 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 在深刻把握社会 主要矛盾 的基础上 ， 以

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为 目 标 ，提出 如下建议 。

第一 ，绿色技术创新 的采纳应该是在保持人

民生活水平稳定增 长的基础 上 。 缓解全球气候变

化需要采用绿色技术创新 ，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

地区 ，绿色技术创新采纳 会给生 活水平提髙带来

不利影响 。 需要结合人们对提髙生活水平和环境

质量的共同愿望来 决策 采用绿 色技 术创新的 进

程 。 中 国绿色经济转型 的成本 巨 大 ，这种 巨 大 的

成本完全 由 中 国政府买单也不现实 。 可 以 借鉴德

国 的做法 ，提倡全 民参与 ，积极发展环境金融 ， 吸

引 个人投资者在环境项 目 上投资 。

第二 ，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已 经成为经济转型

动力 的东部地区 ，鼓励其 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绿色

技术创新 。 东部地区 自 身的绿色技术存量已经能

激发起 自 身持续 的绿色技术创 新 ， 东部地区可 以

充分利用地区之间 的经济梯度 ， 发挥 中西部地区

人力成本低的优势 ，在 中西部地 区发展绿色生产

制造 。

一方面 可 以 带动西部相关绿 色技术 发展 ，

另一方面有利 于东部地 区绿色技术创新研发 。

第三 ，在 国家层 面 ，要深刻总结 中国绿色经济

转型 的经 验和 内 生性特点 ， 以经 济 、 社会 、环境的

内在需求为约束 ，从技术结构 、产业结构等方面设

计宏 观政策 ，纠 正环境和经济的双重外部性 ，提高

社会整体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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