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

第
"

期

!#!$

年
%#

月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

2*345)637

8

'-.935*95+*0:59/*','

18

!

.'93+,.935*956

"

;',<!"

!

='<"

>97<!#!$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张
!

杰!郭倩茹
!山东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EE"F#

"

摘
!

要"采用我国
$#

个省市地区
!##"

#

!#%F

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2产业结

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

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
C

弱促进,

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
C

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

二者存在+促进
C

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

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

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

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关键词"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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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但由于我国长期依赖重工业先行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致使环境污染,能源浪费问题依然严重*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与!完善科技创

新体系"&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打破经济与环境!非此即彼"的局面成为如今发展的重中之重*绿色技术创

新作为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既能助推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又能实现节能减排,加速生态文

明建设&是提升经济增长,协调资源环境的关键途径*而金融集聚能够将资本,人力资源,信息等要素进

行空间集中&构筑强大的金融体系从而形成规模效应&削减交易成本&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优化资

本,资源,信息等要素&可帮助实体经济革新绿色技术&赋能当地绿色发展*因此&研究金融集聚与绿色技

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驱动绿色发展&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可根据作用效果的不同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正向影响*

H5*

1

等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得出金融集聚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结论0

%

1

*曲昳基于动态面板广义

矩估计的研究表明&金融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实现技术创新*

0

!

1陆畅认为金融集聚能够提高绿色创新

效率&但这种作用效果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倾向*

0

$

1第二类为负向影响*于明超等运用随机前沿模型发现&

金融机构出于追求利润与规避风险的目的不愿意对创新活动进行投资&导致金融支持难以起到促进创新

的作用*

0

?

1李胜旗等也指出我国金融集聚制约了技术进步&但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应积极对金融集聚进行

调节和规制*

0

"

1第三类为非线性影响*

a5*

等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数据得出二者具有倒
2

型空间溢

出关系的结论&当集聚程度过高时会产生挤出效应&制约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0

E

1刘佳宁等以粤港澳大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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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研究区域&指出金融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双门槛的非线性特征&只有位于适度区间时&金融集

聚才能对技术创新发挥正向刺激作用*

0

D

1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最早可追溯到波特假说&该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

规制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刺激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0

A

1

*此后&学者们基于波特假说展开进一步研究&逐

渐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类为支持论*如
a+*

1

等指出&中国通过践行各种强制性环境规制显著提

升了绿色专利的申请数量*

0

F

1第二类为反对论*如
a+

1

*5)

基于德国制造业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环境规

制强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相关专利数量*

0

%#

1第三类为不确定论*如李婉红等以我国污染密

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在考虑行业规模与创新人力资源投入的情况下&与未考虑二者的情况下&环境

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恰好相反*

0

%%

1

由于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的重要关注

点*现有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其一&产业结构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吴丰华等的研究

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协同效应,拉动效应与国际贸易效应实现企业,区域与国家的自主创新*

0

%!

1

李伟庆等也指出&产业升级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作用*

0

%$

1其二&创新能够反向

影响产业结构*陶长琪等基于空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

效应*

0

%?

1龚轶等将技术创新划分为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研究发现过程创新更能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

方向发展*

0

%"

1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金融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首先&现有文献主要探究金融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但

相对于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更加强调经济与生态的协同效益&但却鲜有文献探究金融集聚与绿色技

术创新的关系*其次&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作为影响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尚未有文献将其纳入金融集聚

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基于此&本文利用
!##"

%

!#%F

年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

作为门槛变量&探讨在其约束下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将环境规

制,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引入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模型中&剖析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

创新的非线性特征&丰富了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环境规制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本文根据提出主体的不同&将其划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类0

%E

1

*正式环

境规制是指政府为应对能源消耗和改善环境质量而制定的社会规范&包括征收污染税与制定排污权交易

制度等方式*

0

%D

1一方面&恰当地实施环境规制可促使企业抓住监管契机&借助金融集聚累积闲散资金实

现优化配置&继而激励企业变革生产技术&增强绿色创新能力&弥补!遵循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生态两种

绩效的双赢*但另一方面&在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情况下&企业为避免受到处罚不免投入大量资金用于

治污&生产成本的内化将使企业面临融资困境*银行作为主要的融资渠道&往往更加倾向于将资金贷给

经营生产较为稳定但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国企&而不愿对缺乏担保但创新性较强的民营企业进行融资&

因此削弱了金融集聚的规模,网络与虹吸效应&导致部分企业消极应对&减弱了金融集聚对绿色创新的驱

动作用&不利于企业绿色转型发展0

%A

1

*综上&提出假设*

假设
%̀

)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过某

一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

非正式环境规制是指公众或环保组织通过抗议,谈判,媒体曝光等方式形成社会压力&对企业的环境

污染行为进行监督&从而提高环境质量与生活质量*

0

%F

1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公众监督机制尚

不健全&且由于非正式环境规制没有强制约束力&将加剧企业投机主义心理与行为&容易出现!钻空子"排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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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等行为&而将融资获取的绿色研发资金用于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此时&金融集聚反而不能对绿色技术

创新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随着网络媒介的迅速发展&环境信息逐步公开,透明&公众绿色环保意识日趋

增强&对于排污经济体的监督也逐渐严格&若企业污染事件被曝光会对其品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

企业会主动利用金融集聚吸纳的资金,人才等要素投入绿色研发生产&并释放出!绿色生产"的合法性信

号*此外&随着绿色环保意识的增强&公众更倾向于消费绿色产品&企业为了抢占新市场份额&也必然会

增加环保技术投入*

0

!#

1综上&提出假设*

假设
!̀

)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

过某一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二$产业结构调整下!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体现为通过优化产能,调整落后产业的方式合理提高经济绩效&并通过调节资金

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流入方向&使之优先注入到知识,技术主导的新兴产业部门中&从而改善环境绩效&

0

!%

1

适度的产业结构调整可增强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推动作用*但也有学者提出&过分执著于产

业结构优化的希冀&反而会矫枉过正&导致金融资本大量流向具有高回报率的虚拟经济领域&难以为实体

经济提供服务&从而造成资源在空间和产业间的错配&即陷入实体产业空心化的困境&甚至还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结构性减速"

0

!!

1

*因此&过度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而会削弱金融集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能力*

综上&提出假设*

假设
$̀

)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调整程度越过某

一门槛值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是否具有门槛效应&将正式环境规制#

.,

$,非正式环境规制#

&.,

$,

产业结构调整#

&%

$分别设定为门槛变量&借鉴
+̀*65*

的研究成果&

0

!$

1构建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

门槛模型)

,*

0

,../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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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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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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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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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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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

$

R

+

R!

/

,*

;

&/(/'.

&!

S

#

%

$

P

#

,

/

T

% &

,*F

&! %

,

/

$

R!

/

R

%

,*

;

&/(/'.

&!

S

P

#

,*F

&! '

,

/

$

R!

/

R

!

,*U

&!

R"

&!

*

其中&

0

,../

为绿色技术创新&

;

&/(/'.

为金融集聚&

U

和
"

分别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和随机扰动项&

&

,

!

分

别表示地区与时间*

F

为三种门槛变量的统称&

,

%

&

,

!

&+&

,

/

代表门槛值&

P

#

(

$是取值为
#

或
%

的示性

函数0

!?

1

$E

*

#二$变量选择

%<

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

0

,../

$

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测度&学术界暂未形成统一标准*本文借鉴张兵兵等0

!"

1的研究&采用绿色发明

专利申请数量对其进行衡量&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绿色专利&申请绿色发明

专利需要更高的技术门槛0

!E

1

/第二&由于绿色发明专利能显著推动产品升级与技术进步&更能反映高质

量的绿色创新能力0

!D

1

/第三&由于专利在申请的过程中就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且专利从申请到授权

需要一定的周期&导致专利授权存在滞后性&因此&专利的申请数据更能够体现地区当期实际创新能

力0

!A

1

*

!<

解释变量)金融集聚#

;

&/(/'.

$

对于金融集聚的测度&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度量&具体可分为指标体系评价法与指数测算法*

其中&指数测算法中的区位熵指数最早由
+̀

11

577

提出并应用于区位分析中0

!F

1

*由于该指数能够反映出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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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集聚水平与全国产业平均集聚水平的差异&成为度量金融集聚的常用方法*本文借鉴李标等0

$#

1

的研究对金融集聚区位熵进行测算&具体方法如下)

;

&/(/'.

&

L

Q

;

&

L

3

0

&

L

;

L

3

0

L

* #

!

$

其中&

;

&/(/'.

&

L

代表
&

省市在
L

年份的金融集聚区位熵&

;

&

L

为
&

省市在
L

年份的金融业增加值&

0

&

L

为
&

省市在
L

年份的
T̂Q

&

;

L

为
L

年份全国金融业增加值&

0

L

为
L

年份全国
T̂Q

*若
;

&/(/'.

&

L

)

%

&则表明

&

省市在
L

年份的金融业存在集聚现象&且
;

&/(/'.

&

L

值越高则表明金融业集聚程度越高/若
;

&/(/'.

&

L

&

%

&则表明
&

省市在
L

年份的金融业不存在集聚现象*

$<

门槛变量)环境规制#

.,

,

&.,

$,产业结构调整#

&%

$

#

%

$环境规制

对于正式环境规制#

.,

$的测度&借鉴李菁等的研究&将工业污染完成投资额作为其代理变量进行表

征*

0

!?

1

?#对于非正式环境规制#

&.,

$的测度&借鉴
Q+)

1

+,

等的研究成果&选择年龄结构,受教育情况,人口

密度与收入状况等指标&采用熵权法求出加权值来度量*

0

$%

1具体步骤为)

!

对初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若为正向指标&则有
Kc

&

L

Q

#

K

&

L

T

K

J3*

$3#

K

J+U

T

K

J3*

$/若为负向指标&则有
Kc

&

L

Q

#

K

J3*

T

K

&

L

$3#

K

J+U

T

K

J3*

$*其中&

K

&

L

表示
&

省市
L

项指标的原始数据&

K

J3*

和
K

J+U

分别表示指标
L

的最小和最大观测值&

K

&

L

c

表示标准化后的数值*

"

计算指标比重
"

&

L

Q

Kc

&

L

3#

*

/

&

Q

%

Kc

&

L

$&其中&

/

为观测对象的个数*

#

计算指

标熵值
2

L

Q T

*

/

&

Q

%

"

&

L

,*"

&

L

3

,*/

*

$

计算指标权重
A

L

Q

#

%

T

2

L

$3

*

*

L

Q

%

#

%

T

2

L

$*

,

计算非正式环

境规制的综合得分水平
&.,

&

Q

*

*

L

Q

%

#

A

L

Kc

&

L

$&其中&

*

为指标个数*

#

!

$产业结构调整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

&%

$&借鉴韩永辉等提出的改进后的结构偏离度进行衡量*

0

$!

1由于该指标既能够

反映各产业的重要程度&又具有结构偏离度的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测度中&其具体

计算方法为)

&%

Q T

*

/

&

Q

%

#

V

&

3

V

$#

V

&

3

H

&

$3#

V

3

H

$

T

%

*其中&

V

,

H

分别为各产业产值,就业人数&

&

表示第
&

产业*

&%

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反之&则表示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

控制变量

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城市化与外商直接投资也会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将

其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区域经济发展#

70

5

7

$)采用人均
T̂Q

作为该指标的代理变量*资本,知

识等生产要素随着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不断累积&可用于研发替代性清洁能源与技术&从而提高能源效

率,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环境绩效*城镇化水平#

3,B

$)通常采用城镇化率来测量*一方面&创新需要不同

知识与技能的相互组合&而城市具备丰富的人力资本和完善的教育体系&能够为人们相互学习交流提供

良好的平台&点燃创新火花/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与就业压力等负面影

响开始凸显&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

;

5&

$)采用
GT_

占
T̂Q

的比值来度量*

0

$$

1此变量是

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途径&一方面&相对于本土企业&跨国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容易导致本土企业

对国外技术产生!技术依赖"&削弱自主创新能力&阻碍当地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跨国企

业将先进的知识,信息,人才和清洁技术带到发展中国家&又可改善东道国原有的生产工艺与流程&从而

推动东道国绿色经济发展*

#三$数据来源

鉴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西藏地区的数据缺失严重&故选用我国其余
$#

个

省市作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源于
!##"

%

!#%F

年'中国统计年鉴(&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

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N=\T.

$*为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中的
T̂Q

以
!##"

年为基期的实际
T̂Q

进

行表征*此外&为避免异方差导致的无效估计&对所选变量#除
&%

外$均做了对数化处理&以便简化数据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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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理过程*表
%

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
%

可知&各变量相关统计属性差异较大&这说明各区域发展存在

不均衡的现象*

四%实证分析

#一$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变分析

表
"

!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

0

,../ ?"# "<!DF %<D%# # A<AD!

,*

;

&/(/'. ?"# X#<%%? #<?%" X%<EF$ %<$#"

,*., ?"# %%<A%A #<FAE A<%DA %?<%E?

,*&., ?"# X%<D$" #<?%" X!<E%# X#<%DA

&% ?"# X#<E%F #<$E? X!<?$A X#<#$!

,*

70

5

7

?"# %#<!!E #<"F? A<"F# %%<D#$

,*3,B ?"# $<F"A #<!"# $<!F% ?<?F"

,*

;

5& ?"# X$<F"$ %<#$D XA<"%D X%<F"?

!!

%<

金融集聚时空演变分析

由图
%

可知&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存在较

大差异*整体来看&东部地区由于邻近海域&

进出口贸易发达&是商贸流通发展的领航地&

因此吸收金融资源流入的能力最强/中西部

地区由于资源稀缺且位居内陆&是商贸流通

发展的较薄弱地区&限制了该地区金融资源

的聚集*具体来看&北京作为我国政治,文化

中心&资金丰富,产业发展水平较高&金融集

聚水平在历年均达到全国最高值*上海由于

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对外开放程度高&金融集聚程度次之*江苏,浙江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区域&受益

图
"

!

金融集聚时空演变图

-

$D

-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年第
"

期

于上海金融发展的辐射&两省的金融发展也表现不俗*广东是珠三角地区金融发展的根基&拥有深圳,广

州两个国家级金融中心&金融业区位熵也位居全国前列*宁夏,山西与重庆虽地处中西部地区&但是近年

来当地政府积极扶持金融产业发展&打造金融发展生态圈&推动了金融产业蓬勃发展*

!<

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演变分析

由图
!

可知&我国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不断上升&每年的绿色发明专利数量也呈不断上升趋势*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越来越重视绿色发展和创新驱动这两大发展理念&地方政府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等竭力为区域绿色创新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并努力完善各项政策为绿色创新活动创造

良好环境&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完善创新激励机制等*具体来看&

!##"

年全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

低&仅有北京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
E##

件&绿色创新活动较为活跃/其余地区绿色发明专利数量仅

在
%

2

%DE

件之间&与北京市差距较大*江浙沪地区与广东省凭借经济发展优势对资金,人才等资源产生

虹吸效应&推动当地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截至
!#%F

年&全国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绿色技术创新

能力最强,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弱,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最弱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绿色创新实力与地区经济实力相关的分布特征*

图
R

!

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演变图

#二$门槛效应检验

在进行门槛估计前&首先&设定单一,双重以及三重门槛的假设条件/其次&对#

!

$式的门槛数量和显

著性进行分析*根据
@''767)+

K

抽样法进行
%###

次计算&表
!

分别列示了正式环境规制#

,*.,

$,非正式环

境规制#

,*&.,

$,产业结构调整#

&%

$作为门槛变量时&

$

种门槛个数下的
4

值,

"

值以及
%#i

,

"i

,

%i

的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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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界值水平*由表
!

可知&在单一门槛模型中&三者
4

统计量的
"

值均小于
#j%

&即通过了
%#i

的显著性检

验*但在二门槛,三门槛模型中&三者
4

统计量的
"

值均大于
#j%

&即未通过
%#i

的显著性检验*因此&

无论以
,*.,

,

,*&.,

作为门槛变量还是以
&%

作为门槛变量&门槛模型中都仅有一个门槛值*经回归分析可

知&以
,*.,

作为门槛变量时&门槛值为
Aj"DF

/以
,*&.,

作为门槛变量时&门槛值为
X!j#AA

/以
&%

作为门槛

变量时&门槛值为
X#j?!D

*

表
R

!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4

值
"

值
%#i

临界值水平
"i

临界值水平
%i

临界值水平

,*., % !%<"A #<#$$ %D<%AA %F<A!F !D<"$"

! X!<DE %<### %E<A$? !%<#DD !"<E?"

$ !<D$ #<F$# %?<%$# %D<EA? !"<?ED

,*&.,

% $A<DD #<##D !$<?#? !D<?F! $D<!"%

! %%<#$ #<"EA !%<?## !"<%"# $!<"E%

$ D<!" #<EFE %F<AD$ !?<%A$ $?<#!"

&%

% !F<#A #<#"% !?<#"# !F<%#$ $F<AA%

! %#<E$ #<"#E !#<$#% !"<$?% $!<##$

$ E<AA #<ADF !!<FA% !D<$?E $"<DA$

由于似然比函数图可检验门槛值的真实有效性&因此分别绘制出
,*.,

,

,*&.,

,

&%

的门槛值在
F"i

置

信区间下的似然比函数图#图
$

$*其中&门槛值为
V\

统计量的最低点&虚线表示
V\

统计量在
"i

显著

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Dj$"

&由于虚线明显高于图中最低点位置&由此判断出上文得出的三个门槛值是真实

有效的0

$?

1

*

图
K

!

似然比函数图

#三$门槛估计结果及分析

表
$

报告了#

!

$式的门槛估计结果*由表
$

可知&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位于不同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二者的关系呈现出!先强促进,后弱促进"的单门槛特征*具体地&当正

式环境规制位于低强度区间时#即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小于等于
5

Aj"DF

$&

,*

;

&/(/'.

的系数为
%j#F#

且在

%i

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强促进特征*此时&!创新补偿"效应占主导地位*

这主要是由于在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出于降低治污成本以及避免处罚的目的&会主动提升生产

要素的质量&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增强绿色技术创新的力度*而金融集聚可以缓释企业在变革过

程的融资压力&成为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抓手&使企业在提升自身收益的同时带动当地整体绿色发展*

但随着正式环境规制趋于严格&提升至高强度区间时#即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大于
5

Aj"DF

$&

,*

;

&/(/'.

的系数

虽为正&但数值明显降低且不显著&表明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十分微弱*此时&!遵循成

本"效应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在严格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传统工业企业治污成本显著提高&致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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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产成本明显上升*而银行贷款作为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具有审查严格的特征&导致缺乏担保的民营

企业与中小企业难以及时吸纳资金&即使金融发展形成集聚态势也难以有效解决此类问题*此时&这类

企业由于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会产生消极应对的心理&降低研发绿色清洁技术的积极性*综上可知&在绿

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切勿一味追求高强度正式环境规制环境&而应对环保管理强度进行合理限制&使金融

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显著促进区间内*

表
K

!

面板门槛模型参数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

门槛变量)

,*&.,

门槛变量)

&%

变量 #

%

$ #

!

$ 变量 #

$

$ #

?

$ 变量 #

"

$ #

E

$

,*

70

5

7 !<DA!

"""

!

!<D$!

"""

!

,*

70

5

7 $<#%E

"""

!

!<F!F

"""

!

,*

70

5

7 !<D##

"""

!

!<EA%

"""

!

#

!?<F!

$ #

!"<!!

$ #

!E<E!

$ #

!E<D"

$ #

!?<#E

$ #

!?<A%

$

,*3,B X#<%!D X#<#?D ,*3,B X#<D?%

""

X#<"$A

""

,*3,B X#<#D$ X#<#D$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

5& X#<#"F

""

X#<#%?

""

,*

;

5& X#<#E?

""

X#<#!%

""

,*

;

5& X#<#D$

""

X#<#!E

""

#

X!<#"

$ #

X#<?F

$ #

X!<!E

$ #

X#<DE

$ #

X!<"?

$ #

X#<F$

$

,*.,

H

%<#F#

"""

%<#"!

"""

,*&.,

H

X#<$F%

"""

X#<$?D

"""

&%

H

#<%E%

""

#<!#F

""

#

?<#A

$ #

?<#?

$ #

X$<"?

$ #

X!<F!

$ #

%<F!

$ #

!<?%

$

,*.,

?

#<##" #<#E"

,*&.,

?

#<$$D

"""

#<$?E

"""

&%

?

X#<D$?

"""

X#<E$A

"""

#

#<#E

$ #

#<D?

$ #

$<E"

$ #

$<D?

$ #

X?<!?

$ #

X$<E%

$

截距项
X!!<AFD

"""

X!!<"#A

""" 截距项
X!!<AF#

"""

X!!<E!#

截距项
X!!<!"#

"""

X!%<AEA

"""

#

X?%<#%

$ #

X?%<!E

$ #

X?%<FF

$ #

X?!<!A

$ #

X$F<E?

$ #

X$F<D%

$

!!

注)

"""

,

""

,

"

分别表示
%i

,

"i

和
%#i

的显著性水平*

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位于不同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二者的关系

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单门槛特征*具体地&当非正式环境规制位于低强度区间时#即非正式环境规

制强度小于等于
5

X!j#AA

$&

,*

;

&/(/'.

的系数为
X#j$F%

且在
%i

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

新表现出抑制特征*此时&居民的环保意识较弱&公众监督力度不强&民意表达,参政议政的渠道尚不畅

通*虽然金融集聚效应可以为绿色发展带来充沛的现金流&但难以有效监督所融资金的具体流向&企业

极可能抓住监管漏洞冒险排污&不能真正发挥出公众监督的作用*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到

达高强度区间时#即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大于
5

X!j#AA

$&

,*

;

&/(/'.

的系数变为正数&为
#j$$D

且在
%i

水

平下显著&表明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驱动作用*此时&随着居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居民对美

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的诉求也不断上升&居民可通过互联网,自媒体表达民意*企业生产,环保信息更

为公开透明&污染事件将增加企业荣誉受损的风险&因此企业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以绿色技术研

发为着力点&塑造良好的绿色形象&增强对环保技术的创新升级&而充沛的现金流作为重要支撑&更加速

了这一进程*

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位于不同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二者的关系呈

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单门槛特征*具体地&当产业结构调整位于低强度区间时#即产业结构调整强度

小于等于
X#j?!D

$&

,*

;

&/(/'.

的系数为
#j%E%

且在
"i

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创新水平间呈

现出促进关系*此时&政府利用产业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流入研发企业&帮助其克服研发初期所需的巨额

投入&避免研发企业因市场前景不明朗,研发结果不确定等因素丧失研发动力&此时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

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表现出正外部性*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不断提高&到达高强度区间时

#即产业结构调整强度大于
X#j?!D

$&

,*

;

&/(/'.

的系数变为负数&为
X#jD$?

且在
%i

水平下显著&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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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的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即金融集聚反而会对当地绿色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这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会导致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而以虚

拟经济为主体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资本,土地等虚拟经济部门因具有较

为可观的投资回报率诱使海量资金涌入*因此&过度的,激进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实体经济与产业结构

的空心化&阻碍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与第二产业&降低了要素配给效率&使整个产业生态发展

面临生态失衡的问题&不利于当地绿色创新活动*

从控制变量来看&

,*

70

5

7

的系数在
%i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强

本地区的绿色创新能力*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高新技术人才与资本一般流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对

当地绿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另外&居民的收入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增加&同时居民的环保意识,对

美好环境的憧憬也在增强&地区也会相应地优化改造传统工业设备&使其向绿色化,环保化方向发展*

,*

;

5&

的系数在
"i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这反映出我国确实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污染天堂"效应*这一

方面是由于存在
T̂Q

锦标赛的压力&地方政府为吸纳外企入驻而降低环境规制标准&阻碍了当地绿色发

展/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具有逐利性&其也会将过时技术引进&产生!污染天堂"效应*

,*3,B

对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为负&但其负向作用不显著*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与速度空前的城市化

进程&造成环境污染,设施短缺等城市问题&导致城市创新动力不足0

$"

1

*

为确保上述门槛回归结果的准确&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
L3*6')3[5

缩尾法对被解释变量,解

释变量进行了
%i

分位上双边缩尾&基于新的样本重新进行门槛估计&回归结果分别对应表
$

第#

!

$#

?

$

#

E

$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各门槛模型依旧通过了单门槛的设定&核心解释变量在不同门槛区间内的

显著性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其系数估计值相对于原估计值略有变化&但变化较小且回归系数的正负号没

有发生变化*因此&稳健性检验效果良好*

#四$门槛区间分类分析

由门槛回归结果可知&不同门槛变量约束下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存在非线性影响*因此&以

!#%F

年为例分析各地区对应的门槛区间&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由表
?

可知&截至
!#%F

年&全国各

地区均已处于高强度环境规制区间内&这也与我国国情相符合*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使我国迅速实

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但也导致发达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生态问题在我国集中出现*我国为避免生态环境

承载能力达到!阈值"不得不提高正式环境规制强度*在早期&政府主要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对

违反规范的企业采取叫停和罚款处理*近年来&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出台了一系列市场激励型环

境规制工具&如碳交易,用能权交易等*这表现出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我国各地区也均处于

严格的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导致金融集聚不能对绿色技术创新发挥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随

着互联网的普及与迅速发展&降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门槛&为公众的诉求表达提供了平台*且随着

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国民的绿色环保意识明显增强&全国各地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也均位于

高强度区间内&推动金融集聚为绿色技术创新赋能*此外&本文研究还发现
!#%F

年处于低强度产业结构

调整区间的省市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这也体现出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征*由于市场

表
U

!

RS"V

年各省市所处门槛区间

门槛变量 低强度区间 高强度区间

正式环境规制 无 全国
$#

个省市

非正式环境规制 无 全国
$#

个省市

产业结构调整
云南,内蒙古,宁夏,山西,河南,广西,新

疆,湖北,湖南,甘肃,贵州,陕西,青海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江西,山东,广东,海南,重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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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在我国东部沿海率先实施并逐级向中西部内地推进&因此&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变的步伐明显

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也避免了产业结构落入矫枉过正的陷阱&推动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位于促进区间内*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

%

!#%F

年我国
$#

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演

变特征*并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门槛模型&基

于
.7+7+%Ej#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处于低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

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强/但处于高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削弱且不显著*截至
!#%F

年&全国各地区均位于高强度正式环境规制区内&即金

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均不能表现出显著促进的效果*

第二&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当处于低强度非正式环境规

制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抑制作用/但处于高强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区间时&金融集聚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截至
!#%F

年&全国各地区均位于高强度非正式环境规制区

内&即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均表现出促进作用*

第三&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效应*当处于低强度产业结构调整区

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促进作用/但处于高强度产业结构调整区间时&金融集聚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截至
!#%F

年&大部分西部地区位于低强度产业结构调整区间内&该

地区金融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均表现出促进作用*

第四&通过分析时空演变图可知&我国各地区金融集聚程度,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均呈现出东部最高&

中西部较低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与地区经济实力相关的分布特征*在控制变量方面&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是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城镇化的提高反而会削弱绿色技术

创新能力*

基于本文得出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根据各地区的现实特点&通过对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滚

动修订使之位于合理水平&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针对企业的绿色

创新行为&政府应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企业平稳度过!遵循成本"效应时期*

第二&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加强环保宣传&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

行为的监督作用*政府应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与高效的沟通机制&为公众表达民意提供平台*相关

部门应针对曝光的不规范生产行为或污染行为积极做出回应并采取相关措施&以增强公众信心*

第三&西部地区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

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东中部地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可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和要

素流入实体产业&着力避免其过度流入虚拟经济部门&进而使金融集聚发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驱动

作用*

第四&政府应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应鼓励外资企业在我国境内强化研发中心&强

化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加强对本土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引导和规范&增强我国本土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此外&应科学合理推进城镇化建设&优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此吸

引优质的创新要素流入&为城市创新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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