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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 Sys-GMM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家

精神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水足迹提高，该

提高作用高于其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其中，企业家创业精神促

进了中国水足迹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中国水足迹降低。分地区来看，三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均促进了水足迹

增长，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也促进了水足迹提高，东部地区企

业家创业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三大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则有助于水足迹降低，东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

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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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9年，中国用水总量为 5990.9亿立方米，人均综合用水量为 429立方米，与 2018年相比均有所下降，分别减少了 24.6

亿立方米和 3立方米。但中国人均拥有水资源严重不足，整体处于水资源短缺状况，且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致使水资源供需矛

盾恶化。《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2019年，在 10168个国家级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达不到饮用水源标准的

Ⅳ类～Ⅴ类水质占 85.7%，同时酸雨导致水质进一步被破坏，2019年全国酸雨区面积约为 47.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 5.0%。

因此，如何缓解水资源短缺成为中国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学术界从水资源的供给侧和需求端两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发现降低需求端的水足迹是缓解水资源短缺的一个重要手段。故一些学者围绕影响水足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

但却未关注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众所周知，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释

放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其会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要素配

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等影响水足迹。据此，本文将研究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1 文献回顾 

国外文献主要测算了欧盟、韩国、中国澳门、澳大利亚等地区的水足迹，如 Li&Chen[1]、Okadera 等[2]、Yoo 等[3]、Ge 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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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ri等[5]的研究；部分国外文献则将测度对象深入到农产品水足迹的计算，如 Castellanos等[6]、Casolani等[7]、Jahani等[8]、

Cao等[9]、Masud等[10]、Song&Chen[11]等测算了瓜类、水稻、高粱和谷物等农产品的水足迹。国内文献主要是针对中国具体流域和

省市进行计算分析，如邓晓军等
[12]

、吴兆丹等
[13]

、王奕淇和李国平
[14]

、李宁等
[15]
、冯变变等

[16]
测度了长江流域、渭河流域、长江

中游城市群、上海、重庆、北京、辽宁、山西等地区的水足迹，少部分国内文献则测算了玉米、小麦等农产品的水足迹。 

关于水足迹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文献主要探讨了自然层面(气候变化、气候条件、水资源禀赋)、制度层面(政策变化、

环境规制、税制)、技术层面(采水技术、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污水处理技术)、人口层面(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城镇化率)、

产业层面(农业扩张、产业结构)、经济层面(国民总收入、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

的因素对一国(地区)水足迹的影响。 

综上研究可知，国内外学者关于水足迹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深入，但遗憾的是在研究内容上，鲜有分析企业家精神

对水足迹的影响。因此，文章在以下两方面丰富现有文献：(1)基于 2003—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系统

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处理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2)进一步实证分析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

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并分地区实证检验。 

2 实证检验 

2.1模型构建 

借鉴上述水足迹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分别以水足迹(WF)和企业家精神(EE)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同时限于省级层面数据

的可获得性，纳入经济增长(EI)、产业结构(CH)、技术进步(TF)、城镇化率(UR)、收入水平(IL)、用水效率(UE)、对外贸易(TR)、

外资(FI)、水资源禀赋(WR)和气候因素(QH)等相关控制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t、k分别表示年份(样本区间为 2003—2018年)、第 k个省域；C、β0、β1、β2分别为常数项、滞后一期水足迹的估

计系数、企业家精神的估计系数、交叉项 Z的估计系数，其中交叉项包括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lnEE·lnEI)、企业家精神与出

口(lnEE·lnEX)、企业家精神与水污染(lnEE·lnWP)、企业家精神与要素配置(lnEE·lnEC)、企业家精神与技术进步

(lnEE·lnTF)、企业家精神与产业集聚(lnEE·lnIG)、企业家精神与产业结构(lnEE·lnCH)；X为控制变量，µ和φ分别为个体

和时间虚拟变量，回归过程中分别用来控制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由于影响水足迹的因素较多，设定计量模

型不可能将所有影响因素都考虑进去，因此，在模型右边加入了 β0lnWFt-1。此外，鉴于上述宏观变量一般存在异方差，故构建

对数形式的回归模型。 

2.2变量测度与数据说明 

首先，关于水足迹 WF的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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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F1、EF2、aw、Ai、Pw、b、F分别为淡水水足迹(淡水包括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生态环境补水和虚拟水五

类，其中虚拟水含量采用生产树法计算得到)、水污染足迹、水资源均衡因子、某类水资源使用量(m3)、全球水资源平均生产能

力(m
3
/hm

2
)、水资源倍数因子、废水排放总量。基于 WWF2002年核算的均衡因子计算出水资源均衡因子为 5.19，全球水资源平均

生产能力为全球多年平均产水模数，取 3140m3/hm2。依据现有文献，水资源倍数因子取 4。各类水资源使用量、废水排放总量数

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和各省域水资源公报、各省域水利统计年报和水利厅网站。 

其次，企业家精神测度。由于要进一步检验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故先测度企业家创业精神和

企业家创新精神。一般现有文献主要采用新企业数占人口数或企业数的比率、企业进入退出率、新增民营企业数量和自我雇佣比

率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限于数据，本文借鉴李小平和李小克[17]的做法，利用私营和个体户企业数/总人口数、私营和个体户企

业就业人数/就业总人数两个指标的乘积测度，具体采用如下公式计算： 

 

式中：eskt为企业家创业精神，quakt、popkt、empkt、aempkt分别表示 k省域的私营和个体户企业数、k省域的总人口数、k省

域的私营和个体户企业就业人数、k省域的全部就业总人数。eskt指标包含了创业活力、创业数量及其吸纳的就业状况。 

对于企业家创新精神 egkt，采用专利授权量/总人口数、大中型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总销售收入、研发经费支出/固定

资产投资三个指标的乘积来测度。进一步利用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五个评价指标，依据这些指标的主成分

分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最终决定选取两个主成分，然后依据得到的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知两个主成分的线性

组合表达式，再以他们各自的贡献率/总贡献率作为权数，即可计算得到衡量企业家精神的综合得分值，由于该值存在负值，运

用 Max-Min标准化法将衡量企业家精神的综合得分值标准化来测度企业家精神。 

最后，关于其他变量的测度。分别采用各省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原始数据按照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为 2003年

不变价格)、非农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劳动力数、城镇人口数/人口总数衡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

步、城镇化率；利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人口总数+农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数/人口总数测度收入水平；运用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总量、进出口额/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水资源量、降水量、出口额衡量用

水效率、对外贸易、外资、水资源禀赋、气候因素、出口；对于水污染、要素配置和产业集聚变量，分别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

用水总量、1/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省域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中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测度。其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用(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原始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

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2018)》(该报告涵盖了 2008—2016 年市场化指数数据，余下年份数据依据王小鲁等[18]的方法计算得到)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各省份环境状况公报、气象局网站等。 

2.3实证结果 

(1)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水足迹与其滞后项存在相关性，还会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率、用水效率、水资源禀赋等控制变量，自变量企业

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存在相关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致使估计结果不可靠。因此，利

用 Sys-GMM法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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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没有包括交叉项) 模型 2(包括交叉项) 

C 4.102** 3.045* 

lnWFt-1 0.273* 0.232 

lnEE 0.321** 0.154* 

lnEE·lnEI  0.121
**
 

lnEE·lnEX  0.093** 

lnEE·lnWP  0.075* 

lnEE·lnEC  -0.057** 

lnEE·lnTF  -0.048** 

lnEE·lnIG  -0.066 

lnEE·lnCH  0.051* 

lnEI 0.108** 0.092** 

lnCH 0.070 0.058 

lnTF -0.073* -0.067* 

lnUR 0.091** 0.073* 

lnIL -0.085 -0.071 

lnUE -0.069*** -0.054** 

lnTR 0.125** 0.090** 

lnFI 0.042 0.037 

lnWR 0.145
*
 0.129 

lnQH 0.097* 0.082* 

Wald检验 1026.884 876.108 

Sargan检验 0.246 0.240 

Arellano-BondAR(1) 0.005 0.004 

Arellano-BondAR(2) 0.232 0.223 

 

注：上角标*、**、***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表 2～表 5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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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在没有纳入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等交叉项时，企业家精神 lnEE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家精

神变量提高 1%，水足迹增加 0.32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当加入 lnEE·lnEI、

lnEE·lnEX、lnEE·lnWP、lnEE·lnEC、lnEE·lnTF、lnEE·lnIG、lnEE·lnCH 等交叉项时，估计结果显示 lnEE的估计系数明

显降低，但依然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控制交叉项后，企业家精神还是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

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水足迹提高，该提高作用高于企业家精神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

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从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可看出，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

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提高了水足迹，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了水足迹，其中通过产业集聚效

应的降低作用不显著。 

具体而言，由表 1 可知，lnEE·lnEI、lnEE·lnEX、lnEE·lnWP、lnEE·lnCH 的估计系数分别在不同水平上显著为正，这

证实了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导致水足迹增加，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缺失，

企业家精神尚未显著促进中国经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致使中国经济增长会导致用水总量增加，水足迹提高。中国

企业家精神尚未明显促进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更多促进的是耗水较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导致用水总量增加，水足

迹提高。中国企业家精神虽然能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落实环境规制、提高收入，促使消费结构升级等减少污水排放，但企业家精

神带来的中国企业数量和企业规模增加产生了大量水污染，导致了水足迹提高。中国企业家精神尚未显著促进以劳动密集型产

业为主的低级产业结构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产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中国尚未实现。样本期内企业家

精神提高了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更多是促进了中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企业数量增加

与占比提高，这提升了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导致水足迹提高。lnEE·lnEC、lnEE·lnTF 的估计系数为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证实了企业家精神通过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但两者的估计系数均较小，说明中国企业家精神虽

然促进了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但国内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仍然较高；中国企业

家精神虽然有助于企业扩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但技术进步存在水资源利用回弹效应。lnEE·lnIG 的估计系数也为负，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家精神未能显著通过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中国水足迹，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家精神较为缺失，样本期

内企业家精神促使的产业集聚并非产业链高端集聚。 

(2)企业家创业精神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由表 2可知，当加入交叉项时，lnes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控制交叉项后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了中国水足

迹提高，原因在于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水足迹提高，该提高作

用高于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从 lnes·lnEI、lnes·lnEX、

lnes·lnWP、lnes·lnCH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可看出，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

构效应提高了水足迹，从 lnes·lnEC、lnes·lnTF、lnes·lnIG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可知，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要素配置效应、

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了水足迹，其中通过要素配置效应的降低作用显著，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的降

低作用不显著，前者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了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和企业间流动，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后者原

因可能在于中国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且技术进步存在水资源利用回弹效应；企业家创业精神促使

的产业集聚更多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集聚。 

从表 2还可发现，当加入交叉项时，lneg的估计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控制交叉项后，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中

国水足迹降低，原因在于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

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 

表 2企业家创业精神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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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834* 2.849** C 2.621** 1.947* 

lnWFt-1 0.262** 0.224 lnWFt-1 0.283* 0.256 

lnes 0.389** 0.186** lneg -0.077** -0.061* 

lne·lnEI  0.143*** lneg·lnEI  -0.017** 

lnes·lnEX  0.108* lneg·lnEX  -0.011* 

lnes·lnWP  0.089* lneg·lnWP  -0.015* 

lnes·lnEC  -0.047** lneg·lnEC  -0.012** 

lnes·lnTF  -0.035 lneg·lnTF  -0.019*** 

lnes·lnIG  -0.052 lneg·lnIG  -0.008* 

lnes·lnCH  0.075
**
 lneg·lnCH  -0.013

**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Wald检验 957.988 817.329 Wald检验 859.516 733.310 

Sargan检验 0.237 0.232 Sargan检验 0.215 0.208 

Arellano-BondAR(1) 0.005 0.004 Arellano-BondAR(1) 0.004 0.003 

Arellano-BondAR(2) 0.224 0.216 Arellano-BondAR(2) 0.202 0.194 

 

表 2中，交叉项 lneg·lnEI、lneg·lnEX、lneg·lnWP、lneg·lnCH、lneg·lnEC、lneg·lnTF、lneg·lnIG的估计系数

均为负数，说明企业家创新精神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得用水总量降低，水足迹下降。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助于促进中

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耗水较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促使用水总量降低，水足迹下降。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不

仅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落实环境规制、提高收入促使消费结构升级等减少污水排放，降低水足迹，也有助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数

量及其规模增加，减少水污染，降低水足迹。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同时，更加有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

提高了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及其占比，降低了用水强度，提高了用水效率，使得水足迹下降。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

促进了资本、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也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效率提高，提

升了技术水平，促使产业集聚向产业链高端集聚方向发展，进而通过降低用水强度提高用水效率，使得水足迹下降。由于中国企

业家创新精神较为缺失，使得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上述每种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较小。 

(3)分地区检验。 

进一步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水足迹的影响。从表 3可知，纳入交叉项时，企业家精神变量提高 1%，

三大地区水足迹分别提高 0.072%、0.164%、0.188%，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三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均促进了水足迹增长，比

较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原因可从表 3中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得知，具体为东部地区lnEE·lnEI、

lnEE·lnEX、lnEE·lnWP、lnEE·lnCH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89%、0.068%、0.055%、0.038%，中部、西部地区 lnEE·lnEI、

lnEE·lnEX、lnEE·lnWP、lnEE·lnCH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27%和 0.146%、0.099%和 0.113%、0.080%和 0.091%、0.054%和 0.069%，

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 lnEE·lnEC、lnEE·lnTF、lnEE·lnIG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67%、-0.056%和-0.074%，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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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 lnEE·lnEC、lnEE·lnTF、lnEE·lnIG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55%和-0.040%、-0.042%和-0.034%、-0.061%和-0.047%，

中部、西部地区 lnEE·lnIG的估计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3三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C 3.011
*
 2.235 3.864

**
 2.868

*
 2.236

*
 1.660 

lnWFt-1 0.226* 0.170* 0.257* 0.245 0.231** 0.219* 

lnEE 0.173** 0.072* 0.341** 0.164** 0.395** 0.188** 

lnEE·lnEI  0.089**  0.127*  0.146* 

lnEE·lnEX  0.068*  0.099*  0.113** 

lnEE·lnWP  0.055**  0.080**  0.091** 

lnEE·lnEC  -0.067*  -0.055*  -0.040* 

lnEE·lnTF  -0.056**  -0.042**  -0.034* 

lnEE·lnIG  -0.074**  -0.061  -0.047 

lnEE·lnCH  0.038*  0.054**  0.069**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Wald检验 936.518 799.011 985.809 841.063 1180.917 1007.526 

Sargan检验 0.224 0.217 0.236 0.230 0.278 0.269 

Arellano-BondAR(1) 0.005 0.004 0.005 0.004 0.006 0.004 

Arellano-BondAR(2) 0.212 0.203 0.224 0.208 0.259 0.247 

 

因此，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水足迹的提

高作用更小，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更大。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在企业家精神培

育和激发方面相对中西部地区做得更好，使得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企业质量提升、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较大，也使得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推进、研发水平提高、产业非低端集聚的促进作

用较大。但由于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依然高

于其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故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还是促进了水足迹提高。 

进一步实证检验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首先，从表 4可知，当加入交叉项时，三大地区 lnes

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0.083%、0.202%和 0.219%，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了水足迹提高，其中东

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原因在于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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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更小，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

降低作用更大，这也被表 4中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所证实。其次，从表 5可知，当加入交叉项时，三大地区 lneg的估计系数分

别为-0.094%、-0.051%和-0.040%，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三大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助于水足迹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

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较大。原因在于相对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

水污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更大，这也被表 5中各交叉项的

估计系数所证实。 

表 4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C 3.472* 2.579 4.532** 3.364* 2.580** 1.916** 

lnWFt-1 0.253* 0.216* 0.271 0.237* 0.264 0.245 

lnes 0.199** 0.083** 0.405** 0.202** 0.426* 0.219* 

Lnes·lnEI  0.104**  0.149**  0.158** 

lnes·lnEX  0.078*  0.116*  0.130* 

lnes·lnWP  0.063
*
  0.094

**
  0.105

**
 

lnes·lnEC  -0.059**  -0.045**  -0.036* 

lnes·lnTF  -0.052**  -0.039  -0.032 

lnes·lnIG  -0.067*  -0.041  -0.034 

lnes·lnCH  0.044*  0.063*  0.081**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Wald检验 1079.805 924.262 1195.784 1020.208 1200.450 1032.637 

Sargan检验 0.258 0.250 0.263 0.254 0.264 0.256 

Arellano-BondAR(1) 0.005 0.005 0.006 0.005 0.006 0.005 

Arellano-BondAR(2) 0.244 0.228 0.249 0.232 0.251 0.243 

 

表 5三大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C 3.022* 2.249** 2.457* 1.805 2.698* 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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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WFt-1 0.327* 0.235 0.242 0.228* 0.253* 0.214 

lneg -0.119** -0.094** -0.063** -0.051* -0.048** -0.040* 

lneg·lnEI  -0.023*  -0.014**  -0.011** 

lneg·lnEX  -0.015**  -0.009*  -0.006** 

lneg·lnWP  -0.021**  -0.013*  -0.009* 

lneg·lnEC  -0.016*  -0.010**  -0.008* 

lneg·lnTF  -0.027**  -0.016**  -0.012** 

lneg·lnIG  -0.011*  -0.007*  -0.005* 

lneg·lnCH  -0.018**  -0.011*  -0.007**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加入 

Wald检验 1021.064 883.231 1130.732 964.709 1087.125 976.436 

Sargan检验 0.256 0.247 0.260 0.251 0.257 0.253 

Arellano-BondAR(1) 0.005 0.005 0.006 0.005 0.006 0.005 

Arellano-BondAR(2) 0.233 0.218 0.245 0.227 0.240 0.231 

 

2.4稳健性检验 

采用以下方法验证上述实证结果是否稳健：(1)替换工具变量。现有文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一方面导致企业用

工成本增加，抑制了企业家创业意愿；一方面使得企业内部资金结构发生改变，降低企业 R&D投资和员工培训支出，对企业家创

新意愿产生不利影响。故选取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再次检验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影响。(2)重新测度自变量。利用私营

和个体户企业数/总人口数、专利授权量/总人口数分别衡量企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用两者乘积测度企业家精神再次实证

检验。估计结果显示，当加入交叉项和控制变量后，基于总样本和分地区样本回归，得到的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影响的估计系数

符号以及交叉项的估计系数符号均未改变，仅是估计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表明上文中的实证

检验结果稳健可靠。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 2003—2018年省级层面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 Sys-GMM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水

足迹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企业家精神提高了中国水足迹，其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促进了水足迹提高，

该提高作用高于其通过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其中企业家创业精神促进了中国水

足迹提高，企业家创新精神有利于中国水足迹降低，后者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要素

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降低了中国水足迹。据此，中国需积极培植、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在注重发

挥企业家创业精神、提高企业家创业质量的同时，更要注重企业家创新精神培育。具体而言，可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新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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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渠道积极宣传创业创新，营造尊重和激发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构建完善的企业家创业创新制度体系和法治环境，进

一步加大政府支持高质量创业创新的政策力度，为企业家高质量创业创新搭建信息平台、项目平台、融资平台、人才平台、技术

平台和服务平台等，对企业家高质量创业创新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创业创新方面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可给予一定的物

质精神奖励，同时积极宣传，带动其他企业家高质量创业创新。 

(2)三大地区企业家精神均促进了水足迹增长，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相对中西部地区，东

部地区企业家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更小，通过要素配置效

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足迹的降低作用更大。三大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也促进了水足迹提高，其中，东部地区企

业家创业精神对水足迹的提高作用较小，三大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则有助于水足迹降低，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水足

迹的降低作用较大。据此，中西部地区更要在制度构建、法治建设、平台打造、服务提供等方面积极培育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提

高企业家创业质量，以扭转企业家创业精神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水足迹的提高作

用。中西部地区企业更需充分利用政府政策，依托政府服务，基于市场环境培植和弘扬创新精神，提高创新活力和创新质量，进

一步发挥其通过经济增长效应、出口规模效应、水污染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要素配置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水

足迹的降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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