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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时空耦合

及障碍因子研究1

裴 潇 ，袁 帅 ，罗 森 ∗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黄金经济带”，探究其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构建区域绿色发展

格局 ， 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 。以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为研究对象 ，通过构建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

耦合协调指 标体系 ，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 、障碍度模型等 ，从地理时空二维角度评价两者发展水平 、耦合协

调演化特征 以及制约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 ，主要结论如下： ( 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水平

均呈上升趋 势 ，二者耦合协调度亦逐年递增 ，但流域整体耦合协调度不高 ，时间上发展不充分 ，空间上发展

不均衡。 ( 2)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 ，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显著 ，

流域内相 邻省市间亦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特征 。( 3) 制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准则层障碍因子由

高到低依 次为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生态环境； 指标层排名前 7 的障碍因子主要有 9 项 ，不

同省市存在异 质性特征 。基于上述结论 ，提出政策建议 ，以期为促进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良性互动 、实现

“ 中国式现代 化”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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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亮旗帜。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产业规模最大、辐射范围最广的“黄金经济带”,亦是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战场，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关乎我国发展全局。而数字经济作为我国发展新动能，已成为赋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紧抓新

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重大机遇，利用数字经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围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已有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围绕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的发

展状况及其影响效应展开。钟业喜等[1]以长江经济带 125市为研究单元，对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孙勇等[2]、孙文婷等[3]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农民增收等的影响。二是围绕绿色

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流域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展开。吴武林等[4]基于熵权法等方法考察了包容性绿色发展在

长江经济带 11省份的动态分布状况，指出流域绿色发展效率呈增长趋势，并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分布格局。对于绿

色发展的影响因素，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考证了城市技术创新与合作[5]以及政府环境审计[6]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积极影

响；还有学者则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呈现“倒 U型”特征[7]。三是围绕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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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经济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已有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证实，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有力支撑。文传浩等、刘

新智等分别基于长江经济带上游 33个地级市的数据以及长江经济带整体 110个地级市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

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8,9];同样从地级市角度出发，吴传清等则考察了长江经济带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直接以及空间

影响[10]。

综上所述，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日渐丰富，但有关两者发展水平及双向关系的定量分析较少，

在量化分析基础上探索制约二者耦合协调障碍因子的研究更为鲜见。基于此，本文以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为研究对

象，建立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机理框架以及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障

碍度模型等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以及障碍因子等进行研究。旨在回答不同时空下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如何?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什么水平?制约其耦合协调度的主要障碍因子又是什么?等一

系列问题，以期为促进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良性互动建言献策。

1 机理分析

耦合度用以度量系统内部要素间的协同作用，协调度则用以度量系统演变过程中的各要素异质部分在同一整体中的一致程

度。二者共同反应系统内部的和谐性，展现系统内部各要素经相互作用后由无序转为有序的态势[11]。将耦合协调理论用之于绿

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复合系统的理论基础是：(1)绿色发展系统分为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以及生态环境三个子维度。其中，对于经

济发展维度，虽然良好的经济发展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经济绿色转型亦会引致发展观念、发展模式的

转变，催生新经济、新业态的培育，进而倒逼数字经济发展[12]。对于社会服务维度，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

提供广泛的人才支撑[13];同时，目前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渴求更为优质公平的教育、医疗以及养老等服务，

数字经济则是实现此目标的有力抓手，由此催生了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等众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对于生态环境维度，生态

环境的改善不仅有助于降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还为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便捷。(2)数字经济

以兼具环保和技术属性的数据为核心要素，天然地将绿色理念嵌入发展过程，对绿色发展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1)数字经

济有着较强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长尾经济效应[14],在促进生产要素集约化整合、高效化利用方面，改善传统生产、消费方

式方面[15]以及提高政府治理效能方面[16]皆发挥着重要作用，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17]等途径赋能经济绿

色转型。(2)数字经济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8]。“越智慧，越便捷”,数字技术的普及有助

于补足我国在教育、医疗以及就业等领域的短板，可有效促进我国电子政务水平的提升、智慧城市以及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推

进，切实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3)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技术的迭代和落后产能的淘汰直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19],还可以通过

卫星遥感器、生物传感器等智能手段完善生态保护监督机制，实现对绿水青山的智能监测与高效防护[16]。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以及促进发展的重要引擎，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绿色发展与

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系统，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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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机理

2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指标体系构建

2.1.1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等[20]于 20世纪 80年代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经济、社会以及生态 3个系统辩证统一。绿

色发展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密切相关，要求三大系统在内在规律的作用下相互影响，最终实现复合系统整体的功能完善

和结构优化。因此，在研究绿色发展问题时，应当将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纳入复合系统，以全面揭示区域绿色发展的本质规律。

基于上述思想，本文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前瞻性等原则，在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基

础上，进一步参考刘潭等[21,22,23]的研究成果，并结合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实况，从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以及生态环境三个维

度构建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计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指数。

(1)经济发展维度。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核心，不仅要体现经济规模，还要注重经济结构合理有效，以科技进步促进绿色

发展。从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长质量的角度考虑，该维度纳入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活力等方面的 12项指标。(2)社会服务维

度。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完善保障体系的角度考虑，该维

度纳入宜居适度、保险医疗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 9项指标。(3)生态环境维度。生态环境是绿色发展的载体，必须重视发展与

生态可持续的关系，既要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要兼顾生态效益。从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的角度考虑，该维度纳入

资源禀赋、环境压力以及污染治理等方面的 11项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2.1.2 数字经济指标体系的构建

数字经济，本文借鉴赵涛等的研究成果[24],选取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5个指标，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测度。其中，数字普惠金融采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予以表征。

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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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 11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以及云南，对流域内 2011～2020年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二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

并进一步探讨可能的障碍因子。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

年鉴、统计公报等公开数据，部分省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起源于物理学中的热力学，是热能转化为功的程度的量度，同时用以度量微观态数大小以及分子运动的混乱程度。熵越

高，表明系统越无序，提供的信息量越少；反之，熵越低，表明系统越有序，系统结构越失衡[25]。而后申农将熵引入信息论，

信息熵等同于热力学中的熵。熵值法是常用的客观赋权法，它依据指标的信息熵进行权重确定，可有效克服层次分析法等主观

赋权法的缺陷。参考文献[26],熵值法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 m行×n列的数据矩阵 X*=(xij)m×n,其中 m为样本省的个数，n为评价指

标个数：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xij是第 i个省第 j项指标的原始数据；x*ij是标准化后的指标值；max(xj)与 min(xj)分别为第 j列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

值。

(2)计算各指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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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各指标信息熵：

(4)计算各指标权重

式中：(1-ej)为第 j项指标信息冗余度，该值越大，说明指标越重要。

(5)计算综合得分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为：

表 1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

准 则

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属性

长江流域 11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

耦合协调度

绿色发展系

统

经济发展

(B1)

人均 GDP(C1)
元 +

人均财政收入(C2)
元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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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C3)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4)
元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C5)

% -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C6)

% +

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C7)
% +

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C8)
元 +

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

费投入强度(C9)

% +

万人专利授权量(C10)
项 +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C11)
亿元 +

进出口贸易总额(C12)
亿元 +

社会服务
PM2.5均值(C13)

μg/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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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14)
% +

人均绿地面积(C15)
m2/人 +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C16)

亿元 +

城镇登记失业率(C17)
% -

每万口人卫生技术人员

(C18)

人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C19)

% +

每十万人口高等教育学校

在校学生人数(C20)

人 +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

(C21)

册 +

生态环境

(B3)

人均森林蓄积量(C22)
m3/人 +

人均水资源量(C23)
m3/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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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C24)
人/km2 -

单位工业增加值氮氧排放

量(C25)

t/亿元 -

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

排放量(C26)

t/亿元 -

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

总量(C27)

t/万元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C28)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C29)

% +

污水处理率(C30)
% +

数字经济系

统

数字经济

发展

(B4)

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C31)
户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

员占比(C32)

%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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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电信业务总量(C33)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C34)

户 +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35)

% +

式中：U1、U2分别代表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水平；C为耦合度，D耦合协调度，二者取值范围为(0,1);T为绿色发展与数字

经济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β为绿色发展系统与数字经济系统对二者协同性的贡献率，考虑当前发展现状，本文假定两个

子系统同等重要，故取α=β=0.5,并进一步参考已有研究[27],采用均匀分布函数确定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

等级，具体划分见表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分类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等级

0～0.09
极度失调 0.5～0.59 勉强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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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1 优质协调

2.3.3 空间自相关模型

地理学第一定律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且空间上距离越近，事物间的联系越紧密。空间自相关模型用以分析同

一变量位于不同空间时的相关性，具体方法包括全局自相关以及局部自相关两种。其中，全局自相关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

s I)描述某变量在研究区域整体内的空间集聚程度；局部自相关则通过莫兰散点图展示单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某变量的集聚程

度。本文借助 Stata17.0软件检验Moran’s I指数，在此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全局以及局部

自相关特征进行分析。

2.3.4 障碍度模型

厘清影响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障碍因子有助于明晰造成不同省市耦合协调度差异的原因，进而便于提出更有针

对性的建议，以促进绿色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障碍度模型用于衡量指标体系中某一层次的障碍度对系统发展的

制约程度。因此，本文引入障碍度模型，深入挖掘阻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因素。参考文献[28],

其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因子贡献度 Fi, 指标偏离度 Ii

式中： wi是第 i个单项指标权重； yij是第 i个单项指标所属的第 j个准则层的权重。

(2)计算指标层第 i个指标对耦合协调的障碍度 Oi

(3)计算准则层对耦合协调的障碍度 Uj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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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在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各项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本文分别

计算了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 2个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如图 2、图 3所示。

根据图 2可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绿色发展指数由 2011年的 0.197上升至 2020年的 0.355,

说明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具体而言，2011～2014年间，流域绿色发展指数

缓慢增长，2015～2017年涨幅最大，2018～2020年涨幅趋于平稳。流域整体绿色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国家及各省市的重视。

同时，流域内 11省市绿色发展指数呈现东部>中西部的空间差异特征，下游除安徽以外的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绿色发展水

平提升较快，领跑流域内其他省市。

图 2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发展指数

根据图 3可知：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 2011～2014年间涨幅较

小，2015～2020年指数进入高速增长阶段。整体来看，流域内平均指数由 2011年的 0.059上升至 2020年的 0.565,数字经济发展

成效显著。同时，流域内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呈现出下游(除安徽以外)>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下游江浙沪三省市区位优势明

显，经济社会基础良好，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三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在流域内表现最佳。上游重庆及四川

省的成都作为泛成渝城市圈的核心，凭借着“虹吸效应”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财力及物力[29],为两省市数字经济的发展

带来强劲动力，两者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在整个流域内也相对亮眼；贵州省虽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但该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

展，其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在流域内处于中等水平。而云南不仅经济社会基础比较薄弱，且数字信息技术起步较晚，因此数字经

济发展状况在流域内表现欠佳。安徽以及中游赣鄂湘四省，虽经济社会基础良好，但过多依赖第二产业，存在高新技术产业基

础薄弱、数字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30],因此，四省份的数字发展水平在流域内相对靠后。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10005_249.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XAreHozZ0JJbkVMOU9PY2lqc01ZRDFTdith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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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1～2020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3.2 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分析

在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 2011～2020 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基础上，本文依据表 3所示耦合

协调度数值对长江流域 11省市的耦合协调度等级进行划分，据此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状况。

表 3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值

省份

全

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江

西

湖

北

湖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20

11

0.3

03

0.5

41

0.4

16

0.4

42

0.2

16

0.1

78

0.2

77

0.2

44

0.3

07

0.2

66

0.2

06

0.2

45

2012

0.3

57

0.5

66

0.4

58

0.4

83

0.2

79

0.2

89

0.3

32

0.3

00

0.3

52

0.3

17

0.2

55

0.2

98

2013

0.4

08

0.6

30

0.5

06

0.5

09

0.3

27

0.3

40

0.3

82

0.3

28

0.3

91

0.4

00

0.3

11

0.3

66

2014

0.4

30

0.6

46

0.5

09

0.5

24

0.3

67

0.3

70

0.4

06

0.3

54

0.4

14

0.4

16

0.3

40

0.3

79

2015

0.4

69

0.6

73

0.5

52

0.6

06

0.4

09

0.4

08

0.4

44

0.3

83

0.4

46

0.4

62

0.3

69

0.4

07

0.4 0.6 0.5 0.6 0.4 0.4 0.4 0.3 0.4 0.4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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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75 80 53 11 22 06 51 94 54 63 77 12

2017

0.5

16

0.7

15

0.5

91

0.6

56

0.4

57

0.4

50

0.4

86

0.4

30

0.4

97

0.4

99

0.4

29

0.4

65

2018

0.5

83

0.7

85

0.6

60

0.7

24

0.5

23

0.5

12

0.5

44

0.4

94

0.5

70

0.5

70

0.5

02

0.5

26

2019

0.6

33

0.8

33

0.7

07

0.7

79

0.5

71

0.5

69

0.5

98

0.5

56

0.6

08

0.6

03

0.5

63

0.5

78

2020

0.6

61

0.8

76

0.7

42

0.8

09

0.6

14

0.5

94

0.6

26

0.5

95

0.6

25

0.6

40

0.5

92

0.5

53

3.2.1 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分析

根据表 3,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11～2020年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其中，2011～2015年流域耦合协

调度处于失调状态。主要是由于 2011～2015年流域对绿色发展重视程度不够，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并未得到有效转变，生态保护

压力较大，且数字基础比较薄弱，导致耦合协调等级表现为失调。自 2016年起，长江流域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等级进

入勉强协调阶段，并不断向着优质协调迈进。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

施，促使流域内各省市加快转变粗放式发展方式的步伐，高耗能产业逐渐退出、产业结构亦趋于合理；另一方面，自 2015年发

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各方高度重视，先后出台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系列文件，驱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两大系

统持续优化，促使二者耦合协调度不断上升。

3.2.2 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分析

本文选取 2011、2014、2017以及 2020年 4个时间截面，利用 ArcGIS10. 6软件对测算结果进行空间格局分析，具体情况如

图 4所示。研究期内，11省市耦合协调度分别处于[0.178,0.541]、 [0.340,0.646] 、[0.430,0.715] 、[0.553,0.876]区间内，总体均

值分别为 0.304、0.430、0.516以及 0.661,耦合协调度总体向着优质协调的方向演进。而对于不同省市，无论是从耦合协调度跃

升的时间来看，抑或耦合协调度数值的大小来看，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在 2011～2020年均保持“下游>上游>中游”

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而言，2011年，上海是流域内唯一一个耦合协调度等级处于勉强协调的省市，其余省市均为失调。2013

年，江浙两省升至勉强协调区间，其余省市则在 2018年左右升至勉强协调。截至 2020年，流域内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贵州省以及云南八省市耦合协调度等级多为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上海和浙江耦合协调度等级则均升至良好协调，

江苏耦合协调度等级也升至中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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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时空演进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时间上发展不充分、空间上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省际差异明

显。下游江浙沪三省市凭借着区位与资源双重优势，更有利于形成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使自身耦合协调

度始终保持优势地位；上游凭借着政策红利，耦合协调度水平在整个流域内亦相对亮眼；而中部地区资源优势薄弱，且政策扶

持有限，耦合协调度水平表现最差，导致整个流域形成“中部凹陷”的局面。因此，缩小区域间的绿色发展差异、弥合区域间

数字鸿沟是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

3.3 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本文利用 Stata17.0软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全局自相关以及局部自相关分析，以清晰展示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集聚趋势和区域内相邻地区的空间关联效应。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借助 Stata17.0软件，计算出长江经济带 2011～2020 年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其历年的

值均通过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进一步根据指数结果绘制成图 5,可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Moran’s I指数在

2011～2020年均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1～2015年波动上升，2016～2020年则稳定增长。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

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呈增强态势。近年来，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

的指导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社会以及生态三系统协同并进。同时，在“国家大数据”战略的

影响下，各省市相继出台政策文件，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基于国家引领、自身积极投入的双重作用，部分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

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得以快速提高，集聚趋势逐渐增强。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10005_259.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XAreHozZ0JJbkVMOU9PY2lqc01ZRDFTdith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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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全局 Moran’s I指数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

上述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展示了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空间关联度，而无法体现流域内相邻省市

的空间关联特征。因此，本文借助 Stata17.0进一步测算 2011～2020年流域 11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局部Moran’

s I指数，并选取 2011、2014、2017以及 2020年 4个时点作为研究断面绘制如图 6所示莫兰散点图。

图 6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局部Moran’s I指数

https://kns.cnki.net/KXReader/Detail/GetImg?filename=images/CJLY202310005_265.jpg&uid=WEEvREcwSlJHSldSdmVpMXAreHozZ0JJbkVMOU9PY2lqc01ZRDFTdithR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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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根据图 6,可知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整体分布格局基本不变，各省市基本未发生

跃迁。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依托资源禀赋抑或“虹吸效应”,其不仅较早形成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力助推经

济社会绿色转型，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率先形成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良性互动的局面[31]。低高集聚区，

安徽以及江西两省在四个时期中一直处于该区域。安徽、江西东部毗邻江浙沪，虽然三者自身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亮

眼，耦合协调度亦处于较高水平，但“涓滴效应”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赣皖两省的发展空间，使二者形成低-高的发

展逆差。低低集聚区，此种类型的集聚在 2011、2014、2017以及 2020年四个时期中占比最高。位于该区域的省市有湖北、湖

南、重庆、四川以及云南等，这些省市无论是绿色发展水平还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无法与江浙沪相比。具体而言，一方面，

这些省市经济发展相对迟缓，产业结构不甚合理，亦难以集聚新型创新人才[32],无法为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其

缺乏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决条件，如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等相对匮乏，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使这些省市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

较低水平，难以摆脱“贫困陷阱”。故而，如何有效提升此类区域的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

展的重要抓手。

3.4 耦合协调度障碍因子分析

通过熵值法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分析可知，研究区间内耦合协调度

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因此，需进一步明晰制约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市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因素，以便为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精准施策。本文依据障碍度模型计算出 2011、2014、2017以及 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准则层以

及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子，并依据障碍度，对流域内的障碍因子进行分析。准则层以及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子情况如表 4、表 5

所示。

3.4.1 准则层障碍因子分析

根据表 4,从所有省市的平均障碍度来看，2011～2020年各准则层障碍度从高到底依次为经济发展(B1)>数字经济发展(B4)>

社会服务(B2)>生态环境(B3),平均障碍度分别为 51.37%、19.08%、18.16%以及 11.40%。进一步来看：首先，经济发展的影响在

研究期间始终保持高位且呈上升态势。这说明经济是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的最重要因素。

一方面，数字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31],其发展需要良好的物质基础、科技支撑以及人才

支持，而经济则是满足数字经济上述发展需求的基石；另一方面，虽然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总量可观，但经济底色“绿色化”

不足，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依然存在，且流域内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

因此，经济牵动着发展数字经济、提升社会服务以及改善环境状况的方方面面，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的最大障碍因子。其次，

数字经济障碍度水平呈下降趋势，说明国家的大力扶持以及各省的重视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最后，社会

服务以及生态环境的障碍度呈上升趋势。2020年，二者障碍度水平超越数字经济，分别成为第二、第三的障碍因子。可见，提

升社会服务水平、改善环境治理是未来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的重要举措。

3.4.2 指标层障碍因子分析

仅依据准则层障碍度识别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障碍因子难免会掩盖子指标的个体差异。因此，在分析准则层

障碍度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测算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子及障碍度，并对主要障碍因子进行排序。鉴

于指标较多，本文仅列出了流域内各省市排名前 7的障碍因子及障碍度，具体如表 5所示。

由表 5可知，从时间维度来看，长江流域内排名前 7的二级指标相对稳定，主要有 9项。一是经济发展维度，进出口贸易

总额(C12)、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C8)以及人均财政收入(C2)三项指标是主要障碍因子。其中，进出口贸易总额的障碍度水平在

10年间稳居首位，是制约耦合协调度的最大障碍因子。一方面，虽然进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强心剂，但亦存在风险隐患[33]。

如果主体贸易依存度过高，便较易受到国际不确定事件(如：中美贸易冲突)的冲击。江浙沪是我国最大的外贸基地，贸易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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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全国前列，三者的发展更易受进出口贸易影响。另一方面，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目前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方面的

“卡脖子”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建设环境友好型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关键产品、技术亦有待突破。进出口贸易则不仅有

助于我国突破技术“瓶颈”、提升创新水平[34],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35];还可以通过出口吸纳先进资本，促进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36],进而助力我国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是经济发展维度仅次于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因子。

技术市场是联结科技与经济的纽带，虽然上海的技术市场交易状况亮眼，但流域内其他省市却不容乐观，说明流域整体创新能

力不足，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良好互动。因此，流域内各省市应当注重技术的开发与引进，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

持力度。人均财政收入是衡量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10年间，该指标障碍度水平呈上升趋势，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水

平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更加向往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落后会阻碍区域绿

色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进而影响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二是社会服务维度。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C21)以及人

均绿地面积(C15)是主要障碍因子。长江经济带孕育着全国 40%以上的人口，流域内各省市尤其是中下游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各

种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导致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等社会服务水平亟需提升。三是生态环境维度，人均森林蓄积量(C22)以及

人均水资源量(C23)是主要的障碍因子，反映出长江流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大，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生态环境问题，并通过发展新

经济、新业态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四是数字经济维度，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C32)以及人均电信业务总量(C33)是主要

的障碍因子。其中，人均电信业务总量障碍度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长江流域数字互联网相关产出增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一定成效。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的障碍度水平有上升趋势，说明流域内的人力资本水平尚不能满足发展数字经

济的需求，未来应更加注重教育投入、人才培养，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广泛地人才支撑。

表 4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准则层要素障碍度

年

份

全

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江

西

湖

北

湖

南

重

庆

四

川

贵

州

云

南

20

11

B1(49

.80)

B1(

48.31)

B1(

46.74)

B1(

49.73)

B1(

50.54)

B1(

51.54)

B1(

50.13)

B1(

50.01)

B1(

49.15)

B1(

51.17)

B1(

49.21)

B1(

52.40)

B4(21

.47)

B4(

25.12)

B4(

23.05)

B4(

21.15)

B4(

20.65)

B4(

21.31)

B4(

20.68)

B4(

20.27)

B4(

21.21)

B4(

21.17)

B4(

20.38)

B4(

21.19)

B2(18

.01)

B3(

16.36)

B2(

18.21)

B2(

19.76)

B2(

18.83)

B2(

17.64)

B2(

18.89)

B2(

19.08)

B2(

19.38)

B2(

19.35)

B2(

19.21)

B2(

19.28)

B3(10

.73)

B2(

10.22)

B3(

12.00)

B3(

11.16)

B3(

11.15)

B3(

9.50)

B3(

10.31)

B3(

10.63)

B3(

10.26)

B3(

8.30)

B3(

11.21)

B3(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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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4

B1(50

.93)

B1(

49.11)

B1(

47.98)

B1(

50.86)

B1(

50.39)

B1(

52.58)

B1(

50.39)

B1(

50.51)

B1(

50.21)

B1(

52.54)

B1(

51.34)

B1(

54.34)

B4(20

.60)

B4(

21.43)

B4(

21.78)

B4(

20.37)

B4(

20.57)

B4(

20.64)

B4(

20.13)

B4(

20.05)

B4(

20.70)

B4(

19.96)

B4(

20.14)

B4(

20.85)

B2(18

.11)

B3(

17.11)

B2(

17.79)

B2(

17.70)

B2(

19.01)

B2(

18.14)

B2(

18.17)

B2(

19.18)

B2(

18.86)

B2(

19.39)

B2(

18.87)

B2(

19.75)

B3(10

.36)

B2(

12.36)

B3(

12.45)

B3(

11.08)

B3(

10.03)

B3(

8.64)

B3(

11.29)

B3(

10.26)

B3(

10.24)

B3(

8.12)

B3(

9.65)

B3(

5.07)

20

17

B1(50

.95)

B1(

47.42)

B1(

49.53)

B1(

44.44)

B1(

50.87)

B1(

52.85)

B1(

50.97)

B1(

50.61)

B1(

51.57)

B1(

53.69)

B1(

52.83)

B1(

55.64)

B4(19

.88)

B4(

21.25)

B4(

20.28)

B4(

19.65)

B4(

19.73)

B4(

19.96)

B4(

20.10)

B4(

19.59)

B4(

19.45)

B2(

18.66)

B4(

18.86)

B4(

19.83)

B2(17

.79)

B3(

20.27)

B2(

16.82)

B2(

19.65)

B2(

18.68)

B2(

18.29)

B2(

17.89)

B2(

18.74)

B2(

18.77)

B4(

18.19)

B2(

18.11)

B2(

19.06)

B3(11

.38)

B2(

11.06)

B3(

13.37)

B3(

14.48)

B3(

10.71)

B3(

8.90)

B3(

11.03)

B3(

11.05)

B3(

10.21)

B3(

9.46)

B3(

10.20)

B3(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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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B1(54

.60)

B1(

51.24)

B1(

52.32)

B1(

42.15)

B1(

55.11)

B1(

56.28)

B1(

54.83)

B1(

54.79)

B1(

55.79)

B1(

58.56)

B1(

57.87)

B1(

61.66)

B2(18

.94)

B3(

31.03)

B2(

17.90)

B2(

23.94)

B2(

19.03)

B2(

18.51)

B2(

18.86)

B2(

18.56)

B2(

19.69)

B2(

19.32)

B2(

19.54)

B2(

20.38)

B3(13

.81)

B2(

12.57)

B3(

16.46)

B3(

21.83)

B4(

14.71)

B4(

15.65)

B4(

14.88)

B4(

14.68)

B4(

12.66)

B4(

12.70)

B3(

11.52)

B4(

12.56)

B4(12

.65)

B4(

5.16)

B4(

13.32)

B4(

12.08)

B3(

11.15)

B3(

9.56)

B3(

11.43)

B3(

11.96)

B3(

11.86)

B3(

9.41)

B4(

11.08)

B3(

5.70)

表 5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指标层要素障碍度

年

份

上

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

南

20

11

C12(1

8.17)

C12(

14.27)

C12(

15.22)

C12(

14.37)

C12(

14.67)

C12(

14.71)

C12(

14.36)

C12(

15.25)

C12(

14.84)

C12(

14.30)

C12(

14.90)

C33(1

0.65)

C8(9

.46)

C8(9

.70)

C8(8

.28)

C8(8

.50)

C8(8

.30)

C8(8

.32)

C8(8

.57)

C8(8

.64)

C8(8

.27)

C8(8.

68)

C22(9.

20)

C33(

9.30)

C33(

8.77)

C33(

7.95)

C33(

8.11)

C33(

8.07)

C33(

7.87)

C33(

8.31)

C33(

8.18)

C33(

7.82)

C33(

8.13)



20

C32(7.

97)

C21(

7.57)

C21(

6.94)

C21(

7.28)

C21(

7.10)

C21(

7.00)

C21(

6.94)

C21(

7.32)

C21(

7.17)

C21(

6.92)

C21(

7.17)

C8(7.5

9)

C22(

7.42)

C32(

6.79)

C2(6

.26)

C2(6

.42)

C2(6

.35)

C2(6

.27)

C32(

6.24)

C2(6

.48)

C2(6

.24)

C2(6.

47)

C10(5.

40)

C32(

7.07)

C22(

6.65)

C32(

5.97)

C32(

6.24)

C32(

6.23)

C32(

5.75)

C2(5

.85)

C32(

6.21)

C32(

5.83)

C32(

6.05)

C2(4.1

5)

C2(6

.23)

C2(6

.29)

C22(

5.78)

C10(

5.49)

C22(

5.63)

C22(

5.45)

C22(

5.82)

C10(

5.37)

C10(

5.32)

C10(

5.58)

20

14

C12(2

0.25)

C12(

15.59)

C12(

16.52)

C12(

15.47)

C12(

15.58)

C12(

15.85)

C12(

15.47)

C12(

15.95)

C12(

15.78)

C12(

15.15)

C12(

15.85)

C33(1

1.00)

C8(9

.66)

C8(1

0.50)

C8(8

.67)

C8(9

.00)

C8(8

.43)

C8(8

.67)

C8(8

.67)

C8(8

.97)

C8(8

.76)

C8(9.

14)

C22(1

0.06)

C33(

9.45)

C33(

9.03)

C33(

8.35)

C33(

8.41)

C33(

7.67)

C33(

8.08)

C33(

8.51)

C33(

8.43)

C33(

8.05)

C33(

8.33)

C8(7.8

3)

C22(

7.90)

C21(

7.07)

C21(

7.72)

C21(

7.30)

C21(

7.37)

C21(

7.35)

C21(

7.73)

C21(

7.67)

C21(

7.32)

C21(

7.58)

C10(5.

90)

C21(

7.72)

C32(

7.04)

C2(6

.45)

C2(6

.35)

C2(6

.40)

C2(6

.37)

C32(

6.67)

C2(6

.61)

C2(6

.25)

C2(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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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5.

14)

C32(

6.76)

C22(

6.91)

C32(

6.14)

C32(

5.96)

C32(

6.13)

C32(

6.08)

C2(5

.96)

C15(

5.59)

C32(

6.23)

C32(

6.38)

C23(3.

98)

C2(6

.00)

C2(6

.49)

C22(

6.07)

C10(

5.66)

C22(

5.86)

C22(

5.61)

C22(

5.90)

C32(

5.56)

C10(

5.48)

C10(

5.87)

20

17

C12(2

3.87)

C12(

16.78)

C8(1

2.76)

C12(

16.48)

C12(

16.49)

C12(

17.26)

C12(

16.03)

C12(

17.11)

C12(

16.72)

C12(

15.91)

C12(

16.83)

C33(1

2.56)

C8(1

0.11)

C33(

10.73)

C8(9

.06)

C8(9

.38)

C33(

8.90)

C8(8

.94)

C8(9

.89)

C8(9

.11)

C8(8

.94)

C8(9.

56)

C22(1

1.93)

C33(

9.58)

C22(

9.21)

C33(

8.58)

C33(

8.49)

C21(

7.70)

C33(

8.28)

C33(

8.51)

C33(

8.65)

C33(

7.59)

C21(

7.92)

C8(7.3

7)

C22(

8.65)

C32(

8.03)

C21(

7.91)

C21(

7.57)

C8(7

.16)

C21(

7.57)

C21(

7.88)

C21(

7.93)

C21(

7.58)

C33(

7.89)

C10(5.

42)

C21(

7.52)

C21(

7.59)

C2(6

.65)

C2(6

.57)

C2(6

.72)

C2(6

.58)

C32(

7.05)

C2(6

.89)

C2(6

.45)

C2(6.

93)

C23(4.

78)

C32(

7.30)

C2(7

.58)

C22(

6.56)

C32(

6.53)

C22(

6.40)

C32(

6.49)

C2(6

.32)

C10(

5.63)

C32(

6.40)

C32(

6.77)

C32(4.

08)

C2(6

.40)

C15(

6.01)

C32(

6.28)

C10(

5.55)

C32(

6.26)

C22(

5.94)

C22(

6.17)

C15(

5.62)

C10(

5.70)

C10(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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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C12(3

6.15)

C12(

21.22)

C22(

12.72)

C12(

19.01)

C12(

18.69)

C12(

19.61)

C12(

18.41)

C12(

18.84)

C12(

19.28)

C12(

18.07)

C12(

18.66)

C22(1

8.07)

C8(1

0.97)

C8(1

2.60)

C8(9

.35)

C8(1

0.16)

C21(

8.29)

C8(8

.99)

C8(1

0.61)

C21(

9.07)

C8(9

.44)

C8(1

0.80)

C23(7.

09)

C33(

9.31)

C2(9

.83)

C21(

8.65)

C21(

8.29)

C2(8

.17)

C21(

8.33)

C21(

8.49)

C8(8

.87)

C33(

8.49)

C21(

8.63)

C7(5.5

0)

C22(

8.81)

C32(

9.69)

C2(7

.63)

C32(

7.61)

C22(

7.28)

C2(7

.61)

C32(

7.25)

C2(7

.92)

C21(

7.30)

C2(7.

68)

C11(4.

23)

C21(

8.22)

C21(

9.61)

C22(

7.62)

C2(7

.41)

C8(6

.34)

C32(

7.28)

C2(7

.20)

C15(

6.24)

C2(7

.06)

C32(

7.21)

C16(3.

59)

C32(

8.03)

C15(

7.85)

C32(

7.12)

C22(

5.99)

C32(

6.07)

C22(

6.89)

C22(

7.03)

C10(

5.93)

C32(

5.89)

C15(

6.45)

C33(3.

33)

C2(4

.86)

C7(5

.41)

C15(

5.60)

C15(

5.77)

C15(

5.90)

C15(

6.27)

C15(

5.28)

C32(

5.85)

C10(

5.82)

C10(

6.41)

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同省市的障碍因子存在差别。具体而言，下游江浙沪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领头羊，在经济发展、社会

服务方面具有突出优势，除受贸易依存度的影响导致进出口贸易的障碍度水平大于中上游省市外，三者的障碍因子主要为社会

服务维度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绿地面积以及生态环境维度的人均森林蓄积量、人均水资源量，这一结果在上海的

表现尤为显著。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江浙沪人口规模大、集聚程度高，导致人地矛盾、城市不公平现象突出[37];另一方面，

在森林覆盖率、水资源量等自然资源方面，江浙沪存在天然劣势。上游的重庆、四川、贵州以及云南虽然在经济发展、社会服

务等方面处于劣势，但却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且经济“绿色化”特征明显。因此，重庆、四川、贵州以及云南四省市在

生态环境维度的人均森林蓄积量、人均水资源量等指标障碍度低于中下游省市，制约耦合协调度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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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维度的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均财政收入；社会服务维度的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以及数字经济维度的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从业人员占比。故而，在发展过程中，重庆、四川、贵州以及云南应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探索新型经济、社会、生态协同

发展之路，既要强化生态对于绿色发展的战略支撑地位，又要紧抓数字经济“新引擎”,以促进流域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

调度水平的提升。安徽以及江西、湖北、湖南四省则不仅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且创新投入水平不高，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

比重较大，制约其发展的不仅有生态环境维度的障碍因子，还有经济维度的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人均财政收入，社会服务维

度的人居绿地面积、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以及数字经济维度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因此，安徽以及江西、

湖北、湖南必须平衡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发展，既要增加科教文化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对数字技术发展的支撑

作用，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加强生态建设。

4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在建立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以及障碍

度模型等方法，测算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2011～2020年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二者耦合协调度，探究流域绿色发展与

数字经济的时序走势、空间差异以及障碍因子，主要结论如下：

(1)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具有下游>中上游的空间差异特征；数字经济亦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空间差异特征；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向着协调化、优质化方向发展，但在时间

上发展不充分，表现为流域整体耦合协调度水平不高，空间上发展不均衡，形成下游>上游>中游的“中部凹陷”局面。

(2)基于全局自相关的分析表明，长江流域整体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显著，且集聚趋势渐强；

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长江流域内相邻省市间空间关联特征明显。具体地，高高集聚区主要是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低高

集聚区主要位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以及云南则位于低低集聚区。

(3)基于障碍度模型的分析表明，制约长江流域 11省市绿色发展与耦合协调度水平的障碍因子既存在一致性，亦存在一定差

异。首先，依据准则层结果，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综合系统各维度障碍度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社会服

务>生态环境。其中，经济发展的障碍度始终保持高位，数字经济障碍度水平呈下降趋势，社会服务及生态环境的障碍度呈上升

趋势。其次，依据指标层结果，制约流域内各省市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是：进出口贸易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以及人均森林蓄积量等。最后，准

则层以及指标层的障碍因子诊断揭示出长江流域内不同省市耦合协调度水平提升过程中的异质特征。具体地，下游江浙沪三省

市，拥有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但贸易依存度偏高，发展较大程度受制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且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在社会服

务、生态环境方面亦存在短板；上游云贵川渝四省市，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但在经济发展、社会服务以及数字经济方面

存在不足；安徽及江西、湖北、湖南不仅生态环境脆弱，且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四省不论在经济、社会、环境

还是数字经济发展方面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4.2 对策建议

(1)发挥政策效应，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助力绿色发展。

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既要以强投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大人才培养与技

术研发的力度，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以“绿色转型”为政策导向引领绿色发展，

既要以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措施激励企业绿色转型，加快形成清洁低碳的产业体系，又要健全绿色发展的动态监测与长效预

警机制，落实绿色发展的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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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动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协同发力，促进二者有机融合。

一是以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一方面，要以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为依托，引领生产方式、流通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绿色变革，

以数字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另一方面，要以卫星遥感器等智能手段为抓手，

完善生态环境的监督治理机制，高效守护“绿水青山”。二是以绿色发展为数字经济提供支撑。一方面，要以经济发展、社会

进步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广泛的人才支撑，以生态环境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要加

快生产生活数字渗透，催生数字应用场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3)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当正视自身与其他省市在人才、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的差距，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定发展战略。下

游江浙沪三省市要充分利用良好的经济社会实力以及趋于成熟的数字技术。一方面，要在维持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强势劲头的

同时，进一步拓宽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三者的区位与资源

优势，重视产学研合作，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政企合作，加强科研攻关力度，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从而为区域

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水平的提升提供科技与人才支持。安徽以及中游的江西、湖北、湖南四省要充分正视自身在绿色发展与数

字经济发展方面的短板，既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等手段改善绿色发展现状，又

要积极承接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先进技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依托数字经济助力绿色转型。上游重庆、四川、贵

州以云南四省市应当以各项政策红利为契机，在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经济、新动能的基础上，依托自身生态禀赋，

因势利导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养老等产业，探索新型绿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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