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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以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阶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

对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 2011—

2020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及影响路径。研究表明: (1) 城市绿色发展

能有效促进共同富裕，且在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 (2) 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在时间上存

在 “滚雪球”特征，空间上表现出 “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不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3) 创新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信息化转型效应是城市绿色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路径。研究结论可为探索双碳背景下

的共同富裕推进模式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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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尽管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大气、水、土壤等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严重

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全面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不断优化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一跃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能耗强度降低

最快的国家之一，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之有效的中国方案。

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我国继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后的新征程，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意和关键一步。理论上，共同富裕

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低碳

型社会的城市绿色发展模式将如何影响共同富裕?更进一步，城市绿色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具体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答不

仅有利于我国发挥长期积累的绿色发展经验促进实现全面共同富裕，更能为我国强化双碳政策与共同富裕政策的目标协同，在

双碳背景下推进高效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理顺了城市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构建了城市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理论分析

框架。(2)基于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揭示了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

富裕的促进作用。(3)发现了城市绿色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三大具体作用机制：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信息化转型效应。

一、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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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发展

在资源环境有限供给的约束下，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内涵、

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和水平测度等方面。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内涵认知，包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

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包容性绿色发展等。我国学者对绿色发展定义内涵有不同理解，但对于绿色发展是在资源环境容量约束下，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谷树忠等，2016)
[1]
,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最大化

的观点基本吻合。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王俊(2016)
[2]
、原毅军和谢荣辉(2015)

[3]
、M Kardos(2014)

[4]
、王鹏和尤济红(2016)

[5]

分别指出创新、产业结构调整、FDI、环境规制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还有学者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水平测度开展研究，

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等(2010)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苏利阳等(2013)
[6]
、吴传清和黄磊(2017)

[7]
、王勇等(2018)

[8]
、郝淑双和朱喜

安(2019)
[9]
等构建了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绿色发展水平。

(二)共同富裕

学界对共同富裕这一命题已有很多探讨和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形成公认的理论体系(陈丽君等，2021)
[10]
。相关研究主要

探讨了共同富裕的内涵释义、测度与影响因素三个方面。一是内涵释义方面，郁建兴和任杰(2021)
[11]
将共同富裕定义为以打破

不平等为目标，推动人民能力均等化、促进社会经济共建共享的过程；二是测度方面。当前国内对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刘培林等(2021)
[12]

尝试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测算共同富裕。以陈丽君等(2021)、

李金昌和余卫(2022)
[13]

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共同富裕应包括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杨宜勇和王明姬(2021)
[14]

提

出共同富裕测度应涵盖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富足、生态环境的适宜等方面。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
[15]

测度

了国家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发现我国共同富裕程度取得很大进步。郑石明等(2022)
[16]

测度了我国省级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

共同富裕指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三是影响因素方面，学者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徐鹏杰，2019
[17]
;Anand R 等，2013

[18]
)、

基础设施(江鑫和黄乾，2019
[19]
;C Calderón 和 L Servén, 2004

[20]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周国富和陈菡彬，2021)

[21]
、城

镇化(万广华等，2022
[22]
;孙学涛等，2022

[23]
)、数字经济(夏杰长和刘诚，2021)

[24]
等对共同富裕有显著促进作用。

(三)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

鲜有研究探讨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相关研究中，向国成等(2018)
[25]

认为绿色发展可以促进资源循环再生、丰富

生产力样态，建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从而在政府公平正义制度下促进共同富裕。张康洁和于法稳(2021)
[26]

提出绿色发展与共

同富裕协同推进的实现路径，包括依托企业、产业园等主体通过技术要素联动提高效率，通过绿色金融撬动，促进资源优配驱

动，实施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带动等。郑石明等(2022)利用省级层面数据检验了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本文的创新点

梳理相关研究发现，关于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视角方面，鲜有研究以单独探讨绿色发展

与共同富裕为主，并将这两个问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二是研究方法方面，有关共同富裕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阐释方面，对我

国各地区共同富裕水平的定量分析仍处于滞后状态。三是研究尺度方面，当前关于共同富裕的量化研究多在国家、省级层面，

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作出以下补充和改进：一是将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理

论层面探讨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影响效应；二是在郑石明等(2022)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城市发展实际

和数据可得性构建城市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投影寻踪法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三是基于 2001—

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揭示了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及具体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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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绿色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经济发展模式向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变是必然趋势。总体而

言，绿色发展是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源利用方式的转

变、就业机会的创造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三个方面。首先，绿色发展能够促进资源循环利用，挖掘生态产品、推动欠发达地区

的生态资源转为生态资产，从而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新的增长极，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其次，绿色发展推动了生态农业、

乡村旅游业、新能源产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还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减少城

乡之间的差距。最后，绿色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减少环境污染问题，这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居民提供更优良、宜居的生

态环境。综上，本文认为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提出：

假设 1:绿色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

(二)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有创新效应

首先，绿色发展将倒逼生产者不断减少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生态环境损害，推动企业增加对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企业

在对接国际环保标准、前沿引领技术的过程中，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新优势，而绿色技术的创新将有利于推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其次，由于知识存在溢出效应和顺梯度流动特征，欠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发达地区的先进绿色创新技术而

以更低的成本提高本地生产效率，因而有利于缩小区域差距。由此提出：

假设 2:绿色发展通过创新效应促进共同富裕。

(三)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绿色发展可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推动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

将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首先，绿色发展可促进地方政府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关停并转、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了

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而推动共同富裕。其次，绿色发展带来了产业多样化，绿色发展模式推动生态农业、

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生态环境产业，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建筑节能、绿色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升级产业以

及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绿色服务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成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发展，做大共同富裕的蛋糕。由此

提出：

假设 3:绿色发展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共同富裕。

(四)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有信息化转型效应

绿色发展要求对生态环境友好，比如实现能源节约利用和减少纸张的使用，因此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成为必然趋势。信

息化贯穿了从生产、运输、销售、到服务等各个经济环节，在实现经济过程绿色化、低碳化的同时，使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配

置，减少了生产、交易、物流和营销成本，极大地提升了经济循环效率。首先，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信息化快速增强

了其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交往，有助于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其次，信息化对加强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也起到了重要

促进作用，如通过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使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服务能够更大程度惠及不同区域和人群，有助于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获得更为公平的机会。由此提出：

假设 4:绿色发展通过信息化转型效应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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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设计

(一)计量方程

首先，为研究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具体影响，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 OLS 模型，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构建

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cwiit 为共同富裕指数，gdiit 为绿色发展指数，i 表示地级市个体，t 表示时间年份，β为变量影响系数。结合之

前的理论分析，选取 4 个控制变量：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eduit)用于反映国民受教育水平，城镇化率(urit)反映城市化水平，

产业结构合理化(tlit)反映产业间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人均铺装道路面积(infi)反映基础设施建设水平。λt为不随

地级市变化的时间效应，ui 为地级市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εit 为随机干扰项。

其次，为检验绿色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机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如式(2)-(3)所示。中介变量包括：创新效应、产

业结构升级效应、信息化转型效应。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meit 为中介变量。С′it 包括 eduit、urit、tlit、infit 四个控制变量。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郑石明等(2022)的研究，在其构建的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构建地级

市的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个一级指标：富裕度子系统、平等度子系

统、共享度子系统，9个二级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工资、

城乡收入比、泰尔指数、教育事业支出占比、每千人拥有执业或助理医师数、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表 1 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富裕度子系统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职工平均工资 +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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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度子系统

城乡收入比 -

泰尔指数 -

共享度子系统

教育事业支出占比 +

每千人拥有执业或助理医师数 +

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

本文用投影寻踪法进行共同富裕指数测算，得出共同富裕规格化指数。该方法由美国科学家克鲁斯卡尔(Kruscal)提出，用

于处理和分析高维数据，数据不受量纲影响，可以克服传统多元统计处理高维数据时稳健性差的缺点[27]。计算方法如下：

(1)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当 xij 为正向指标时，

当 xij 为逆向指标时，

其中，xmax、xmin 分别为第 j个指标的初始最大值、最小值。

(2)构造投影指标函数

设 a 为 m维单位投影向量 a=(a1,a2,…am),用线性投影将高维数据投影到一维线性空间，则 xij的一维投影特征值 zi 可表

示为：

其中，zij=aj*xij 是第 i个样本中第 j个指标的投影分量，z=(z1,z2,…,zn)为投影特征值向量。

(3)构造目标函数

构建投影目标函数：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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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 为投影值 zi 的标准差：

Dz 为投影值 zi 的局部密度：

其中，Ez 为投影值 zi 的均值；R为密度窗宽，一般取值为 aSz,a 可以为 0.1、0.01 或 0.001 等，依据投影点 zij 在区域间

的分布情况进行适当调整；rij 表示两两投影特征值间的距离，即 rij=|zi−zj|rij=|zi-zj|。

(4)优化投影方向

通过求解投影指标函数最大化来估计最佳投影方向：

(5)进行优劣排序

根据最佳投影方向值 aj 计算各指标的投影值 zi,投影值是各评价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与标准值的加权。然后，根据投影值

zi 的大小对样本进行分类或优劣评价。

2.解释变量。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 个一级指标：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14 个二级指标：人均 GDP 增长率、劳动生产

率、第三产业占比、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单位 GDP 能耗、单位 GDP 耗电量、单位 GDP 建设用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率、单位 GDP 碳排放、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PM2.5 浓度、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车数。

表 2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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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增长率 +

劳动生产率 +

第三产业占比 +

政府科技创新投入强度 +

续表 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资源节约

单位 GDP 能耗 -

单位 GDP 耗电量 -

单位 GDP 建设用地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环境友好

单位 GDP 碳排放 -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PM2.5 浓度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数 +

本文用 Topic 综合指数法进行绿色发展指数测算，得出绿色发展熵权 topic 指数。与主观赋权法相比，采用熵值法进行赋

权分析具有更高可信度(孟庆福等，2011)
[28]
。计算方法如下：

(1)构建加权规范化矩阵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和矩阵(bij)mn 相乘，得到加权规范化矩阵：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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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指标的正理想解 Z+和负理想解 Z-

从加权规范矩阵 Xij 的每列中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即为相应的正理想解想 Z+和负理想 Z-解。

(3)计算各评价对象分别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4)计算各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Ci,即综合评价值

3.中介变量。

本文以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衡量创新能力，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以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总人口之比衡量信息化转型效应。

4.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变量包括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合理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分别用于度量受教育水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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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水平、产业发展协调性、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产业间协调程度及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借鉴干春

晖等(2011)
[29]
的研究采用泰尔指数衡量。

(三)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作为分析样本。样本的时间区间为 2001—2020 年。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各地级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共同富裕指数(cwi) 2160 0.505 0.287 0.133 1.843

绿色发展指数(gdi) 2160 0.247 0.087 0.038 0.700

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ino) 2160 6.770 11.637 0.011 76.716

产业结构高级化(ts) 2160 0.891 0.387 0.272 5.449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总人口之比(int) 2160 0.138 0.145 0.000 2.247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edu) 2160 143.938 176.858 0.000 1112.322

城镇化率(ur) 2160 48.265 15.587 11.111 113.667

产业结构合理化(tl) 2160 31.094 23.228 0.049 164.326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inf) 2160 10.235 6.309 0.000 47.510

分析长江经济带共同富裕与绿色发展的变化趋势发现，长江经济带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指数、共同富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

势，绿色发展指数从 2001 年的 0.149 上升至 2020 年的 0.914,共同富裕指数从 2001 年的 0.234 上升至 2020 年的 0.35,两者的

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978,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分地区看，下游地区的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水平最高，其次为中游地区、上游

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呈正相关。下文将进一步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就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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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4(1)-(5)显示了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策略下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无论控制变量如何变化，gdi

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著，说明城市绿色发展能够显著推进共同富裕，假设 1 得到检验。近年来我国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

从早期主要关注生态环境转向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在有效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促进了经济可

持续增长、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持续提升了共同富裕水平。

从控制变量看，edu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能促进共同富裕，原因在于提升教育水平有利于增

加个体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促进共同富裕；ur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化水平提升能促进共同富裕，原

因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可能造成资源和产业集中在城市，导致城乡发展差距增大，要注意规避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对共同富裕的

负面效应；tl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有利于共同富裕，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夯实

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inf 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有利于共同富裕，原因在于加强和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流通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便利度，促进共同富裕。

表 4 绿色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

cwi (1) (2) (3) (4) (5)

gdi
0.549***

(10.46)

0.533***

(10.2)

0.491***

(9.27)

0.485***

(9.21)

0.467***

(8.83)

edu
0.0002***

(5.2)

0.0002***

(5.44)

0.0002***

(5.46)

0.0002***

(5.28)

ur -0.002*** -0.0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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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4.19)

tl
0.001***

(5.47)

0.001***

(5.6)

inf
0.002***

(2.98)

续表 4

cwi (1) (2) (3) (4) (5)

_cons
0.152***

(14.52)

0.146***

(13.89)

0.215***

(10.84)

0.193***

(9.64)

0.188***

(9.34)

N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2(overall) 0.684 0.720 0.651 0.615 0.624

注：***、**、*分别表示在 1%、5%与 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内为 t 值；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三种策略进行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共同

富裕指数用标准化计算方法替换规格化计算方法，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指数用熵权计算方法替换熵权 topic 计算方法，对被解释

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 1%的缩尾处理以去除异常值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6)-(8)显示 gdi 系数均为正且在 1%水平下显

著，假设 1 再次得到证实。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cwi

稳健性策略

(6)替换被解释变量 (7)替换解释变量 (8)缩尾处理

gdi
2.895***

(7.98)

0.004***

(8.39)

0.436***

(8.03)

edu
0.001***

(4.47)

0.0002***

(5.1)

0.0002***

(6.6)

ur
-0.006**

(-2.21)

-0.002***

(-4.57)

-0.001***

(-3.69)

tl 0.006*** 0.001*** 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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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5.99) (5.36)

inf
0.007*

(1.89)

0.001***

(2.71)

0.002***

(3.7)

_cons
-2.579***

(-18.69)

0.182***

(8.78)

0.181***

(9.4)

N 2160 2160 2160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R2(overall) 0.657 0.627 0.655

(三)时变性与区域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异质性影响，将样本按时间与区域划分，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进行时变性与区域异

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时变性与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cwi (9) (10) (11) (12) (13)

gdi
0.161***

(4.88)

0.416***

(5.44)

0.046

(1.01)

0.236***

(3.17)

0.595***

(6.47)

_cons
0.196***

(15.71)

0.396***

(8.3)

0.257***

(12.14)

0.146***

(4.18)

0.058

(1.64)

N 1080 1080 620 720 8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 2001—2010 年 2011—2020 年 上游 中游 下游

R2(overall) 0.477 0.267 0.825 0.896 0.623

(9)-(10)显示 2001—2010 年和 2011—2020 年两个时间段 gdi 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但 2011—2020 年样本 gdi 的系

数(0.416)大于 2001—2010 年样本(0.161),表明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滚雪球”效应，后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对共

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相较前期更大，绿色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更明显，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绿色发展方式日益重视的实践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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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显示下游地区 gdi 系数(0.595)大于中游地区(0.236)且均显著，而上游地区 gdi 系数不显著，表明绿色发展对共

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技术较为落后，绿色技术替代成本较高，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二是我国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定价、交易机制仍不完善，上游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生

态资源，但不能顺利转化为生态资产和经济价值；三是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也对产业发展有一定程度抑制作用。而中下游地区

绿色发展观念和技术相比上游地区普及，对绿色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更强，技术替代成本较小、更迭更快，绿色技术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易发挥，因此绿色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更显著。

(四)中介机制检验

为明晰城市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具体作用机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机制效应，结果如表 7 所示。(14)、(16)、(18)

显示 gdi 在 1%水平下显著促进 ino、ts、int,(15)、(17)、(19)显示 ino、ts、int 在 1%水平下显著促进共同富裕。这表明绿色

发展可以通过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信息化转型效应影响共同富裕。

表 7 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4) (15) (16) (17) (18) (19)

ino cwi ts cwi int cwi

gdi
41.373***

(8.76)

0.127***

(3.47)

0.420***

(2.80)

0.423***

(8.36)

0.156***

(2.85)

0.436***

(8.41)

ino
0.008***

(48.68)

续表 7

变量

(14) (15) (16) (17) (18) (19)

ino cwi ts cwi int cwi

ts
0.106***

(14.11)

int
0.198***

(9.45)

_cons
-0.006

(-0.00)

0.188***

(13.75)

0.974***

(17.09)

0.085***

(4.14)

0.018

(0.86)

0.184***

(9.36)

N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216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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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overall) 0.134 0.865 0.179 0.619 0.594 0.665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地级市共同富裕和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2001

—2020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共同富裕指数，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的

面板 OLS 模型，对城市层面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本文的 4个研究假设。计量结果显示：(1)2001—

2020 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市的共同富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下游地区的共同富

裕和绿色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2)绿色发展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

成立。(3)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时变性和区域异质性，后期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比前期大，下游

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大于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绿色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不明显。(4)中介机制检验显示，

绿色发展通过创新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信息化转型效应显著促进共同富裕。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1)强化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正面效应。针对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进程的新需求，

首先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和推广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溢出，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其次要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筑牢共同富裕

的物质基础。最后，大力推进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普及与数字化技能均衡配置，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以信息流

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信息化、数字化赋能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实现机会更加

公平的增长。(2)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支持政策。首先要完善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定价、交易机制，加快推动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资

产化、生态资产价值化，发展绿色产业和碳汇产业，激发欠发达地区的绿色发展能力。其次，应建立区域均衡的财政转移支付

制度，加强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特别是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发展型基本公共

服务上加快均等化进度。最后要健全跨区域帮扶机制，以飞地经济为抓手推动产业、人才、技术等资源的互融互通。(3)以提升

人力资本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协调发展为抓手助力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继续提高教育普及水平，促进城乡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其次，要加快城乡交通、物流、

信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提升市场流通效率，促进经济循环畅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

要素集约化利用水平，推进产业协调发展。最后要避免城市化过程给共同富裕带来的负面效应，防止人才、资源、产业过度集

中在城市，形成资源在城乡双向流动的机制，一方面解决进城农村劳动力和流动人口市民化问题，另一方面以市场激励方式激

活农村闲置资源，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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