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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产业转型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

应与门槛效应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 2008—2020 年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

果显示: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技术进步对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特征,并且城市

规模越大,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越强;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中小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0.237。为此,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应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技术与产

业的适配度,并结合自身条件,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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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优化营商环境是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助力市场主体发展、培育高端产业的重要举措
①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营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绿色发展，规划建设新型产业体系”,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复制推广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举

措”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不难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已成为中央关

注的重点话题。与之对应，产业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营商环境优化则是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绿色发展、产业质量提升的外部保障与内在动力。一方面，营商环境优化能打造更加自由的外部环境，有

利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培育更高质量、更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优化伴随着产权制度的完善，能激发市

场主体创新动力，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创新水平、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战略实施力度最强的地区之一，长江经济带地理跨度大，囊括云南、湖北、上海等 11 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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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均超过全国的 40%。为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构建营商环境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指标体系，

探讨长江经济带 2008—2020 年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直接作用与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具体而言，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营商环境优化与技术进步能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营商环境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营商环境优化、

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上述问题的回答能厘

清营商环境的保障与引擎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二、文献综述

营商环境在本质上是制度约束，其内涵界定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参与经济活动时遵循政策文

件所产生的成本总和，包括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是经济环境、行政环境等各种约束条件的集合
[1]
,狭义的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

经济生活中所面对的一系列制度约束，主要包括产权保护、税收力度等，并且政府在营商环境优化中具有重要作用
[2]
。此外，在

营商环境的测度上，研究机构、相关学者构建的指标体系已较为健全。测评指标以综合性指标为主，同时也包含单一指标，单

一指标测度营商环境主要通过市场化指数
[3]
;综合性指标测度营商环境相对丰富，但总体上从基础设施完善、政府服务效率、社

会服务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四个维度进行衡量
[4]
。进一步地，优化营商环境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营商环

境优化能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产业内部合理竞争，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5]
;另一方面，营商环境优化能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进而提升要素产出效率
[6]
。

产业转型升级的本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发展效率变化所引致的产业质变的动态过程。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其复杂程度首先体现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现有研究通常基于协同二、三产业发展与带动就业能力进行测度
[7]
;

其次是产业的空间聚集和跨区域转移，区域二元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差异推动了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协同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产业

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
[8]
;再次是产业发展能耗与发展质量，其本质是通过产业迈向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促进产业与技术交

融，逐步降低单位产出能耗，提高发展质量
[9]
。在产业转型升级测度上，以往研究包括综合指标和单一指标。综合指标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测度主要是基于其内涵进行拆分，进而通过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污染治理等进行多维考察
[10,11]

,单一指标衡量产业转

型升级主要考察生产效率是否得到提升，通常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12]
。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子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

进行
[13]
,包括环境规制、要素流动等视角

[14]
。

上述文献对营商环境与产业转型升级进行了探讨，对本文有一定启发作用，但不难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

作用路径研究仍有空缺。首先，以往文献主要基于劳动力流动、环境规制等传统角度，分析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

用机制，但通过技术进步研究二者关系的文献较少；其次，受限于数据问题，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省级层面，而中国目前着眼于

城市群发展，缺乏围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要战略区域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基于城市层面，对营商环

境与产业结构升级进行测度，从更加细致的角度探讨两者关系，能有效降低结论偏颇；以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分析营商环境

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作用，拓展了机制路径，深化现有文献；基于异质性视角，考察不同区域、不同城市规模营商环境

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研究更加深入、具体，对应的政策建议更具参考价值。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

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是多方面、多维度、全面性的
[15]
。产业转型升级是指通过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

改造传统行业，推动污染治理，发展“互联网+”、智能制造等高端产业。首先，营商环境优化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包括政策偏向、融资渠道、服务效率等，这些因素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16]
;其次，营商环境优化能进一步提升市场的

透明度，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企业间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高效匹配，提高要素产出效率，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最后，营商环境优化存在技术、资本偏向性，具体而言，营商环境优化可通过投资特定行业、特定技术，营造良好的

创新氛围，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结构性动力
[17]
。据此，提出假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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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提升作用。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

技术进步偏向发掘了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路径
[18]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但实际上技术

进步对要素边际产出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当技术进步更能节约资本(劳动)要素时，技术进步会偏向于资本(劳动),进而提

升要素产出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19]

。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内生增长理论研究二者关系
[20]
。一方面，技术进步会推动要素的

产出效率出现差异，改变生产要素之间的代换关系，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21]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会影响生产要素的投入强度，高

质量发展背景下，行业技术进步会显著偏向于高素质劳动力，那么相应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就会增加，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22]

。据此，提出假说 2:

H2:技术进步能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

营商环境优化将提供良好创新环境，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

体，企业在维持市场经济平稳运行、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技术进步以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营

商环境优化能有效约束政府行为，提高审批效率，降低市场主体寻租意愿，企业更愿意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竞争优势，淘汰落后

产能，培育新兴产业，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23]
;其次，营商环境优化伴随着投资环境完善和服务水平提升，能有效

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域内投资设厂，企业集聚使得交易成本下降，并且高新技术企业存在技术外溢、资金外溢效应，能带动

行业创新氛围以及整个经济体转型升级
[24]
;最后，营商环境优化注重制度软环境与基础设施硬环境建设，而产业转型升级强调产

出效率与质量，二者在深层次内涵上存在差异，并且营商环境整体发展不平衡，其带来的极化效应可能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

距，因而使得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假说 3、假说 4:

H3:技术进步对营商环境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存在中介效应。

H4: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作用具有门槛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绘制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作用的逻辑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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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上述假说，在借鉴杨继东和杨其静
[15]

的做法上进行改造，构建以下模型。首先，设定模型(1),检验营商环境对产业

转型升级的直接影响。

式(1)中，i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up为产业转型升级，env 代表营商环境，control 是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工业化发展

水平(ind)、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力就业情况(lab)、公共交通情况(com_ser),μt 为时间效应，vi 为个体效应，ε为随机

误差项。

其次，设定模型(2),检验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patent 代表技术进步，其余变量与式(1)相同。

再次，为了验证营商环境通过技术进步间接作用于产业转型升级，设定模型(3),检验营商环境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

最后，同时考虑营商环境和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构建模型(4)。

参考温忠麟等
[25]

的做法，通过逐步回归法验证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步骤如下：首先，检验模型(1)中α1的显著性；其次，

在模型(1)核心解释变量显著的基础上结合模型(3),检验营商环境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显著性；最后，将营商环境、技术进步与产

业转型升级纳入一个方程，即模型(4),检验模型中γ2 的显著性。若上述条件均满足，则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γ2

β1/(γ1+γ2β1)。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up):产业转型升级是综合性指标，需要从多角度、全方位进行衡量。基于彭山贵等
[26]
与成鹏飞等

[11]
的研究成

果，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绿色发展、产业质量提升 3个层面包含 7项指标(表 1),测度产业转型升级水平。

表 1 产业转型升级指标体系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5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方向 权重

产业转型升

级

产业结构优

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二产业产值之比 + 0.123 4

产业结构合理化 泰尔指数 - 0.126 6

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产值比重与产业劳动力比重差异程度之和
②

- 0.127 0

产业绿色发

展

产业发展能耗

单位 GDP 电耗 - 0.127 3

单位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 - 0.127 4

产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
城市废物处理率

③
+ 0.126 8

产业质量提

升

固定资产投资效

果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量/上一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 0.123 1

人均 GDP GDP/城市年末常住人口 + 0.118 4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2. 核心解释变量

营商环境(env):营商环境是企业进行经济活动时所必须遵循的政策文件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总和，包括税收强度、社会服务

等多个层面
[1]
。基于刘新智和黎佩雨

[4]
与董志强等

[2]
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得性，以投资便利度、市场潜力、基础设施、社

会服务这四个维度作为营商环境评价主线(表 2),测度营商环境优化水平。采用离差法对产业转型升级与营商环境三级指标进行

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结合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27]
,并计算得分。

表 2 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计算方法 方向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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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

投资便利度

税负水平 财政收入/GDP - 0.074 7

政府干预 财政支出/GDP - 0.075 7

市场潜力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常住人口 + 0.066 0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 GDP + 0.066 0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常住人口 + 0.064 4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0.078 5

GDP 增速 GDP 增速 + 0.069 3

基础设施

人均公路里程 等级公里总里程/常住人口 + 0.065 4

城市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0.073 2

货运总量 货运总量 + 0.067 9

供电能力 全社会用电量 + 0.076 0

社会服务

医疗服务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 0.074 7

教育服务 教育支出/GDP + 0.073 9

融资服务 金融机构贷款/GDP + 0.074 3

3.机制变量

技术进步(patent):专利申请数是创新能力的直接反映，也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7]
,选取专利申请数作为技术进步指标。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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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

参考李治国等
[28]

与陆小莉等
[29]

的成果，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工业化发展水平(ind)是产业转型升级

的直接体现，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进行衡量；(2)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要素，逐步成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测度；(3)劳动力(lab)作为基本生产要素，

其数量和质量对产业转型升级有重要影响，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期末人数测度劳动力就业水平；(4)公共交通情况(com_ser)

部分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流动速率，引致了城市产业结构的更替，影响了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采用年末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

与出租汽车营运车辆数之和测度。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剔除行政区划改变和数据缺失城市，如毕节、铜仁等，选取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样本。数据取自

2009-2021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年鉴以及相应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预测和估算。为避免异方差

的出现，对机制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同时，为排除共线性问题，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由表 3 可知，各变量的相关

系数整体较低，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此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4。

表 3 相关系数矩阵

up env lnpatent lnlab lnlab lnfdi lncom_ser

up 1

env 0.498*** 1

lnpatent 0.530*** 0.633*** 1

lnlab 0.432*** 0.551*** 0.423*** 1

lnind 0.378*** 0.462*** 0.691*** 0.213*** 1

lnfdi 0.466*** 0.470*** 0.683*** 0.231*** 0.770*** 1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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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om_ser 0.521*** 0.652*** 0.611*** 0.262*** 0.655*** 0.679*** 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简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up 1 404 0.586 3 0.076 4 0.262 3 0.852 3

解释变量 env 1 404 0.250 8 0.051 8 0.130 2 0.578 3

机制变量 lnpatent 1 404 2.725 1.191 7 0.001 3 5.572 2

控制变量

lnlab 1 404 10.832 2 1.912 6 2.080 1 14.819 2

lnind 1 404 8.435 2 2.536 6 1.959 6 16.643 1

lnfdi 1 404 7.014 6 1.231 7 4.029 8 10.233 1

lncom_ser 1 404 7.825 5 1.032 5 5.640 4 11.743 9

五、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表 5)。由列(1)可知，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显著为正，

反映了营商环境优化能吸引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聚集，提升社会服务效率，打造透明市场环境，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假

说 1 得到验证；由列(2)可知，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反映了技术进步能有效带动落后产能淘汰，提高要素

产出效率，推动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假说 2 得到验证；列(1)、(3)、(4)核心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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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均显著，说明技术进步对营商环境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存在中介效应，结合列(3)、(4)回归系数，计算得中介效用占比

为 30.47%,说明营商环境优化能通过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完善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等方式吸引企业投资，提高科技水平，带

动产业与技术融合，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假说 3 得到验证；列(4)中，将营商环境、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放入一个方程，

同时考察二者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结果显示二者均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作用力度存在明显差异……,营商环境优化对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强。分析控制变量，劳动力就业水平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但对技术进步起阻碍作用，原因是我国目前

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雇佣价格便宜，企业可通过雇佣劳动力替代大部分技术需要，进而抑制创新活动；工业化水平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作用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最大，原因是工业企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载体，其本身的结构调整就

代表了产业转型升级；公共交通情况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显著为正；外商投资水平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在于

长江经济带地理跨度大，区域间的外商投资水平差异显著，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进而使得回归系

数不显著。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up up lnpatent up

env

0.531 0*** 7.283 3*** 0.369 0***

(7.37) (11.70) (4.96)

lnpatent

0.027 1*** 0.022 2***

(8.92) (7.03)

lnlab

0.002 2*** 0.002 5*** -0.142 8*** 0.001 3***

(4.99) (6.45) (-4.22) (2.76)

lnind

0.038 4*** 0.040 2*** -0.133 0** 0.041 4***

(6.06) (6.40) (-2.43) (6.64)

lnfdi
-0.000 5 -0.001 1 0.047 2*** -0.00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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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0.01) (2.77) (-0.77)

lncom_ser

0.014 1** 0.015 6** 0.096 5* 0.011 9*

(2.27) (2.56) (1.80) (1.95)

_cons

0.065 6 0.097 5 0.070 7 0.064 0

(1.06) (1.59) (0.13) (1.05)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 1 404 1 404 1 404 1 404

R2 0.676 0 0.682 0 0.900 6 0.687 9

注：括号内数值为相应系数的 t 统计量。若无特别说明，下表同

(二)异质性分析

1.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

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体现，城市规模对社会服务、创新活动、基础设施建设等具有重要影响，可能产生城市规模异质

性。因此，以 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城市规模为参考
④
,将测评对象划分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分组进行分析。

由表 6可知，整体而言，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营商环境优化与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效果明显，

这再次验证了假说 1、2;分类讨论，比较列(5)和(7)、(6)和(8)可知，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

城市规模异质性，大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均优于中小城市。从营商环境角度分析，中小城

市营商环境优化力度不够，发展时间较短，在政府服务效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发展潜力上与大城市存在明显差距，并且其

自身发展更多依靠传统行业，产业结构问题突出，因而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较低；从技术进步角度分析，

中小城市产业以第二产业为主，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对技术依赖程度低，并且区域内科研机构少，创新环境差，

因而导致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效果较小。

表 6 城市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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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大城市 中小城市

(5) (6) (7) (8)

env

0.615 3*** 0.482 1***

(6.09) (4.86)

lnpatent

0.032 5*** 0.024 7***

(6.20) (6.19)

_cons

0.092 6 0.144 1 0.024 9 0.060 5

(1.04)
(1.62) (0.29) (0.7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 767 767 637 637

R2 0.677 6 0.678 2 0.668 1 0.675 9

2.区域异质性分析

长江经济带囊括九省两市，区域间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能产生区域异质性。基于此，本部分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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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分组进行回归
⑤
,探讨营商环境优化区域异质性。

由表 7可知，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各区域营商环境优化、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均显著为正，并且营商环境系

数均显著高于技术进步系数，这从侧面反映了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正处于初步阶段，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进步的依赖程度低。

分区域讨论，由列(9)、(11)、(13)可知，营商环境优化作用力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特征，下游至上游回归系数依次为 0.624 8、

0.357 7、0.239 3,可能的原因是中上游城市营商环境发展较差，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较小；分析中上游内部差异，中游整体经

济发展水平更高，并且区域内经济发展更为均衡，极化现象较弱，产业转型升级具备一定经济条件，营商环境优化更能带动产

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样呈现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技术进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力度呈现自

东向西衰减特征，原因在于下游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密集，创新环境适宜，相应的科技水平更高，并且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

等第三产业发达，对技术进步依赖程度更高，使得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大；相反，中上游除重庆和各省会城市

外，其余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并且以传统第二产业为核心支柱，技术进步路径依赖程度低，使得中上游技术进步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效果与下游存在显著差异。

表 7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上游 中游 下游

(9) (10) (11) (12) (13) (14)

env

0.239 3* 0.357 7*** 0.624 8***

(1.77) (4.25) (5.49)

lnpatent

0.014 7*** 0.017 2*** 0.043 5***

(3.51) (4.46) (7.98)

_cons

0.523 5*** 0.546 0*** -0.436 8*** -0.522 9*** -0.003 1 0.131 0

(5.05) (5.39) (-4.28) (-5.21) (-0.02) (1.0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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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403 403 468 468 533 533

R2 0.597 5 0.607 2 0.718 5 0.719 6 0.715 5 0.732 9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转型升级可能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借鉴连玉

君等
[30]
的做法，使用营商环境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系统 GMM 估计。由表 8列(15)可知，模型中 AR(1)显著，AR(2)检验的

伴随概率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即模型残差无自相关，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通过，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有效。并且各模型核

心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与上述分析一致，稳健性得到验证。

2.其他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解释变量。参考梁琦等
[3]
的做法，将王小鲁等

[31]
编制的省级市场化指数匹配到地级市，作为营商环境替换指标；

第二，删减样本。重庆和上海作为直辖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
⑥
,在产业政策、经济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与其他城市存在

显著差异，选择删减后进行回归；第三，缩微处理。考虑到城市间营商环境优化程度并不平稳，极端值可能对模型估计结果产

生影响，选择缩减营商环境前后 1%的极端值进行回归。由表 8列(16)、(17)、(18)可知，以上稳健性检验均显著，再次证明回

归结果稳健。

表 8 稳健性检验

解释变量

系统 GMM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删减样本 缩尾处理

(15) (16) (17) (18)

l.env

0.384 1***

(2.93)

env

0.162 8*** 0.538 1*** 0.536 8***

(11.65) (7.00) (7.27)

_cons

0.300 8*** -0.099 6 0.047 5 0.052 4

(9.60) (-1.59) (0.750 (0.86)

AR(1) 0.067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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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2) 0.270

Sargan 0.24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Obs 1 296 1 404 1 378 1 404

R2 0.694 5 0.657 7 0.677 9

注：l表示滞后一期，AR 和 Sargan 为 p 值，系统 GMM 列括号内为 z统计量

(四)拓展分析

为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是否具有门槛效应，该部分使用 Hansen 门槛面板模型，对营商环境门槛效应进行分析。

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上式中，τi,t 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门槛值，I(·)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与(1)式相同。

由表 9、图 2 可知，长江经济带中小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为 0.237。因此，按照门槛

值将城市划分为 2 组，分组进行回归。

表 9 营商环境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BS 次数 门槛数 长江经济带 大城市 中小城市

门槛值 P值 门槛值 P值 门槛值 P值

env 300

1 0.281 0.463 0.294 0.442 0.237** 0.033

2 0.193 0.643 0.202 0.833 0.249 0.512

注：p值和临界值均由抽样 300 次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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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0 可知，长江经济带中小城市营商环境单一门槛显著，假说 4得到一定验证。分组讨论，当营商环境指数小于 0.237

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力度较小，系数为 0.326 1;当营商环境指数大于等于 0.237 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

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提升，系数上涨至 0.642 2,并且显著性也得到增强。究其原因，在营商环境优化较差城市，政府在资源配

置中起主导作用，市场引导为辅，要素配置效率较低，因而使得营商环境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力度小，相反，营商环境优化较

好城市，对应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等条件完备，并且市场在要素配置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要素的高效配置能带动产出效率提

升，经济结构优化，发展能耗降低，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表 10 中小城市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0.000≤env<0.237 env≥0.237

env

0.482 1*** 0.326 1 0.642 2***

(4.86) (1.62) (3.87)

_cons

0.024 9 0.052 3 -0.078 4

(0.29) (0.55) (-0.76)

control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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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Obs 637 234 403

R2 0.668 1 0.643 8 0.701 4

六、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以技术进步为中介变量，基于营商环境优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支撑，对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

转型升级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2008-2020 年，长江经济带营商环

境优化、技术进步能显著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且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部分通过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所体现，

中介效用占比为 30.47%;(2)异质性上，长江经济带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力度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特征，并且城市等

级越高，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越强；(3)长江经济带中小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单一门槛效应，

即随着发展程度的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显著性也不断提升。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全面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促使营商环境优化成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持续性动力。长江经济带各区域营商环境优化

程度不均衡，进而导致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存在显著差异，针对中上游营商环境优化起步区域，首先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

是新型基建，包括 5G 基站、城市轨道交通等，通过改善城市硬环境，量化目标推进营商环境发展；下游等营商环境优化先行区

域，营商环境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应结合产业发展特点，出台有利于金融、半导体等高新产业营商环境发展规划，引领营商

环境发展深化方向，协同营商环境推进速度与质量，通过提“质”跨越营商环境发展门槛。

第二，营造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推动技术进步，并提升技术产业适配度。技术进步对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技

术能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因而不仅要提高技术水平，更要推动技术与产业融合。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根据自身产

业结构，寻求适配的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如下游上海、浙江、江苏所辖城市，核心产业为金融、互

联网、芯片制造，其技术进步的重点就在于互联网算法、光刻机制造等相关方面；另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应加大科研投

入，增强企业在创新活动、技术应用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政策支持力度，夯实技术进步制度保障，创

新营商环境优化与技术进步融合机制，共同塑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第三，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根据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条件，明确上、中、下游重点发展方向，针对性地制定发

展政策。上游地区应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借助“东数西算”工程，引进东部高端生产要素，畅通要素流动渠道，打造区域增长

极，并借助营商环境优化推动产业与技术有效结合，加快推进轨道交通、电商等新兴产业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中游地区核心

产业为传统制造业，应借助营商环境优化，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并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承接东部高端产业梯度转型，包括生物

医药、智能装备制造等，并借助东部的技术外溢，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下游作为我国经

济中心、科技创新高地，产业转型已出初见成效，未来发展应聚焦高精尖行业，打造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吸引国际、国内人

才流入，重点关注核心技术突破，培育高新产业，以满足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注释：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见》,国办发[2022]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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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产业结构偏离度=

③城市废物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2

④国务院 2014 年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考虑到符合小城市标准的样本过少,因此将中、小城市合并

为一类进行回归分析。

⑤以 2014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划分标准,上游地区包括云贵川渝,中游

地区包括湘赣鄂,下游地区包括苏浙皖沪。

⑥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 6个

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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