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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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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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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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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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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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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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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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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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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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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i,t=α0+α1envi,t+α2controli,t+μt+vi+ε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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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i,t=μ0+μ1lnpatenti,t+μ2controli,t+μt+vi+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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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patenti,t=β0+β1envi,t+β2controli,t+μt+vi+ε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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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i,t=γ0+γ1envi,t+γ2lnpatenti,t+γ3controli,t+μt+vi+ε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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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2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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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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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产业转型升级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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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绿色发展

产业质量提升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偏离度

产业发展能耗

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

人均GDP

第三、二产业产值之比 + 0.1234
泰尔指数 - 0.1266

产业产值比重与产业劳动力比重差异程度之和① - 0.1270
单位GDP电耗 - 0.1273

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 - 0.1274
城市废物处理率② + 0.1268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量/上一年固定资产投资额 + 0.1231
GDP/城市年末常住人口 + 0.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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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
商
环
境

投资便利度

市场潜力

基础设施

社会服务

税负水平 财政收入/GDP - 0.0747
政府干预 财政支出/GDP - 0.0757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常住人口 + 0.0660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GDP + 0.0660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常住人口 + 0.0644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0.0785
GDP增速 GDP增速 + 0.0693

人均公路里程 等级公里总里程/常住人口 + 0.0654
城市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0.0732
货运总量 货运总量 + 0.0679
供电能力 全社会用电量 + 0.0760
医疗服务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 0.0747
教育服务 教育支出/GDP + 0.0739
融资服务 金融机构贷款/GDP + 0.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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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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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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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产业结构偏离度= ∑ni=1 (
各产业产值比重
各产业就业比重-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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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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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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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 0.5863 0.0764 0.2623 0.8523
解释变量 env 1404 0.2508 0.0518 0.1302 0.5783
机制变量 lnpatent 1404 2.725 1.1917 0.0013 5.5722

控制变量

lnlab 1404 10.8322 1.9126 2.0801 14.8192
lnind 1404 8.4352 2.5366 1.9596 16.6431
lnfdi 1404 7.0146 1.2317 4.0298 10.2331

lncom_ser 1404 7.8255 1.0325 5.6404 11.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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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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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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patent

lnlab

lnind

lnfdi

lncom_ser

_cons

0.5310*** 7.2833*** 0.3690***

(7.37) (11.70) (4.96)

0.0271*** 0.0222***

(8.92) (7.03)

0.0022*** 0.0025*** -0.1428***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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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84*** 0.0402*** -0.1330** 0.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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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5 -0.0011 0.0472*** -0.0015
(-0.23) (-0.01) (2.77) (-0.77)

0.0141** 0.0156** 0.0965* 0.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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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56 0.0975 0.0707 0.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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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 1404 1404 1404
R2 0.6760 0.6820 0.9006 0.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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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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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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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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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 城市规模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大城市

(5) (6)
中小城市

(7) (8)

env

lnpatent

_cons

0.6153*** 0.4821***

(6.09) (4.86)

0.0325*** 0.0247***

(6.20) (6.19)

0.0926 0.1441 0.0249 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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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776 0.6782 0.6681 0.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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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中、下游,分组进行回归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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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48、0.3577、

0.2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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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
中游

(11) (12)
下游

(13) (14)

env

lnpatent

_cons

0.2393* 0.3577*** 0.6248***

(1.77) (4.25) (5.49)

0.0147*** 0.0172*** 0.0435***

(3.51) (4.46) (7.98)

0.5235*** 0.5460*** -0.4368*** -0.5229*** -0.0031 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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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 403 403 468 468 533 533
R2 0.5975 0.6072 0.7185 0.7196 0.7155 0.7329

81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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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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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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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v

env

_cons

系统GMM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删减样本 缩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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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841***

(2.93)

0.1628*** 0.5381*** 0.5368***

(11.65) (7.00) (7.27)

0.3008*** -0.0996 0.0475 0.0524
(9.60) (-1.59) (0.750 (0.86)

AR(1)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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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6 1404 1378 1404
R2 0.6945 0.6577 0.6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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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i,t=η0+η1envi,t.I(τi,t≤γ)+η2envi,t.I(τi,t>γ)+η3controli,t+ut+vi+ε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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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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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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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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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槛值 P 值

大城市

门槛值 P 值

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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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长江经济带中小城市营商环境单一门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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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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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cons

0.4821*** 0.3261 0.6422***

(4.86) (1.62) (3.87)

0.0249 0.0523 -0.0784
(0.29) (0.55)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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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 637 234 403
R2 0.6681 0.6438 0.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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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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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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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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TechnologicalProgress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
AnEmpiricalAnalysis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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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dustryisthecarrierofeconomicdevelopment,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isanimportant
wayto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ment.Thefixed-effectmodel,mediatingeffectandthresholdeffectareusedtoem-
piricallytesttheimpactof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andtechnologicalprogresso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
andupgradingin108citiesof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from2008to2020.Theresultsshowthatbothbusiness
environmentoptimizationandtechnologicalprogresshavesignificanteffectso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
ding,andtechnologicalprogresshassomemediatingeffectso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promotedby
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Intermsofheterogeneity,theimpactof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onin-
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decreasesfromeasttowest,andthebiggerthecityis,thestrongertheimpactof
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is.Intermsofthresholdeffect,theoptimizationofbusinessenvironmentinbigcities
hasathresholdeffectontheimprovementof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level,withathresholdvalueof0.
237.Tothisend,citiesalongtheYangtzeRiverEconomicBeltshouldspeeduptheconstructionofnewinfrastructure,
promotetheoptimizationofthebusinessenvironment,improvethecompatibilityoftechnologicalprogressandindustri-
alstructure,andimplementdifferentiateddevelopmentstrategiesbasedontheirownconditions.
Keywords:businessenvironmentoptimization;technologicalprogress;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the
YangtzeRiverEconomic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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