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9卷 第5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9月
Vol.49 No.5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23

DOI:10.13718/j.cnki.xdsk.2023.05.009 经济与管理

绿色金融能助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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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金融可以助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8—2020年

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分别测算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两者

关系。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促进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在空间层面正向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

设;在机制检验部分发现,绿色金融可以通过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强化政府环保治理力度和改善农业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在分地区异质性探究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

建设有显著影响,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因此,应积极发挥绿色金融的社会引领作用,保证资源利用方式向

生态绿色可持续利用的方向转型,在实现农村全面绿色投入导向的基础上实现和推进乡村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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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迅猛发展的同时,其粗放式的发展范式也引致了一系列生态

环境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踏上了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党的十九大确立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要求持续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①。进入“十四五”时期,为巩固前期的

生态文明建设中获取的丰硕果实,我国开始步入了以低碳发展为目标的绿色经济发展阶段。党

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实施绿色循环经济,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应该说,绿色经济发展

的源动力有赖于绿色金融,和传统金融不一样,绿色金融在敦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致力于

经济可持续发展,以绿色金融促使绿水青山化为金山银山也可以从这一层面更好地诠释[1-2]。那

么,绿色金融会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何种影响呢? 绿色金融是否会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形

成空间溢出效应呢? 绿色金融会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影响乡村生态文明? 并且,由于我国有广袤

的乡村地区,不同乡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那么绿色金融是否会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存在地区的异质性呢?

在学术界,Morrison首次创立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后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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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于2015年4月和2015年9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为了遏制区域和流域性环境污染,在2020年年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
年6月 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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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模式[3]。Wackernagel等创建生态足迹理论,随后被政界与学界广泛用于评价生态承载力

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4]。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在生态评价指标

体系方面,随着《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标准》的颁发,学界基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绩效研究不断增加,包含了省、市、生态文明示范区等,如张董敏等使用准实验检验准

则,研究生态文明示范区与普通地区之间的生态建设水平[5];辛宝贵和高菲菲探究了生态文明试

点对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6]。然而,关于乡村生态文明的研究尚少,进一步,学界关于乡村

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构建还未成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提出,乡村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因此,构建乡村生态文明指标体系与探究影响乡村生态文明的主

要因素刻不容缓。

当前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和概念内涵的探究,人类文明需

要步入一条全新的生态文明之路,实现生态文明的渠道包括绿色信贷、绿色技术创新投资、绿色

保险[7-10]。而事实上,绿色信贷、绿色技术创新投资和绿色保险都有赖于绿色金融的发展。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绿色金融的大环保概念。在此之前,上交所与深交所在2016年3月

和4月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业务试点的

通知》,同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

见》,这是我国从国家层面上第一次系统明确定义了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又称为生态金融或可持

续金融,它综合运用绿色信贷、绿色投资以及绿色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旨在支持绿色发展,其在

投融资过程中考虑潜在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有关联的潜在风险、报酬和成本都包含在银行的

日常业务范畴内,在金融日常经营中,通过对社会各类经济要素配置,防范环境污染,促进生态文

明。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更注重人的生存环境利益,由于环境资源隶属公共品,除非有政

府相关政策或者抵押,金融机构在贷款时通常不会考虑贷款方是否有生态效率,尤其是在服务国

家发展战略、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Ren发现绿色金融的宗旨是通过金融创新改善生态环境,其可以有效改善环

境污染程度[11]。Chen指出绿色金融是金融创新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结合的新产物,其功能要结

合地方市场化程度来看[12]。国内已有文献探究了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经济绿色转型、企

业投资行为、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联,然而较少有文献将研究视角转向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影响[13-16]。

实际上,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关键环节①,这说明不能实

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将对乡村振兴战略乃至发展新“三农”战略形成掣肘。而发展绿色金

融则是有效治理农村环境和稳定生态资金来源的关键所在。要想从根源上解决农村地区粗放的

农业生产与城市负外部性产业转移导致的环境污染,进而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建立乡村绿色生态

体系,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撑。“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意味着必须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

文明的双重发展目标。作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产物,绿色金融通过创新发展

模式和运作方式为传统金融附加了绿色内涵,从而促进经济与环境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17]。可

以说,绿色金融助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金融运行体系贯彻落实乡村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服务“三农”高质量运行的应有之义,因此,探究绿色金融与乡村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仅可

以拓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资金的直接来源,更有利于对我国金融发展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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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



指导[18]。那么,绿色金融到底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综上,本文将深入分析并探究绿色金融支持乡村生态文明的作用机制,以图厘清两者之间的

内涵逻辑,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切入,探究绿

色金融对其的影响,弥补当前量化分析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空缺,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

础上采用地理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验证本文假说;(2)在指标选取方面,采用多元评价指标测定

方法构建了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3)以农村产业融合、政府环保治理力度和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机制,诠释了绿色金融影响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耗费巨量的资金,仅靠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无法满足生态文明建设

的资金需求,当前绿色金融业已成为金融业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质上,绿色金融具

备防范环境风险、引领资本进行绿色投资等作用,是妥善化解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有

效工具,在新时期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绿色金融可以充分降低经济发展中

的碳排放强度,并且该效应在不同金融市场化程度地区和不同生态环境水平的地区具备异质

性[19]。

从金融深化的视角观察,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绿色金融不仅能够促使金融体系内部资金从高

污染、高碳排放的部门转向绿色新能源部门,还可以将大规模社会资本引向绿色生态领域;并且

对于金融部门内部而言,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放大金融部门对实施资本运作方的监管作用,还可以

提升金融部门本身应具备的社会环境责任功能[20]。

(一)绿色金融、农村产业融合与乡村生态文明

绿色金融和乡村产业融合均为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21]。乡村产业作为乡村发展

的基石,在改善乡村生态文明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当前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是实现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质上,农村产业融合的成功需要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

系统,乡村生态资源为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要素和生产环境的支持,同时,农村产业的发

展也为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产业支撑。农村产业融合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密不可分,它将

经济资源与生态资源相结合,是绿色金融发展的目标。传统的金融支持政策注重农产品增产,却

忽视了农村的生态问题,导致农村产业发展不完善。这不仅未能充分释放农业发展的潜力,还在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过程中给乡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绿色金融的本质是在优化和重

组资本配置的基础上,使金融这一关键的资本要素在产业运作中更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从

而在金融资本配置方面实现帕累托改进。

绿色金融可以为产业绿色发展创新奠定基础,充分发挥资金绿色导向作用,将资金投入农村

绿色产业生产中去,将企业置放在乡村地区的污染型加工厂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达到

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功能,并且在实现农村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通过信息传递、借助技术优势来整

合市场信息推动产业经营主体选择绿色生产技术,提高经营能力,从而实现农村生态绿色发

展[22]。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于技术、规模、资金的需求更大,对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也更为

苛刻,绿色金融有助于整合农村各类资源,在提供资金支持技术的同时,形成上下游产业链,将金

融服务融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以整体信用提升对抗风险的能力,促进农业上下游产业链整体凝

聚,扩大整体利益的同时保护好乡村生态环境[23]。在绿色金融引导下的农村产业融合可以具备

绿色发展的内涵,将绿色产业与农村建设相结合,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推进乡村绿色发展,能够

有效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资源消耗并减轻环境污染,为乡村文明与治污有效提供条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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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二)绿色金融、政府环保治理力度与乡村生态文明

本质上而言,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凭借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撬动社会各界资本,进一步,还可

以凭借政府担保进行贴息,从而维持商业运营与资本运作的稳定性。应该意识到,政府参与是绿

色金融可以有效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16年我国发布了《关于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

意见》,指出政府将通过划拨财政专项的环保资金,设立绿色基金,来配合绿色金融的发展,自此,

政府支出逐渐与绿色金融有序联动。在绿色金融的专业的融资手段辅助下,政府行政手段(如环

保基金、征排污费)等再分配功能得以更趋完善,这就会使市场的配置作用与政府的治理职能实

现更为有效的结合,如金融市场可以凭借政府信用背书、担保来发放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从而实

现可持续的创新型绿色金融运行模式,这将使农村地区突出的高污染产业问题得到综合整

治[24]。

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其投融资机制突破了现有金融框架,在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

提下,达到绿色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实际上,大部分绿色产业都具有公共品的福利性质,从这点

而言,绿色金融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公共品尤其是福利效应较高的环保公共品投资规模增大,从而

增加政府在绿色环保产业上的投入。其实,从金融本质上而言,需要启动资金,在绿色金融体系

不断建设与完善的过程中,政府相配套的环保基金实际上就是“启动资金”①,绿色金融的推进使

政府相配的环保投入更有针对性,政府环保职能也在不断完善。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政府财政

主要通过对资金使用端给予定向支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绿色金融将对环保行业起到引导作

用,在绿色生态理念的引领下,政府更愿意向生态产业投入大规模的环保基金。政府环保治理力

度的增强,无疑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能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三)绿色金融、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乡村生态文明

绿色金融可以避免高污染企业环境投资对创新性投资形成的挤占效应,进而改善全要素生

产率。囿于农业资金投入渠道较窄,并且总量不足,涉农贷款较低,难以满足新时期背景下不断

增长的农业融资需求,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25]。绿色金融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可以为农业机械化生产、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等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通过改

善农业技术效率、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6]。金融机构将按照环

境保护的规章制度实施资金审批与发放贷款,使原本流向农村地区的高污染和高能耗资本转而

流向绿色环保和具有可再生性等新能源的绿色低碳领域,使原本开设在城乡接合部的污染性项

目得到减少,从而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积极的正向影响[27]。

绿色金融能够建立信息识别机制,即通过信息筛选和信息驱动等效应促使农村资源向绿色

项目配置,依托市场,通过资金支持和社会监管来实现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8]。绿色金

融可以通过各种金融渠道,实时改变污染环境的机会成本,通过对企业污染型投资将形成有效的

约束机制,一旦企业投资于非环保、非绿色等污染项目,将会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和门槛约束。

在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下,企业的环境风控、环境绩效将被实时监控,只有当企业拥有良好的绿

色投资行为时,才可以获取更大规模与更久时限和更低利息的金融贷款,而面临高昂的污染成

本,企业唯有实现绿色发展的创新转型才可以继续维持生产运营,在改善农村生态产业发展中缺

乏抵押物的金融短缺问题的同时,使农村生态环保类产业更容易获取信贷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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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发展,起到绿色资本的良性配置功能,在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生态环境

问题,从而实现乡村文明建设[15,29]。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绿色金融可以助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其影响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的机制是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强化政府环保治理力度和改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三、指标说明及数据说明

(一)指标选择与测算

1.解释变量: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表示该地区金融部门对绿色产业的支持程度,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参考张婷等的研究

后[30],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2008—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除港澳台地区、西藏自治区)

的数据,从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和碳金融五个维度选取指标:行业利息支出

变动与行业贷款规模变动密切相关,高耗能行业利息支出占比可以有效反映高耗能行业从银行

获得的贷款规模,本文选取各省高耗能产业利息支出占比来逆向反映绿色信贷发展状况,进而从

逆向突出商业银行遏制环境污染的力度;选取六大高耗能行业A股市值占比作为绿色证券的衡

量指标,主要反映高耗能产业通过发放股票在资本市场融资并阻碍绿色产业发展的力度;选取治

理环境污染投资占比(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作为绿色投资的衡量指标,主要反映绿色

产业通过银行贷款、资本市场以外融资渠道的融资水平;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保险,具有很

高的公共属性,是对农业生产活动中自然灾害等保险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保障,选取农业保险

规模占比作为绿色保险的衡量指标,主要反映绿色保险的发展程度;碳金融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

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30]。本文借鉴史代敏和施晓燕的研究[3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具体见表1。
表1 绿色金融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绿色金融

发展水平

绿色信贷 高耗能工业利息占比 高耗能工业产业利息支出/工业利息总支出

绿色证券 高耗能行业市值占比 六大高耗能A股市值/A股总市值

绿色投资 环境污染投资占比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绿色保险 农业保险规模占比 农业保险收入/农业总产值

碳金融 碳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GDP

  2.被解释变量:乡村生态文明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根据《办法》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央组织部牵头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工作,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生态文明发展指标体系,为规范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提供依据。目前学术界尚无构建乡

村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研究,为了尽量减少和避免权重确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及某些客观局限

性,本文结合伏润民等的相关研究[32],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相结合进行客观赋权,参考温

铁军、司林波等的研究[33-34],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从自然资源存量、资源节约高效、环境友

好生产、环境友好生活四个维度共选取12项指标构建了乡村生态文明指数测算指标体系,具体

见表2。

701



表2 乡村生态文明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单位

乡村生态文明

自然资源存量

资源节约高效

环境友好生产

环境友好生活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水资源总量/乡村人口数 亿立方米/万人

森林覆盖率 森林面积/土地面积 %
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乡村人口数 公顷/万人

农村人均用电量 农村用电总量/乡村人口数 亿千瓦时/万人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耕地面积 吨/公顷

有效灌溉率 有效灌溉面积/耕地面积 %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占比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耕地面积 %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人口数 千瓦/人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 供水综合生产能力 万立方米/日

农村可再生资源利用 人均太阳能热水器 平方米/人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率 %
卫生厕所普及率 卫生厕所普及率 %

  3.机制变量

(1)农村产业融合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35-38],本文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

挥、农业新业态培育、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乡村产业融合指数测算指标体系,采
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选取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衡量该地区的农业产业链延伸状况,选取人

均主要农产品产量来衡量该地区的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状况,选取设施农业面积占比来衡量该地

区的农业新业态培育状况,选取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来衡量该地区的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状况。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设施农业用地面积的数据来

自《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来源统

计口径基本一致来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同时采用插值法对个别年份缺失数据进行

填补。
表3 产业融合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单位

农业产业链延伸 人均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人口数 万元/人

农业多功能性发挥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 人均主要农产品产量加总 公斤/人

农业新业态培育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占比 设施农业用地面积/耕地面积 %
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 农林牧渔服务业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 %

  (2)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参考李健旋[39]的研究,采用SBM-GML方法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投入要

素包含:农业从业人数(劳动投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土地投入)、农用机械总动力(机械投入)、

灌溉面积、农膜、化肥、农药;期望产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非期望产出:农药、柴油、翻耕、农膜、

化肥、灌溉的碳排放总量。
(3)政府环保治理力度

采用环境保护支出占GDP的比重刻画政府的环保治理力度。

4.控制变量

工业化: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工业化的指标;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

方人均GDP表示;城镇化:采用地区城镇人口与当地人口总量的比值表示。科技化:采用科技支

出占GDP的比重表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农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表示。为消除量纲对建

模的影响,文章将部分变量采用对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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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

料汇编》《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部分省份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构建

进一步,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各地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存在空间溢出

效应,因此,为了验证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效应本文建立了空间计量模型,包括

如下三种:

xcit=ρ∑
N

j=1
wijxcit+∂gfit+βxit+μi+δt+εit (1)

xcit=∂gfit+βxit+μi+δt+θit θ( it=ω∑
N

j=1
wijθjt+εit) (2)

xcit=ρ∑
N

j=1
wijxcit+∂gfit+βxit+μi+δt+εit+γ∑

N

j=1
wij(gfit+xjt) (3)

式(1)、(2)和(3)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三个公式依次对应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

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gfit为i省t年的绿色金融指数,xcit为i省t年的乡

村生态文明指数。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w 为N×N 为经过标准化的非负空间权重矩阵。ρ
为空间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系数,∑wijxcit表示内生因变量交互影响。θit表示空间自相关的残差

项,ω 为空间误差项的空间自回归系数。∂、γ 和β 是待估参数,分别为绿色金融和控制变量的

N×1维的系数向量,μi、δt分别为空间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独立且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其余变量同式(1)一致。

空间权重矩阵 W采取基于距离函数的地理距离矩阵,具体如下:

W *d
ij =

1
dij

2i≠j

0i=j

ì

î

í

ï
ï

ïï

(4)

式(4)中W *d
ij 表示地区i和地区j之间的空间依赖关系,该值越大则空间依赖度越大,dij表

示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提供的经纬度数据所测算的地区i和地区j之间的球面距离。

首先采用 MoransI指数(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检验空间自相关性:

MoransI=
∑

n

i=1∑
n

j=1wij(Yi-Y
-
)(Yj -Y

-
)

Z2∑
n

i=1∑
n

j=1wij

(5)

(5)式中,Z2=
1
n∑

n

i=1
(Yi-Y

-
),Wij采取一阶共边(rook)为邻接的加权矩阵,Y

-

=
1
n∑

n
i=1Yi。

MI取值在[-1,1]之间,大于0表示区域间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小于0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性。

MI近似服从于E(I)与V(I)的正态分布,一般采用标准化统计量Z=
I-E(I)

V(I)
~N(0,1)值来

检验空间自相关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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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证分析

1.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使用局部 Moran’sI值的散点图来探究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的空间相关性。图1
中包括了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局部 Moran值散点图。图1分别为2008年、2020年的绿色

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莫兰散点图,可以发现各省份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简单随

机分布,而是存在明显正向空间自相关性。

图1 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莫兰散点图

2.基本回归分析

表4中全局莫兰指数具有显著正向相关性,在模型设定检验中通过似然比(LR)检验的联合

显著性结果表明空间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均存在;LM 和稳健的LM 检验均通过显著性检

验;LRtest(SEM)的统计量显著,拒绝将模型设置为空间误差模型;LR(SAR)的统计量显著,拒
绝将模型设置为空间滞后模型。因此,应将模型设置为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SDM)。Wald
检验拒绝将SDM模型设置为SAR、SEM模型。

表4 空间模型适用性检验

全局 MoransI 4.9e+04***

LM-SAR 20.685***

R-LM-SAR 30.153***

LM-SEM 9.333**

R-LM-SEM 18.801***

LRTest(SAR) 32.52***

LRTest(SEM) 31.66***

WaldtestforSAR 33.81***

WaldtestforSEM 32.95***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联合显著性检验(LR统计量)
空间固定效应 16.62*

时间固定效应 564.75 ***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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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可知,列(1)为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回归结果,绿色金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加强绿色金融可以有效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的空间滞后项(W*绿色金融)的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会对本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正向影响,即邻

近地区绿色金融水平越高,本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越好。因为解释变量对局部和空间相关区域

的被解释变量具有循环反馈效应,为了更精准地刻画这种空间关系,对模型进行偏微分处理,通
过SDM中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来解释。直接效应指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地区外生变量的改变

对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间接效应表示其他地区外生变量的改变对地区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加总则为总效应。表5的(2)、(3)和(4)列依次为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

明建设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可以发现,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间

接效应要大于直接效应,这可能是绿色金融的融资技术和渠道可以破除信息不对称,并拓宽了乡

村金融服务的边界,削弱了农村部门获取金融供给的障碍,进而可以更全面更具体地广覆盖于各

类具有绿色金融需求的群体,在大幅度降低信用风险的同时,惠泽于相邻地区的乡村生态文明

建设。

在控制变量方面,科技化、城镇化对乡村生态文明有正向影响,且科技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空

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经济发展的确在短

期内会抑制生态文明建设。
表5 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模型回归

空间杜宾模型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1) (2) (3) (4)
绿色金融 0.1640** 0.1802** 0.5701** 0.7503***

(2.2051) (2.3199) (2.2198) (2.6396)
科技化 0.1606*** 0.1760*** 0.7613*** 0.9373***

(3.0107) (3.4333) (4.2972) (5.0284)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0.0180 -0.0223 -0.3411*** -0.3634**

(-0.3964) (-0.5008) (-2.7247) (-2.5667)
城镇化 0.0204*** 0.0201*** -0.0198 0.0004

(2.7361) (2.8203) (-1.0815) (0.0237)
经济发展水平 -0.7400*** -0.7275*** 0.5611 -0.1664

(-4.9576) (-5.1114) (1.5705) (-0.4387)
工业化 -0.0052 -0.0050 -0.0029 -0.0079

(-0.9908) (-0.9286) (-0.1723) (-0.3912)
W

绿色金融 0.4658**
(2.2572)

科技化 0.6388***
(4.0311)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0.2986***
(-2.8212)

城镇化 -0.0204
(-1.2739)

经济发展水平 0.6224**
(2.0340)

工业化 -0.0031
(-0.2384)

Spatial
P 0.1534*

N 390 390 390 390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下同

  3.机制检验分析

为了进一步刻画绿色金融与乡村生态文明的内在关联,本文将检验其核心影响机制———农

村产业融合、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环保支出。借鉴陈斌开和林毅夫、谢冬水和王锋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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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40-42],分别通过检验绿色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环保支出的

影响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政府环保支出对乡村生态文明的影响来验证机

制关联。具体检验可以划分为:第一,以农村产业融合rpit、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pit、政府环

保支出geit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观察绿色金融gfit对其的影响;第二,以乡村生态文明xcit为被解

释变量,分别观察农村产业融合rpit、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pit、政府环保支出geit对乡村生态

文明xcit的作用。对应模型设定如下:

rpit、gpitorgeit=ρ∑
N

j=1wijrpit、gpitorgeit+∂gfit+βxit+μi+δt

+εit+γ∑
N

j=1wij(gfit+xjt) (6)

xcit=ρ∑
N

j=1wijxcit+∂rpit、gpitorgeit+βxit+μi+δt+εit

+γ∑
N

j=1wij(rpit、gpitorgeit+xjt) (7)

表6为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检验。列(1)~(2)为绿色金融通过实现乡村产业融

合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绿色金融对乡村产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说明绿色金融能够推进乡村产业融合。乡村产业融合对乡村生态文明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验证了实现乡村产业融合是绿色金融影响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列(3)~(4)是绿色金融通过强

化政府环保治理力度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加

强政府环保治理力度。并且,政府加强环保治理力度对乡村生态文明有积极的正向影响,验证了

强化政府环保治理力度是绿色金融影响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列(5)~(6)是绿色金融通过提高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检验结果,可以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

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乡村生态文明有积极的正向影

响,验证了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绿色金融影响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
表6 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的机制检验

乡村产业
融合

乡村生态
文明

政府环保
治理力度

乡村生态
文明

农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

乡村生态
文明

(1) (2) (3) (4) (5) (6)
绿色金融 0.0199** 0.0045*** 0.0043**

(2.1428) (12.5859) (2.1080)
乡村产业融合 1.5158***

(5.8325)
政府环保治理力度 2.2533*

(1.8806)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0.1173*

(1.904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
绿色金融 0.0461** 0.0048*** 0.0648**

(2.2141) (4.8603) (2.4039)
乡村产业融合 0.1774

(0.2971)
政府环保治理力度 -7.6579***

(-6.5192)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0.1950

(-0.645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patial

ρ 0.1278 0.1572* -0.2945*** 0.4292*** 0.0400 0.1363
N 390 390 390 390 390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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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乡村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且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也可能会存在

地区差异性,因此,本文将样本分成东部与中西部,分别考察不同样本下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

明建设的异质性影响。由表7可知,在东部诸省,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的影响不显著,在中

西部诸省,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东部地区的乡村发展比中

西部地区要好,且已经越过了环境库茨尼茨曲线的“拐点”,即随着东部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东部

地区乡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因此,绿色金融并不能致力于改善乡村生态文明。而中西部乡村

可能处于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攀升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明显特征即是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发展而

加剧,绿色金融的出现恰好可以提高和改善乡村生态文明。
表7 绿色金融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东部省份 中西部省份

(1) (2)
绿色金融*东部省份 0.0194

(0.1518)
绿色金融*中西部省份 0.1851**

(2.1608)
控制变量 Yes Yes

W
绿色金融*东部省份 0.6846**

(2.5026)
绿色金融*中西部省份 0.0846

(0.3221)
控制变量 Yes Yes
Spatial

ρ 0.1683** 0.1798**

N 390 390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绿色金融的视角出发,探究了其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采用我国30个省

(区、市)2008—2020年数据,结合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两者关系,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促进了

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在空间层面正向作用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金融影响乡村生态

文明建设的机制是实现农村产业融合、提高政府环保支出和改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区

分地区异质性讨论时发现,绿色金融在中西部地区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东部

地区影响不显著。

本文认为,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绿色金融是未来金融市场的必经道路,更是农村金融的

新增长点,全部乡村地区的绿色金融政策与生态环境意识不断加强,不仅使农村金融相关部分转

型升级,还可以盘活农村生态环境资源,同时达到科学有效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政策建议如下:

首先,应该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助力三农金融服务组织升级,

进一步明确国家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方向,

明晰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能导向,加大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的信贷支撑,解决乡村生态建设资金需求问题。同时,增强中小银行绿色信贷的供给力度,以支

持中小银行多渠道的绿色贷款为目的,明晰地方政府推动绿色金融的属地责任,进而达到优化绿

色资本结构和强化绿色金融规避风险的功能,也要不断加大对农村商业银行和乡镇银行的绿色

金融方式的创新,促进农村绿色产业发展,以绿色产业带动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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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积极发挥绿色金融的社会引领作用,保证资源利用方式向生态绿色可持续利用的方向

转型,从而不断提高农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金融结构作为绿色放贷的主体,其对资金投向

的考核能力非同寻常,应提高金融资金的使用效率,以绿色金融为市场引擎,以农村产业融合为

技术创新体系,从顶层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带动更优质的绿色信贷资金参与到乡村生态产业体系

的构建。

最后,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环保治理的政策功能与投入力度,可以通过财政补贴、风险控

制和投资补偿等方式,完善农村生态循环的制度体系,尝试设立绿色金融奖励基金作为激励机

制,改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考核标准。地方政府除了在增强环保支出等直接强化环保力度上下功

夫,还应该要结合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绿色担保等间接激励机制来强化金融市场投资乡村绿色

项目的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污染排污权等作为有效抵质押的融资新方法,以不断提高农业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以带动贴近乡村生态发展的产业融合为准则,在实现农村全面绿色投

入导向的基础上实现和推进乡村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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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GreenFinanceContributetotheConstructionof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

ZHUYaxi,ZHANGJianping
(1.SchoolofBusiness,Nanjing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2.SchoolofBusiness,JiangsuSecondNormalUniversity,Nanjing210013,China)

Abstract:Greenfinancecontributestotheconstructionof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Basedonpaneldataspanningthe
years2008to2020from30provinces(au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directlyunderthecentralgovernment)
inChina,adiverseevaluationindexsystemwasemployedtoseparatelymeasuregreenfinanceandruralecologicalcivili-
zation,andaspatialDurbinmodelwasconstructedtoempirically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two.Theresults
showthatgreenfinancepromotestheconstructionof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Greenfinancehasapositivespatial
impactontheconstructionof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Inthemechanismexamination,itwasfoundthatgreenfinance
caninfluence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byfacilitatingruralindustryintegration,enhancinggovernment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fforts,andimprovingagriculturalgreentotalfactorproductivity.Intheinvestigationofregionalheteroge-
neity,itwasobservedthatgreenfinancesignificantlyaffects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nthecentraland
westernregions,butnotsignificantlyintheeasternregion.Therefore,itisnecessarytoactivelyleveragethesocietal
leadershiproleofgreenfinance,ensurethetransformationofresourceutilizationtowardsecologicallygreenandsustain-
ableuse,andachieveandadvance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basedonacomprehensivegreeninvestmentorientationin
ruralareas.
Keywords:greenfinance;ruralecologicalcivilization;ruralindustrialintegration;governmentsenvironmentalgovern-
anceefforts;agriculturaltotalgreenfactor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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