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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位导向性扶助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地区究竟是 “绿色增长陷阱” 还是 “涅槃

重生推力” 呢? 基于绿色转型的视角, 本文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工业企业污染数

据库等, 基于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构造了准自然实验, 运用交错型双重差分法识别了

政策实施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并引入了调整对照组、 PSM-DID、 克服交错型双重

差分法的处理效应异质性的潜在偏误的策略等稳健性检验。 研究发现: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

助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机制分析表明,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有

助于企业通过转型升级促进产能提升, 还能通过对污染企业的选择效应来实现污染减排效

果, 以及激励企业加强去污设备的投入来改善环境绩效。 异质性分析显示, 在依赖矿产资

源的地区、 位于国界或省界及海岸线的地区、 非贫困地区及重工业行业的分样本中, 资源

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的污染减排效果更突出。 进一步地, 在空间维度上, 当距离省会城市

渐远时,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效应总体上趋于减弱; 另外, 随

着与地级市中心的距离变远, 政策实施下的污染排放强度则呈现出 “降低—增加—降低”
的区域异质分布特点。 在目标管理预期上, 当地区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时, 更利于强

化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对当地企业污染减排的作用, 尤其对在上一年增长目标未完成

而适当调低的地区而言, 这一减排效应更为明显。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本文拓展和丰

富了援助型区位导向性政策何以激发资源枯竭型地区绿色潜能的理论研究框架, 并对促进

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绿色转型实践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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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自然资源禀赋先天优势为资源丰裕地区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提供了优厚的基础条件。 然而, 如果

枉顾生态环境的保护而盲目采取 “先开采、 后治理” 的粗放式开发模式, 也可能会使其逐渐陷入资

源枯竭的 “诅咒” 困境, 并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由此, 伴随而来的生态修复包袱

过重、 环境恶化风险加大等环境问题, 将可能会严重制约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下, 如何更好地推动环境优美和经济增长的协同并进、 焕发资源枯竭型地区的

新质生产力活力、 实现区域产业绿色协调发展, 就成了我国当前区域发展规划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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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问题。
为解决我国资源枯竭型地区在开发中所涌现的 “后遗症” 问题, 国家实施了多项试点示范政策

措施来对资源枯竭型地区进行科学规划、 扶助支持与持续治理。 如自 2001 年开始, 我国就分批实

施了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政策, 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 对试点地区予以扶助和支

持, 为缓解资源枯竭型地区的财政压力、 推动资源枯竭型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很大的政策支持。
进一步地,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 (Resource-exhausted Regions Supportive Policies, 以下简称

“RERSP 政策”) 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也引起了各界关注。 从研究主题来看, 现有文献表明, RERSP
政策对当地的产业升级、 经济活力、 经济多元化、 资源依赖度降低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 (孙天阳

等, 2020; 余林徽等, 2022; Wu 等, 2023)。 如孙天阳等 (2020) 关注了 RERSP 政策对人均 GDP、
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效果及其长效机制。 余林徽等 (2022) 考察了 RERSP 政策对当地制造业升

级的影响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贡献。 此外, 有些文献就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的绿色发展

问题展开了探讨。 首先, 部分文献支持了 RERSP 政策在驱动区域绿色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Yu 等

(2022) 认为, 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支持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能源效率。 Dou 等 (2023) 强调, 中

央政府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政策支持显著改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状况。 但也有文献认为, 出于府际关

系视阈下地方政策执行悖论或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式发展等原因 (Zhang 等, 2017), RERSP 政策

也可能会失效, 且由于缺乏长效激励机制, 导致政策实施效果的分化较大 (曾贤刚等, 2018; 冯东

梅等, 2023; 陈少强等, 2023)。 Wu 等 (2023) 指出, 矿产资源枯竭型地区支持政策可能会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地区污染物排放的增加, 原因是更高的电力投入会增加当地的建设成本, 并对环境污

染造成压力。 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新理念下, 随着区位导向性扶助政策深入实施, 除要

关注当地经济多元化和民生就业状况外, 其生态环境保护也将面临更多的社会关注与考核要求。 事

实上, 鉴于资源枯竭型地区的转型发展之路承载着 “双碳” 和共同富裕目标协同并进的现实考虑,
深入讨论 RERSP 政策如何发挥好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绿色赋能功效, 进而助力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与绿色减排的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但遗憾的是, 目前关于 RERSP 政策的绿色外部性的微观研究还

相对不足, 尚无法为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绿色转型发展实践提供足够丰富的理论研究支撑。
鉴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1) 在研究视角上, 在 “双碳” 背景下聚焦探讨了 RERSP 政

策实施对资源枯竭型地区企业污染物减排的影响, 弥补了既有文献对 RERSP 政策的绿色赋能效应

的微观研究不足的缺憾。 与现有文献重点关注 RERSP 政策对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 “经济效

益” 方面影响不同, 本文侧重从 “社会效益” 方面关注 RERSP 政策的绿色效应, 进而识别出通过

RERSP 政策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溢出效应, 从而回应其是 “诅咒” 还是 “福音” 的问题; (2) 在

实证策略上, 为克服部分文献对模型内生性问题不够重视的不足之处, 本文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及其

污染数据库的微观数据, 结合交错型双重差分法, 识别了 RERSP 政策影响企业污染减排的净效应,
由此丰富了区位扶助政策的环境效应的准自然实验框架; (3) 在研究内容上, 从 RERSP 政策实施

前后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差异出发, 从宏观与微观双重层面研究 RERSP 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污

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并进一步从空间维度、 目标预期等方面探讨 RERSP 政策所带

来的减排效应的异质性。 据此, 本文为推进 “美丽中国” 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借鉴, 也为资

源枯竭型地区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实现 “双碳” 和新质生产力目标提供了政策路径。

二、 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RERSP 政策与企业绿色转型

RERSP 政策实施后带来了政策先试先行权限扩大、 中央转移支付下放及约束考核机制转变, 基

于此, 政策优惠力度加大、 公共基建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 产业集聚效应及选择效应强化, 这些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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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资源枯竭型地区的政策供给转型提供了有力的配套支持 (余林徽等, 2022; 张文忠等,
2023)。 在 “双碳” 目标和 ESG 理念下, 中央政府和上级部门越发重视对地区绿色发展的考核与约

束, 资源枯竭型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也将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关注和监督。 这些变化将引导

相关地区将土地要素、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稀缺资源, 优先提供给更绿色、 更清洁、 更低碳的企

业, 进而向外传递 “优补效应” 导向的政策信号 (徐妍等, 2022)。 由此, 这有利于激励相关地区

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 并注重引导当地工业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加快绿色发展步

伐, 交出更好的生态 “成绩单”, 以持续获取中央转移支付等资源对本辖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持

(宋德勇等, 2020; 张莹等, 2022; 姚君等, 2022; 宋洋等, 2023)。 据此, 提出假说 1: RERSP 政

策实施有助于促进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绿色转型发展。
(二) RERSP 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宏观效应

RERSP 政策实施可通过约束考核及绿色外溢对企业绿色发展产生影响。 首先, 在 “双碳” 和

绿色转型备受重视背景下, 在 RERSP 政策实施后, 实验组地区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面临着更为严

格的约束、 监督或考核。 基于此, 绿色发展水平将会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参考之一,
由此将有利于倒逼当地企业强化对生产或排放环节的污染治理, 驱动能耗下降与排放降低的综合规

制效应 (陈少强等, 2023; 张文忠等, 2023)。 其次, RERSP 政策有助于地方获得更多的转移支付

资金, 有部分投入到当地环保公共产品体系中 (硬件设施及软件服务), 这些资源将为企业污染减

排提供有力的支持。 此外, RERSP 政策实施下不同地区之间在环境规制措施上的互动竞争效应及信

号显示效应进一步增强, 区域内的环保设施或环保服务也能被周边地区所共享, 由此, 促进环境规

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进而达成 “美美与共” 的协同治污和协调发展效应 (余林徽等, 2022)。 据

此, 提出假说 2: RERSP 政策实施不仅能倒逼当地政府实施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 还能通过政策

示范与空间溢出效应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
(三) RERSP 政策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的微观效应

进一步地, 综合现有理论文献, RERSP 政策还可以通过资源配置与生产投入、 技术创新、 结构

效应影响企业绿色发展绩效, 具体分析如下:
1. RERSP 政策、 资源配置和生产投入以及环境绩效。 对资源枯竭型地区而言, 地方财政资源恶

化与环保财政支出不足是其陷入环境治理困境的重要动因。 因此, 通过良好表现持续争取中央转移

支持等财政资金投入并优化其使用效率, 不仅能遏制地方政府引入重污染项目的冲动, 还能通过绿

色专项优惠政策去弥补企业因购买环保设施或服务、 推动生产设备更新换代而造成的资金缺口, 这

些在减少对重污染中间品的使用的同时, 也有利于增强对绿色低碳生产要素的投入, 从而成为资源

枯竭型地区推进污染治理的重要动力 (宋德勇等, 2020)。 事实上, RERSP 政策能为资源枯竭型地

区带来中央转移支付或其他形式的发展资源, 这无疑有利于改善资源枯竭型地区财政资源较为紧张

的状况, 并增强对环保公共服务产品或绿色低碳产业的政策支持。 从而, RERSP 政策能通过 “优
补效应” 来缓解原来产业政策执行中的资源扭曲现象, 为优化当地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生产投入结

构、 协同推进减排和增长目标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资金来源。 不仅如此, RERSP 政策还包含了提高政

府服务效率、 改善本地营商环境建设等不同维度的内容, 这将有助于为资源枯竭型地区更好地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进而赋能区域绿色转型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郑文含, 2019)。
2. RERSP 政策、 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 RERSP 政策能够促进资源枯竭型地区的资金或人才等

要素流动, 增强知识溢出效应、 市场竞争效应及公共品供给效应, 由此提升绿色创新激励, 进而推

动其环境绩效改善。 换言之, RERSP 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丰富企业创新资源、 增强企业

落户激励及产业集聚的溢出效应, 进而在推动地区绿色创新产出、 增强绿色发展能力上发挥积极作

用 (Lu 等, 2022)。 对地方管理者而言,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鉴于生态环保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
为获得中央和上级部门的认可并力争在未来获得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等资源支持, 相关地区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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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将产业扶持政策投向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 并着力增强环境规制效应、 减少创新要素的错配现

象, 旨在通过 “优补效应” 构建良性的循环机制, 即 “政府补贴→企业创新→进一步激励政策”, 以

此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能力提升。 实际上, 当企业面临较高的污染治理成本时, 采取绿色技术创新以实

现转型升级, 就成为企业立足长远视角降低治污成本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Shen 等, 2023)。
3. RERSP 政策、 结构效应与环境绩效。 RERSP 政策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和低碳化方向

转型, 并借助结构效应的演变来实现环境绩效改善。 在生态文明建设备受关注下, RERSP 政策的目标

导向也日趋多元化, 资源枯竭型地区在增强经济活力之余, 还将进一步强化本地绿色发展能力 (Dou
等, 2023)。 为主动争取上级部门的扶助政策支持及资源投入, 地方政府将更加注重本地绿色低碳要素

的投入及清洁环保产业的发展, 并将部分政策优惠向这些行业倾斜, 形成一种 “优补效应”, 以此推

动本地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 这种 “优补效应” 下的偏向性扶持行为还会产生投资示范效应, 吸引更

多的绿色产业加入, 进而强化绿色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 由此, 通过 “优胜劣汰” 的方式, 逐步淘汰

“三高” 的落后企业并优化要素配置。 这一过程不仅通过 “选择效应” 促进了 “集聚效应”, 还能在

一定程度上倒逼现有企业推进转型升级, 从而全面推动了当地的绿色发展 (Wu 等, 2023)。 据此, 提

出假说 3: RERSP 政策会通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产能提升, 还能通过优化相关地区对污染企业的

选择效应来实现减排效果及激励企业加强去污设备的投入来改善企业环境绩效。

三、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探究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对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本文基于 2008 年、 2009 年和

2011 年公布的三批资源枯竭型地区名单, 构建了以下的多时点 DI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模型:

lnEso2,it = α1 + β1 Treat j∗ Post jt + Χit + λj + λt + εit (1)

其中, i 代表企业, j 代表地区, t 代表年份, 被解释变量 (lnEso2,it) 表示 i 企业在 t 年的 SO2排

放强度, Treat j∗Post j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的 Χit为企业和地区层面的特征, a1、 λ j、 λ t、
εit分别为截距项、 县级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和误差项。 同时为克服潜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

题, 本文采取了县级聚类标准误 (Bertrand et al. , 2004)。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系数 β1是否显著, 即

资源枯竭型地区在 RERSP 政策实施之后当地企业的 SO2排放强度是否有所缓解。
(二)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lnEso2,it): 参考陈登科 (2020) 的做法, 选取 SO2排放量除以工业企业数据库中

企业总产值①的对数得到。 原因在于: 我国长期依赖化石燃料, 尤其是煤炭作为主导的能源消费结

构, 导致二氧化硫 ( SO2 ) 成为工业生产过程中生成和排放的主要环境污染物之一 (陈硕等,
2014), 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与此同时,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纳入了其他种类的污染物排放进行

稳健性研究。
核心解释变量: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 以实施时间和实施地区的交互项 (Treat j∗Post jt)

来表示。 其中, Treat j为虚拟变量, 度量 j 地区是否为处理组样本, 若是则为 1, 否为 0; Post jt度量 j
地区在 t 年是否受到政策的影响, 若是则为 1, 否则为 0。

变量 Χit包括了两类特征因素: 一是县级特征因素, 参考孙天阳等 (2020) 和余林徽 (2022)
的做法, 提取可能影响资源枯竭型地区选择的相关变量, 包括就业人口的比重、 县级政府的财政赤

字率、 采掘行业产值占当地总产值的比重、 国有企业数量占县 (区) 级企业数量的比重及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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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数; 二是企业特征因素, 选取可能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相关指标 (苏丹妮等, 2021; 万攀兵

等, 2021), 包括企业规模、 融资能力、 成立时间、 企业性质和是否出口企业变量。 其中, 企业规

模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衡量; 融资能力参考 Hadlock 和 Pierce (2010) 的做法, 选取 SA 指数衡量;
成立时间和企业性质分别用样本年份减去成立年份及企业是否属于国有表示; 出口企业采用企业出

口交货值是否大于零衡量, 大于则为 1, 否则为 0。 进一步地, 本文还对相关连续型变量进行了前

后 0. 5%的截尾处理。
(三) 数据来源

为使得实证分析更为精细化和地理维度更为微观化, 本文所选择的样本是 2002—2013 年全国

范围内的县、 县级市、 旗和市辖区①。 县级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和 《中国区域

统计年鉴》。 由于缺乏县级层面的挖掘行业数据, 参考余林徽 (2022) 和孙天阳等 (2020) 的做

法, 通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关行业的企业数据进行加总, 进而得到挖掘行业的县级数据; 企

业层面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污染数据库, 同时参考 Brandt et al. (2012)
的做法, 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污染数据库匹配, 并剔除了企业名称缺失、 流动资产超过总资

产、 固定资产超过总资产、 企业样本年份早于成立年份及成立年份存在异常的企业样本, 同时将行

业分类代码手工统一至 GB / T4754 - 2002。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具体而言, 第 (1) 列仅纳入了县级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而

第 (2) 列则同时考虑了县级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结果显示, 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分别为

- 0. 259和 - 0. 200, 并且分别在 5%或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 RERSP 政策的实施有利于

推动资源枯竭型地区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此外, 考虑到不同城市不同年份的变动可能会对 RERSP
政策效果的评估产生影响, 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结果见表 1 第

(3) 列。 进一步地, 为避免同一城市内不同县之间的相互影响, 表 1 第 (4) 列将聚类层级从县级

调整到地级市层面, 我们发现, 这两种处理策略所得到的结果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 1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1)基准回归 (2)基准回归 (3)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4)聚类地级市

Treat∗Post
- 0. 259∗∗

( - 2. 51)
- 0. 200∗

( - 1. 91)
- 0. 200∗∗

( - 2. 34)
- 0. 366∗∗

( - 2. 34)

就业人数占比
0. 512∗

(1. 75)
0. 734∗∗∗

(2. 61)
0. 734∗∗

(2. 20)
0. 519
(1. 52)

财政赤字率
0. 753∗∗

(2. 09)
0. 987∗∗∗

(2. 77)
0. 987∗∗

(2. 31)
0. 758∗

(1. 79)

采掘业比重
- 0. 057

( - 0. 18)
- 0. 099

( - 0. 32)
- 0. 099

( - 0. 30)
0. 025
(0. 08)

国有比重
- 0. 093

( - 0. 24)
- 0. 424

( - 1. 06)
- 0. 424

( - 0. 90)
- 0. 290

( - 0. 67)

平均工资
- 0. 125∗∗∗

( - 2. 72)
- 0. 087∗

( - 1. 92)
- 0. 087

( - 1. 63)
- 0. 028

( -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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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基准回归 (2)基准回归 (3)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4)聚类地级市

公司规模
- 0. 313∗∗∗

( - 15. 01)
- 0. 313∗∗∗

( - 13. 91)
- 0. 314∗∗∗

( - 15. 07)

成立年龄
0. 020∗∗∗

(5. 70)
0. 020∗∗∗

(5. 54)
0. 020∗∗∗

(5. 68)

融资能力
- 0. 974∗∗∗

( - 3. 32)
- 0. 974∗∗∗

( - 3. 13)
- 0. 977∗∗∗

( - 3. 33)

企业性质
0. 119∗∗∗

(3. 57)
0. 119∗∗∗

(3. 66)
0. 134∗∗∗

(4. 02)

出口企业
- 0. 634∗∗∗

( - 16. 96)
- 0. 634∗∗∗

( - 12. 64)
- 0. 667∗∗∗

( - 18. 34)

Constant
0. 123
(0. 25)

3. 921∗∗∗

(5. 76)
3. 921∗∗∗

(5. 32)
3. 495∗∗∗

(3. 01)

Observations 81347 80541 80541 80505

R-squared 0. 267 0. 314 0. 314 0. 342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聚类层面 县级 县级 县级 地级市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 、 5%和 1%水平上显著。 下文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应用双重差分方法的基本前提条件是满足 “平行趋势假设”, 即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无政策干预

的情况下, 应展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 因此设计如下计量模型开展平行趋势检验:

lnE so2,it = α1 + ∑
4

k≠0,k⩾-4
θk Dk

jt + Χit + λj + λt + εit (2)

其中, Dk
jt为一系列哑变量, 当 k > 0 时, 若 j 地区为资源枯竭型地区且处于被列入名单后的 k 年

时 Dk
jt = 1, 否则 Dk

jt = 0; 当 k < 0 时, 若 j 地区为资源枯竭型地区且处于被列入名单后的 - k 年时

Dk
jt = 1, 否则 Dk

jt = 0。 为了便于分析, 本文将 k≥4 的样本全部归入 k = 4, 将 k≤ -4 的样本全部归入

k = - 4。 基于此, 本文以资源枯竭型地区设置的前一年为基准年, 其余符号与式 (1) 相同。 同时,
为进一步对处理组的事前趋势进行处理, 遵循 Beck et al. (2010) 等的方法, 本研究首先计算了事

前的均值。 随后, 为了尽可能地处理存在的事前趋势, 对所有期数的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采取了去

均值的方式进行处理。
本文在图 1 给出了回归系数的变动趋势, 横轴为距离基准年的距离, 纵轴为相关系数, 上下虚

线表示 95%的置信区间。 由图 1 可知, 政策前系数均不显著, 不能拒绝平行趋势假设条件。 而政策

实施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但持续时间不够长, 反映了 RERSP 政策短期内有着明显的环境改善

作用, 但长期减排的激励机制可能相对缺乏。 对此, 可能的解释是: 尽管中央政府延长了资源枯竭

型地区的转移支付年限, 但在样本期间内随着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等逐渐进入攻坚时刻, 环境绩效

改善可能并非彼时转移支付的首要目标, 因此激励力度有所减弱。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除 SO2为企业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外, 其余污染物的排放也会对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 为此, 分别采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强度和烟尘排放强度对被解释变量进行替换, 重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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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后的实证结果见表 2 第 (1)、 (2) 列。 可以发现, 无论是对化学需氧量的排放强度还是对烟尘排

放强度, RERSP 政策均有利于促进相关地区取得较好的污染减排效果。
2. 改变样本。 直辖市通常具有政治、 经济、 交通等方面的优势, 而相较之下资源枯竭型地区在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许多差异化特征, 从而容易造成样本选择偏差。 为了缓解选择偏差造成的内

生性问题, 本文对数据中的直辖市样本予以剔除, 结果见表 2 第 (3) 列,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

量的影响系数仍显著为负。
3. 控制其他政策的影响。 鉴于 2010 年颁布的 《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 明

确指定了大小兴安岭林区的 9 个县级单位参照执行资源枯竭城市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本文参照孙

天阳等 (2020) 的方法,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了是否为这 9 个林区所处县 (区) 的虚拟

变量, 以及是否在 2010 年之后的虚拟变量, 并构建了这两个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同时, 考虑到样

本期间内发生的其他相关政策也可能会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本文还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

理: 首先, 依据 《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 两控区内的地区在 2005 年的排放

量不得高于 2000 年的水平, 因此对涉及此规定的地区进行剔除处理。 此外,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进行了修订, 出台了共计 56 项清洁生产行业标准。 同时,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 《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 (高翔等, 2021), 进一步对相关行业的污染排放标

准做了具体要求, 因此将相关行业对应实施年份的数据进行剔除。 结果见表 2 第 (4) 列, 在控制

其他政策的可能影响后, RERSP 政策实施依然有助于相关地区取得明显的污染减排效果。
4. 考虑政策月份差异。 由于三批资源枯竭型地区公布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为进一步佐证前

文结论的有效性, 参考 Lu et al. (2017) 的方法, 对首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 Postjt, 在 2008 年以前

赋值为 0, 2008 年赋值为 3 / 4, 2008 年后赋值为 1; 对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 Postjt, 在 2009 年以

前赋值为 0, 2009 年赋值为 5 / 6, 2009 年后赋值为 1; 对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 Postjt, 在 2011 年

以前赋值为 0, 2011 年赋值为 1 / 12, 2011 年后赋值为 1。 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 表 2 第

(5) 列结果显示, 相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相关政策实际实施的时间早于政策名单

的公布时间 (余林徽等, 2022)。 为此, 在保留第二、 三批资源枯竭型地区赋值的基础上, 本文还

将第一批政策实施的时间设置为 2007 年, 2007 年以前设置为 0, 2007 年后设置为 1, 由此得到的实

证结果见表 2 第 (6) 列。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整

体上也是稳健的。
5. 调整对照组。 考虑到资源型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根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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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公布的资源型地区名单, 将与之相对的非资源型地区作为对照组。
可以发现, 表 3 第 (1) 列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 进一步地, 考虑到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

对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造成负的外部性, 由此相邻县域样本可能会结论形成干扰, 因此本文将政

策实施地区的相邻县区进行剔除以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表明, 表 3 第 (2) 列的回归系数

仍然显著为负, 证实了本文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6. 采用 PSM—DI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本文采用 1∶ 4 近邻

匹配的方式选取了对照组的样本, 并进一步根据基本估计模型开展 PSM—DID 检验。 进一步地, 本

文选取了 PSM 之后样本的_ weight 不为空的情形代入 DID 回归模型中进行参数估计, 从而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基准回归中存在的选择偏差问题。 另外, 本文还参考李青原等 (2020) 的做法, 直接

选择满足共同支撑假说的相关样本代入 DID 回归模型中。 上述步骤得到的两种估计结果见表 3 第

(3) 列所示。 可以发现,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 这也表明了 RERSP 政策实施确实

有利于显著改善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环境绩效。
7. 克服多期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 参考 Chaisemartin 等 (2020)、 余林徽等

(2022), 对处理组的负权重进行统计, 发现负权重小于 10% , 因此可认为本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同时通过引入交错双重差分法的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的解决思路 (Gardner, 2021), 结果见表 3 第

(4) 列。 相关系数为 - 0. 060, 且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因此可进一步证实相关结果是稳健的。

表 2　 稳健性检验结果Ⅰ

变量 (1)化学需氧量
(2)烟尘排

放量
(3)控制直辖市 (4)控制其他政策

(5)考虑公布

月份差异

(6)考虑实际

月份差异

Treat∗Post
- 0. 226

( - 1. 60)
- 0. 270∗

( - 1. 67)
- 0. 198∗

( - 1. 89)
- 0. 439∗∗∗

( - 2. 68)

Treat∗∗Post1
- 0. 203

( - 1. 51)
- 0. 222∗∗

( - 1. 98)

Constant
0. 199
(0. 21)

3. 920∗∗∗

(4. 19)
3. 945∗∗∗

(5. 79)
3. 531∗∗∗

(3. 23)
3. 935∗∗∗

(5. 78)
3. 917∗∗∗

(5. 76)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70536 73103 80155 32980 80541 80541

R-squared 0. 283 0. 388 0. 313 0. 335 0. 314 0. 314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Ⅱ

变量 (1)调整对照组 (2)非相邻县域
(3)PSM-DID

是否参与匹配　 满足共同支撑

(4)考虑处理

效应异质性

Treat∗Post
- 0. 247∗∗

( - 2. 29)
- 0. 202∗

( - 1. 70)
- 0. 235∗∗

( - 2. 24)
- 0. 195∗

( - 1. 86)

试点地区 - 0. 060∗∗∗

Constant
4. 397∗∗∗

(4. 39)
3. 454∗∗∗

(4. 51)
6. 318∗∗∗

(5. 89)
3. 883∗∗∗

(5. 60)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9525 65305 17626 7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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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调整对照组 (2)非相邻县域
(3)PSM-DID

是否参与匹配　 满足共同支撑

(4)考虑处理

效应异质性

R-squared 0. 292 0. 321 0. 317 0. 311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聚类层面 县级 县级 县级 县级

　 　 注: 多时点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汇报与其他回归不同, 因此仅将部分结果进行展示。

8. 安慰剂检验。 RERSP 政策涉及县级和地级市等不同的层面, 参考 Chen et al. (2018) 和孙

天阳等 (2020) 的做法, 仅以县 (区) 为最小地理单元进行抽取。 换言之, 为检测 RERSP 政策效

果是否由不可观测因素所导致, 同时保证随机抽样的不重复性, 本文将 RERSP 政策涉及的地级市

进行剔除, 接着设计以下两种安慰剂检验。 第一种安慰剂, 随机不重复选取 37 个县级行政区作为

入选地区, 并按照三批资源枯竭型地区名单的数量划分为 2 个、 17 个和 18 个。 考虑到双重差分估

计要求政策实施前后至少有 1 年的数据 (孙天阳等, 2020), 因此再从 2003—2013 年随机生成不重

复的三个年份, 随后随机抽样 500 次; 第二种安慰剂, 考虑到资源枯竭型地区大部分只会从资源型

地区中选定, 因此更改地区随机抽样的方法, 仅从资源型地区中随机 37 个县级行政区, 同时随机

生成入选年份, 随后随机抽样 500 次。 结果如图 2 和 3 所示, 安慰剂检验的系数接近于正态分布,
且大部分异于基准回归的结果, 因此, 可认为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 这也验证了本文结

果是稳健的。

　 　 　 　 图 2　 安慰剂检验Ⅰ　 　 　 　 　 　 　 　 　 　 　 　 图 3　 安慰剂检验Ⅱ

(四) 机制经验结果及分析

前文论证了 RERSP 政策是否影响相关地区污染减排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 本文接下来进一步

从宏观与微观视角考察其作用机制, 解答 RERSP 政策如何改善相关地区污染减排的问题。 尽管上

文结果表明针对资源枯竭型地区的 RERSP 政策能降低企业 SO2排放强度, 但由于 SO2排放强度是由

SO2排放量和企业产出共同决定的, 因此有必要去识别究竟是 SO2排放量的变化还是产出的变化,
抑或两者共同的变化引发的排放强度的变化。 为此, 本文分别利用企业产出的对数值和 SO2排放量

加一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RERSP 政策进行回归。 表 4 第 (1) — (2) 列结果显示, RERSP 政

策实施不仅促进了企业产值的增长, 还对 SO2排放起到了抑制作用, 从而实现增长与绿色兼顾的目

标。 接下来, 本文对其潜在的路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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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孙天阳 (2020) 和 Sun 等 (2021) 发现了 RERSP 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企业产出有显著

促进作用, 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引导生产要素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流动, 驱动空间上资源的再配置,
从而实现产值增加, 并最终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余林徽, 2022)。 因此, 参考周茂等 (2018) 的

做法, 构建以下公式来对某个地区的工业转型升级的指标进行度量:

Sophisticationjt =
i Outputijt∗ Sopspecifici,2003

i Outputijt
　

上式中, Sopspecifici,2003代表 2003 年工业内部细分产业 i 的技术复杂度①, Outputijt代表 t 年 j 地区

i 产业的产出, 由各产业内企业产出加总得到,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技术复杂度

固定在 2003 年, 为避免与窗口期产业结构变化产生相互干扰, 本文将时间窗口设置为 2004—2013
年, 同时进一步控制了时间与行业的固定效应。 结果见表 4 第 (3) 列, 可以发现, RERSP 政策实

施有利于促进地区工业转型升级, 进而赋能绿色发展。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分析Ⅰ

变量 (1)SO2排放 (2)产值 (3)工业转型升级

Treat∗Post
- 0. 518∗∗∗

( - 3. 00)
0. 101∗∗

(2. 27)
0. 022∗

(1. 78)

Constant
8. 321∗∗∗

(6. 65)
5. 175∗∗∗

(16. 75)
1. 452∗∗∗

(7. 85)

Observations 109453 99227 100437

R-squared 0. 230 0. 722 0. 937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1. 宏观机制

基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以县域污染效应来反映 RERSP 政策的宏观机制。 为探究 RERSP 政策对

实验组地区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 参考 Melitz 和 Polanec (2015)、 李坤望和蒋为 (2015)、
Holladay 和 LaPlue (2021) 等文献的思路, 以及蒋为 (2022) 关于企业污染排放动态分解的方法,
从企业动态视角出发, 分解出县域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变化。 事实上, Fan (2019) 发现, 大气污

染物等微观数据的加总与宏观数据基本吻合, 因此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加总继而分解出县

域有关的污染排放情况是合理的。 通过对县域污染强度的分解, 得到县域层面的技术进步效应、 资

源配置效应和选择效应, 进而探究 RERSP 政策对相关地区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 表 5 结果表明,
在样本期间内, RERSP 政策更多的是通过选择效应来影响相关地区的污染排放强度, 即通过调整新

企业的进入和旧企业的退出来实现减排, 而非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和增强地区资源配置能力来实

现的。
那么, 何种企业的进入退出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呢? 进一步地, 参考王杰等 (2014) 和蔡宏波等

(2021) 做法, 本文将企业样本划分为高度、 中度、 轻度和无污染的企业, 分别计算出县域内上述

不同种类企业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并进行回归, 以探究 RERSP 政策可能引致的 “选择效应”。 表

6 结果表明, RERSP 政策实施会导致轻度和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出现明显的退出效应, 对重污染行

业的企业影响为负, 而对无污染行业的企业无显著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 RERSP 政策的作用发挥更

多地体现为激发处于污染行业尤其是中轻度污染行业内的企业的退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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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机制检验结果分析Ⅱ

变量 (2)技术进步效应 (3)资源配置效应 (4)选择效应

Treat∗Post
- 0. 009

( - 0. 09)
- 0. 129

( - 1. 09)
- 0. 281∗

( - 1. 92)

Constant
- 0. 886∗

( - 1. 71)
1. 323∗

(1. 65)
0. 148
(0. 16)

Observations 116177 123909 123486

R-squared 0. 105 0. 073 0. 095

city FE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表 6　 企业的选择效应检验结果及分析

变量 (1)无污染行业 (2)轻污染行业 (3)中污染行业 (4)重污染行业

Treat∗Post
1. 329
(1. 11)

- 2. 538∗∗∗

( - 2. 94)
- 2. 461∗∗∗

( - 3. 85)
- 1. 849

( - 1. 27)

Constant
22. 366∗

(1. 65)
43. 405∗∗

(2. 41)
28. 949∗∗∗

(2. 76)
28. 687∗∗

(2. 29)
Observations 21210 78892 107440 123050
R-squared 0. 695 0. 749 0. 828 0. 884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2. 微观机制

前文揭示了 RERSP 政策会从区域产业生态的动态变迁上影响企业的进入与退出, 接下来进一

步从前端治污与末端治污角度讨论 RERSP 政策影响环境绩效的微观机制。 在 RERSP 政策实施的影

响下, 企业可能会通过以下途径来改善环境绩效: (1) 减少煤炭消耗量; (2) 选择含硫分低的煤

炭; (3) 选择天然气等清洁能源; (4) 增强设备处理能力; (5) 增加末端设备的投入量; (6) 绿

色技术的更新换代。 其中, 技术进步效应的检验在宏观机制部分已作验证, 其余变量分别选择煤炭

消费量的对数、 煤炭的平均硫分的对数、 洁净燃气使用量的对数、 去硫设备每小时的脱硫能力对数

和去硫设备投入量加一的对数进行诠释, 结果如表 7 所示。 其中, 相较其他列的估计结果, 第 (4)
列的回归系数为负, 第 (5) 列的回归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企业主要通过去硫设备

方面的因素来达到减排效果。 一方面, 鉴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为二氧化硫这一代表性污染物的

排放强度, 因此选择去硫设备的使用进行回归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效果; 另一方面, 从估计结果来

看, 相比设备治污能力, 设备投入量发挥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这也说明了我国企业的治污路径亟需

从投入驱动转向集约治理模式。

表 7　 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Ⅲ

变量 (1)煤炭消耗量 (2)平均硫分 (3)清洁能源 (4)设备能力 (5)去硫设备

Treat∗Post
0. 005
(0. 04)

0. 007
(0. 09)

0. 095
(0. 25)

- 0. 079
( - 0. 39)

- 0. 161∗∗

( - 2. 32)

Constant
7. 246∗∗∗

(10. 02)
0. 300
(0. 78)

2. 478
(0. 87)

2. 384
(1. 32)

0. 010
(0. 04)

Observations 93210 46411 2248 16674 70691
R-squared 0. 368 0. 577 0. 456 0. 399 0. 392
city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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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异质性检验结果及分析

考虑到不同地区、 不同企业存在差异化特征, 本文将进一步从地区或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对

RERSP 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1. 资源类型的差异。 根据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2013—2020 年)》, 全国资源型

城市可分为矿业城市和森工城市两大类, 其中, 森工城市以林木资源为主, 矿业城市以矿产资源为

主。 为此, 本文将处理组拆分为森工城市和矿业城市分别回归。 由表 8 第 (1) — (2) 列可知,
RERSP 政策实施的减排效果在对被政府或公众重点关注、 监控或监督的矿业城市样本中更为明显。
进一步地, 参照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2002) 的研究, 本文还将矿业城市分为煤炭城

市、 有色金属冶金城市、 黑色金属冶金城市、 石油城市等不同类别的城市, 并分别对不同城市样本

进行回归。 表 8 第 (3) — (6) 列结果表明, 在 RERSP 政策实施背景下, 金属冶金城市相关类别

分样本的污染减排效果相对较好。
2. 地理区位的差异。 RERSP 政策涉及的区域分布在全国各区域, 具有很强的随机性, 那么, 其在

行政区划上的地理差异会否带来影响呢? 本文通过资源枯竭型地区所处的经纬度判断企业是否位于国

界、 省界或海岸线上并进行深入讨论。 若该区域不在国界、 省界或海岸线上, 标记为内部县, 否则为

外部县。 鉴于对照组的选择可能会影响到估计结果, 本文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两次分类。 第一次分类是

将内部县与外部县分别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9 第 (1) — (2) 列。 第二次分类是保持原有的对照组,
仅对处理组的内部县与非内部县做区分, 结果见表 9 第 (3) — (4) 列。 结果表明, 无论采用何种分

类方法, 可以发现, 外部县分样本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而内部县分样本的系数不显著, 这表明了

位于国界、 省界或海岸线上的县级区域在 RERSP 政策背景下取得了相对更突出的减排效果。 原因在

于, 位于行政边界或地理边界上的边界污染问题通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在 “自上而下” 扶助政

策体系的监督约束下, 边界污染治理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由此其污染减排边际效果更为突出。

表 8　 异质性检验结果: 城市资源异质性

变量
(1)森工

城市

(2)矿业

城市

(3)煤炭

城市

(4)石油

城市

(5)有色金属冶金

城市

(6)黑色金属冶金

城市

Treat∗Post
- 0. 087

( - 0. 26)
- 0. 203∗

( - 1. 89)
- 0. 159

( - 1. 14)
0. 441∗∗∗

(9. 91)
- 0. 405∗∗

( - 2. 09)
- 0. 295∗∗∗

( - 10. 08)

Constant
3. 636∗∗∗

(5. 17)
3. 943∗∗∗

(5. 79)
3. 708∗∗∗

(5. 29)
3. 654∗∗∗

(5. 19)
3. 666∗∗∗

(5. 21)
3. 667∗∗∗

(5. 22)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76749 80317 77134 76600 76802 76701

R-squared 0. 318 0. 314 0. 317 0. 318 0. 318 0. 318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9　 异质性检验结果: 区位异质性

变量 (1)外部县 1 (2)内部县 1 (3)外部县 (4)内部县

Treat∗Post
- 0. 304∗∗

( - 1. 99)
- 0. 134

( - 1. 06)
- 0. 262∗

( - 1. 76)
- 0. 131

( - 1. 03)

Constant
3. 783∗∗∗

(3. 61)
3. 667∗∗∗

(4. 19)
3. 709∗∗∗

(5. 37)
3. 845∗∗∗

(5. 55)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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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外部县 1 (2)内部县 1 (3)外部县 (4)内部县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9192 41203 78781 78328

R-squared 0. 331 0. 313 0. 316 0. 317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3. 经济贫富的差异。 根据 2014 年全国 832 个贫困县名单, 有部分贫困县位于资源枯竭区域内。
那么, RERSP 政策能否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环境质量呢? 为此, 本文按照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开的信

息目录将 832 个县区标记为贫困县, 其余为非贫困县。 此外, 为保证结果稳健性, 还对控制组采取

了不同的分类方法。 上述两种情形的结果分别见表 10 第 (1) — (4) 列。 在 RERSP 政策实施的背

景下, 非贫困地区的环境污染改善能力相对更强。 而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底子薄弱、 增长压力较大,
转移支付资金等资源可能会被更多地投入当地经济发展中, 而相关的经济增长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

又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贫困地区环境质量的改善。
4. 企业类型的差异。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关于轻重企业的分类, 本文将企业分为轻工业企

业和重工业企业并分别回归。 表 10 第 (5) — (6) 列结果显示, 相较而言, RERSP 政策实施下,
重工业行业样本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污染减排效果。 事实上, 资源枯竭型地区的重工业行业作为污染

物产生的重要主体之一, 在 RERSP 政策实施及社会各界更为关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保协调发展的

背景下, 将会有着更强的压力和激励去改善其环境绩效。

表 10　 贫困等级差异性与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及分析

变量 (1)非贫困县 1 (2)贫困县 1 (3)非贫困县 2 (4)贫困县 2 (5)重工业 (6)轻工业

Treat∗Post
- 0. 251∗∗

( - 2. 24)
0. 308∗

(1. 73)
- 0. 248∗∗

( - 2. 22)
0. 288∗

(1. 67)
- 0. 392∗∗∗

( - 3. 94)
- 0. 053

( - 0. 50)

Constant
3. 786∗∗∗

(5. 16)
5. 789∗∗∗

(3. 48)
3. 863∗∗∗

(5. 68)
3. 715∗∗∗

(5. 28)
1. 385
(1. 38)

3. 500∗∗∗

(2. 76)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68215 12326 80093 77017 24072 19. 822

R-squared 0. 303 0. 310 0. 314 0. 318 0. 378 0. 368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六) 进一步讨论

1. 空间差异度。 由于空气污染具备空间流动性等特点, 空气污染容易对不同区域的企业产生负

的外部性, 因此即便某地区的企业未排污, 但当地的环境质量也可能会受到其他地区企业排污的负

向影响 (叶金珍和安虎森, 2017)。 对此, 本文在前面的稳健性检验的调整对照组检验中, 通过删

除扶助政策地区的邻近地区来实现。 另外, 理论上当聚类到区域—年份层面时, 可以认为同年同地

区不同个体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这与空间计量的思想相类似, 因此表 11 第 (1) 列和第

(2) 列分别将聚类标准误调整为城市—年份和省级—年份, 可以发现, 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接下来进一步识别在区域中心不同监管压力下 RERSP 政策效应的空间异质性。 考虑到空间计

量模型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对数据的基本要求为强平衡面板, 本文情形并不适合采用该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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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为此参考王雄元等 (2019)、 曹清峰 (2020) 做法, 在不使用 SDID 的情况下, 本文尝试测度

不同阈值范围内 RERSP 政策实施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 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lnEso2,it = α1 + β1 Treat j∗ Post jt + ∑
300

S = 30
δS Ns

jt + Χit + λj + λt + εit (3)

该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新的控制变量Ns
jt。 其中, 参数 s 表示县 (区) 到中心地区的

地理距离 (单位为千米, s > = 30)①。 如果该地区为直辖市统辖, 则 s 反映的是地区到直辖市中心

的距离; 若为地级市统辖, 则为地区到地级市中心的距离。 具体而言, 如果在 t 年两者相距 [ s -
30, s] 的空间范围, 那么Ns

jt = 1, 否则Ns
jt = 0。 因此, Ns

jt的系数 δs可以衡量 RERSP 政策在空间差异

上会多大程度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表 11 第 (3) 列分别汇报了当 s = 30, 60, …, 300 时 δs的相关系

数, 并通过比较不同阈值情形下系数大小和统计显著性来检验空间异质性。 表 11 第 (3) 列结果表

明, 当某个地区距离地级市中心 0—30 千米和 120—180 千米的范围时, RERSP 政策可显著改善相

关地区的环境绩效; 而当距离为 30—120 千米时, 则出现了污染减排效应不理想的情况。 由此可

见, 在 RERSP 政策实施下, 随着相关县 (区) 与地级市中心的距离发生变化, 其污染排放强度也

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变化。
进一步地, 本文将 s 调整为某个地区相距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的距离, 结果见表 11 第 (4) 列。

结果表明, 随着与省会或直辖市地理逐渐偏远, RERSP 政策实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效应逐渐变得不显

著, 最后估计系数趋向于正。 这也说明随着空间距离的变远, RERSP 政策实施的空间外溢效应减

弱, 由此对相关地区污染减排的效果也有所降低。 此外, 本文还将 s 设置为 50, 100, …, 300 (见
表 12), 结果显示, 其系数由负值逐渐向正值转变, 这一变化趋势大体上与表 11 第 (4) 列相似,
这也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11　 基于空间差异度的估计结果Ⅰ

变量
(1)

城市—年份聚类标准误

(2)
省级—年份聚类标准误

(3)
与地级市中心距离

(4)
与省会或直辖市距离

Treat∗Post
- 0. 200∗∗∗

( - 2. 73)
- 0. 200∗∗∗

( - 2. 80)

[0,30]
- 0. 540∗∗∗

( - 3. 02)

[30,60]
0. 476∗∗∗

(2. 69)
- 0. 573∗∗

( - 2. 49)

[60,90]
0. 209
(1. 00)

0. 196
(0. 98)

[90,120]
0. 836∗∗∗

(4. 12)
- 0. 175

( - 0. 54)

[120,150]
- 0. 978∗∗∗

( - 8. 98)
0. 119
(0. 44)

[150,180]
- 0. 320∗∗∗

( - 3. 04)
0. 286
(1. 46)

[180,210]
0. 106
(0. 25)

[210,240]
0. 060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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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城市—年份聚类标准误

(2)
省级—年份聚类标准误

(3)
与地级市中心距离

(4)
与省会或直辖市距离

[240,270]
0. 210
(0. 94)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注: 列 (3) 和列 (4) 无数据部分是因为样本量不足, 导致回归结果被省略。 表 12 同。

表 12　 基于空间差异度的估计结果Ⅱ

变量 与省会或直辖市距离

[0,50]
- 0. 014

( - 0. 02)

[50,100]
- 0. 136

( - 0. 66)

[100,150]
- 0. 104

( - 0. 38)

[150,200]
0. 209
(1. 06)

[200,250]
0. 141
(0. 45)

[250,300]
0. 679∗∗∗

(6. 44)

[300,350]

[350,400]

[400,450]

县级协变量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2.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并将其作为主政的核心目标之一, 上级政府会通过设立

经济增长目标来激励下级政府努力提高地方经济发展绩效, 从而实现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 方式

(詹新宇和刘文彬, 2020; 徐现祥和刘毓芸, 2017)。 中国经济的 “增长奇迹” 被部分学者认为是

增长目标驱动下的相应结果 (詹新宇和刘文彬, 2020), 而经济发展活动也是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

之一 (彭水军和包群, 2006)。 因此, 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纳入 RERSP 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很有必

要。 为此, 本文通过查询相关政府工作网站信息及收集 2001—2014 年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 整

理得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级市经济增长目标数据。 由于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方法划分增长目

标的高低, 因此, 本文以每年地级市增长目标的均值为划分标准, 大于则视为高增长目标, 设置为

1, 小于则为 0。
表 13 第 (1) — (2) 列结果表明, 在 RERSP 政策实施下, 位于低增长目标城市的企业的减排

效果更好。 进一步地, 鉴于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受到上一年经济增长目标完成率的影响,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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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詹新宇等 (2021) 的做法, 用上一年地区实际增长率除以上一年经济增长目标得到经济增

长目标完成率, 大于等于 1 则为完成; 小于 1 为未完成。 表 13 第 (3) — (6) 列汇报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在 RERSP 政策实施背景下, 仅上一年经济增长目标未完成并且下一年目标相对较低地

区的污染减排效果更为突出。 对此可能的解释为, 当地方政府在本辖区经济发展不理想时可能会选

择新的 “目标管理” 方式, 一方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设定不同于上一年的目标诉求; 另一方面动

员本地企业进一步配合地方发展目标规划以助其获取更好的资源配置, 从而激励本地企业采取更为

清洁的生产方式并助力推动地区绿色转型发展。

表 13　 考虑经济增长目标差异情形的实证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高增长目标 低增长目标 完成但高目标 完成但低目标 未完成但高目标 未完成但低目标

Treat∗Post
- 0. 070

( - 0. 43)
- 0. 225∗

( - 1. 80)
0. 062
(0. 48)

- 0. 116
( - 0. 75)

0. 150
(0. 45)

- 0. 517∗

( - 1. 77)

Constant
5. 355∗∗∗

(5. 74)
3. 510∗∗∗

(3. 01)
4. 928∗∗∗

(4. 81)
2. 594∗∗

(2. 12)
5. 170∗∗

(2. 37)
12. 738∗∗

(2. 58)

县级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协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0280 38663 26052 31416 4193 7205

R-squared 0. 330 0. 340 0. 334 0. 336 0. 382 0. 393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五、 结论与启示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 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成为社会共识并逐步体现在各项规划政

策文件面前, 如何实现增长与减排协同发展就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而资源枯竭型

地区能否通过制度机制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进而赋能其 “二次创业”、 焕发重生活力也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入选资源枯竭型地区来构造准自然实验, 通过交错型双重差分法, 考察了具

有区位导向性 (place-based) 特点的 RERSP 政策如何影响相关地区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主要结论

包括: (1) RERSP 政策能有效地降低资源枯竭型地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强度; (2) RERSP 政策有

利于激励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产能提升, 还能通过对污染企业的选择效应来实现污染减排效果,
以及激励企业加强去污设备的投入来改善环境绩效; (3) RERSP 政策实施的减排效果在不同地区、
行业及企业分样本间存在差异, 相对而言, RERSP 政策在矿业地区、 位于行政区划边界的地区以及

非贫困地区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 另外, 与轻工业相比, RERSP 政策实施对降低重工业行业的 SO2

排放强度具有更为突出的效果; (4) 从空间异质性来看, 距离省会或直辖市渐远的地区, 由

RERSP 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污染减排效果趋于减弱; 而在距离地级市中心渐远时, RERSP 政策实施

背景下相关地区的污染减排效果则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分布特征; (5) 当地方政府设定的经济增

长目标越高时, 越不利于 RERSP 政策实施发挥对企业污染减排的效果; 而当地区上一年的既定增

长目标无法实现而后续适当调低时, 在外部干预趋于减弱时, 越有利于发挥 RERSP 政策实施对后

续设定低经济增长目标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的效果。
基于以上结论, 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 充分发挥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的 “绿色赋

能” 作用, 资源枯竭型地区的政府部门要转变发展观念, 不仅要关注扶助政策所带来的经济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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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还要重视其对当地社会面或环境绩效的积极意义。 在我国区域规划与发展的政策体系下, 应考

虑将地方环保绩效纳入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监督考核指标中并将其作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拨付的重要

参考之一。 第二, 资源枯竭型地区扶助政策的实施要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不能搞一刀切和 “大水

灌漫”。 具体而言, 对矿业城市、 金属冶金城市、 重工业行业等亟须推动绿色转型的对象群体, 应

通过奖惩机制设计, 深化扶助政策的污染治理效果; 对欠发达地区、 经济增长状况不理想地区及边

界地区, 不能光靠输血或疏于管理, 应坚持 “授鱼” “授渔” 相结合, 在确保本地经济增长和就业

稳定的基础上, 循序渐进地稳步强化绿色转型机制, 并通过先发地区的合作帮扶机制, 引入资金、
人才、 技术等资源, 补齐底子薄弱的短板。 第三, 通过制度机制创新, 疏通扶助政策发挥作用所依

赖的渠道路径。 在资源枯竭型地区, 通过 “选择效应” 即市场激励机制引导绿色产业进入, 以及市

场淘汰机制倒逼污染产业退出。 此外, 通过环保设备采用、 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绿色管理体系

等, 加强资源枯竭型地区污染企业的前端治污与末端治污, 充分释放扶助政策的 “增效减排” 效

能, 助力资源枯竭型地区逐步构建起长效的、 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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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Nirvana and Rebirth: Green Empowerment of
Supportive Policies in Resource-exhausted Regions

CHEN Xiuying1, LIU She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2. Institute of Studies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Whether location-oriented aid policies are “growth poverty trap” or “ thrust for rebirth” to
resource-exhausted regions remains unclear. Based on the view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matches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pollution database, construct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support policies of resource- exhausted regions, and uses the staggered DID
method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RERSP on th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enterprises. The reliability of
conclusion has been confirmed by adjusting the control group, applying PSM-DID method, and resolving the
potential bias of the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s in the staggered DID method. The RERSP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RERSP can
help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production capacity through upgrading, achiev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by optimizing the selection effect of polluters, and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strengthen investment in
sulfur removal equipment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n the
sub-samples of regions with mineral resources, regions located in national borders, coastlines and provincial
boundaries, non-poor counties and heavy industry enterprises, RERSP shows better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Furthermore, from the spatial dimension, the more distant the county is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the weaker the effect of RERSP on enterprises emission reduction. In addition,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counties and prefecture-level city centres becomes longer, the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RSP shows a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decrease-increase-decrease” . In terms
of target expectations,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sets a lower economic growth target, the role of RERSP is
more conducive, especially for areas where the regional growth target has not been completed in the previous
year and adjust appropriately lower in the next year, this effect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an theoretically answer how the aid-oriented location-oriented
policies stimulate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in resource-depleted areas, and show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argeted stimulation of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vitality of resource-exhausted regions.

Key Words: resource-exhausted region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staggered DID
metho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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