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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

■ 曹　慧

（鱼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山东 济宁，272300）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趋缓，产业格局升级迭代

趋势明朗，以绿色、可持续为特征的新常态发展模式

被逐步推广与普及，许多城市加入科技创新、产品研

发的队列中，由此衍生的绿色经济成果也愈发多样，

为资源消耗量、污染排放量的下降提供了保障。但即

便如此，我国绿色经济发展问题仍旧十分突出。金融

聚集是诸多路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抓手，可以为绿色

经济提供更加完善的金融功能和制度支撑，为此，本

文对其影响机理、优化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

二、基于绿色经济发展视角探究金融集聚影响机理

绿色经济是以传统产业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

业态格局，生态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其最为显著的特

征与优势。现阶段，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发展绿色

经济已经成为诸多地区的共识。“金融聚集”则是激

活绿色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可以在“磁铁效

应”“外部效应”的支撑下，促进金融资源数量的增

加，搭建绿色共享格局。从实践角度看，金融集聚

的作用机理十分明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优化金融环境，直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

绿色经济的发展需要人才、技术等多方要素的支撑，

并且从新能源开发到新材料制备，均要投入大量的

资金成本。金融聚集能提升区域产业的集资能力，

有效分散创新风险，减少信贷约束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优化资源配置，间接驱动绿色经济增长。

金融集聚以“互联网 +”为依托搭建信息共享中心，

可以显著改善传统模式下市场信息不对称、交互闭

塞滞后的情况，提高金融投资项目的审查效率。

第三，形成规模经济效应，间接激发绿色经济

活力。金融集聚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金融机构在汇合后，与之相关的辅助性质、中介性

质的产业也会被吸引聚集，从而产生“1+1 ﹥ 2”的

磁铁效应，如此一来，绿色产业所处的经营环境会

更加完善，筹资融资难度大幅下降，潜在风险因素

也得到有效分散，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动力。

三、基于绿色经济发展视角探究金融集聚影响结果

（一）研究设计

为了直观说明金融聚集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效

率产生的影响，文章选取国内 264 个地级城市作为

样本对象，收集其 2008—2016 年的发展数据进行

分析。假定城市财富的生产遵循 C-D 生产函数规

律，那么在“金融聚集”指标融入后，函数关系可以

被扩展为：

                                                                            （1）

其中 i、t分别代表样本城市序号和发展年份；

itY 代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 itAGG 表示城市内部的金

融集聚水平； itH 则代表人力资本水平； a
itK 及 itL

 代表

城市资本、劳动投入总量， 、 均为修正系数。

根据绿色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发现其效率与

城市初始技术创新水平、生产率变化情况、城市规

模、对外开放程度等均存在较大关联，经过参数引

入、对数计算，可以将（1）式变形为：

其中 itGTE 代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0 ia  、 it
为广义矩估计法下的修正参数； i 代表金融聚集对

绿 色 经 济 发 展 效 率 的 直 接 影 响 效 应。 ithum 、
ln itinfra 及 itopen 、 itsize 、 itgov 分别代表人口聚集
度、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城市规模、政府作用指

标，后期可作为控制变量，辅助开展对比研究。

（二）变量选取

本次研究共选取三类变量参数，其中 itGTE 为被

解释变量，使用 SBM 模型描述不同地级市绿色经济

发展效率变化情况。与之关联的指标较为多样，比

如土地投入、用电投入等，在投入指标的基础上探

究产出指标，包含经济、社会及生态方面的效益产

出。 itAGG 为核心解释变量，与一段时间内区域金融

从业人数有关，技术创新（pat）、产业结构（industr）

等同样是核心解释变量的组成部分，在总体影响机

制中处于中间部分，可以以间接方式传递影响和作

用。此外，还有控制变量，包含人力资本、城市规

模等。

（三）数据统计与描述

在控制变量基本持平的情况下，探究被解释变

量 itGTE 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统计结果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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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数据进行二项拟合分析后发现，金融集聚和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但同

时也有部分边缘观测点。使用全样本线性估计方式

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 1% 的水准线以下，金融聚

集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主要

表现为推动促进作用。在技术创新渠道模型中，该

种促进效益同样客观存在，直接影响效应可以达到

0.145，间接影响效应相对较低，仅有 0.006 左右。

在产业结构模型中，两者的关联性同样较为明显，

直接影响效应达到 0.090，间接影响效应为 0.014。

由此可以发现，金融集聚效益是非常可观的，不仅

可以为绿色经济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

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节的驱动，间接影响绿色经

济发展效率。

四、基于绿色经济发展视角归纳金融集聚优化策略

（一）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发挥集聚投资效应

金融聚集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裨益良多，能

够为绿色经济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资金和技术

支撑，降低产品研发环节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为

此，在实践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积极推

动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集聚投资带来的

优势效应，保障绿色经济稳步发展。第二，重视银

行业在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加大对本地银行机

构的扶持力度，通过增设分支机构、扩展经营规模

等，逐步建设管理稳健、业绩优良的城市商业银行，

增强区域金融集聚的吸引力和建设力。同时引入云

计算、大数据等现代化平台，在区域金融机构之间

搭建起信息共享、管理互通的协调机制。第三，加

快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培育，利用校招、社招

的契机引入金融背景、生物环境背景的高新技术人

才，合力开发适用性较高的绿色经济金融产品，驱

动绿色经济高速、高质发展。

（二）制定多元金融战略，适应各地差异特征

金融集聚、产融结合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

作，仅依靠零散的策略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此，

在实践环节，政府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

成立区域性领导小组，根据区域产业情况、城市规

模等出台针对性文件，为金融集聚效能的发挥、绿

色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政策支撑。同时，加快启动

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以市场机制为依托激发绿

色经济活力，注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型升级，不

仅要关注其产业均衡性、结构合理性，还要对其环

境生态保护给予更多关注，利用金融工具推动生态

农业、循环工业的发展。另外，强化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用完善的信息平台拓宽服务广度，吸引更多

绿色经济企业入驻，为其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产

品。对于金融实力较强、金融体系较成熟的城市，

则要重点关注金融服务效能，从多元角度开发投资

项目，对天使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给予一定优惠，

引导各方资金有序流入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经济产

业，推动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激发绿色经济活力

近年来，全球分工细化、市场格局变更，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交流愈发频繁和深入，外来金融

机构作为重要的投资主体，同样是金融集聚要考虑

的重点问题，通过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引入，可以显

著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丰富我国现有的金融

行业结构。基于此，在金融集聚策略实施环节，务

必发挥地区位置优势，加快推进人民币清算中心的

建设，做好相关的危机预警和风险防范工作，利用

大数据技术监控国际结算流程，对频繁异常的流动

资金进行强化监管，最大限度地保障金融市场安

全。对内也要适当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不断完善股

票、债券的市场准入规则，鼓励绿色经济产业进入

创业板市场。

五、结语

金融集聚是现代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的必然趋

势，能够在金融资源、地域条件之间建立起紧密、

有机的联系，促成金融产品及工具的结合，为规模

经济、技术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也为绿色共享新

格局的建成提供保障。在实践中，务必要正视其价

值功能，不断发展壮大区域银行业，构建多层次的

银行服务体系，结合地域特征制定多元金融战略，

持续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推动绿色经济的跨区域协

作和交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可持续发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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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统计特征 AGG GTE ln pat industr

264个

地级城市

N 2988 2988 2988 2988

mean 1.049 0.577 6.077 0.426

sd 0.373 0.362 1.647 0.107

min 0.128 0.025 0.000 0.104

max 3.321 2.591 11.762 0.7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