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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视域下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李昕昱,郭光庭,杨韶艳

(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银川750021)

摘 要:利用2006-2021年黄河流域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EBM模型与窗口DEA方法,对黄河流

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算,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发现:(1)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关系,方向特征表现为偏西北-偏东南;(2)

总体来看,金融发展的3个子系统中,金融规模显著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和金融可得性反之;(3)从空

间溢出角度来看,当前黄河流域城市金融规模不利于本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但促进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

提高;金融效率对本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邻近地区影响不明显;金融可得性显著促进了本地

绿色发展效率,却抑制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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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社会对经济发展、能源利用、生态环境和社会福利等议题的关注越

来越高.如何协调黄河流域经济、能源、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绿色发展效率并实现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

建设的平衡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金融行业在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绿色

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金融发展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是解决黄河流域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关键着力点.
当前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但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分歧.

李健等[1]以中国260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促进了TFP的提升;另外,
罗良文等[2]则强调,提高金融效率和扩大金融规模均能促进工业企业TFP的增长;张健华等[3]指出,金融信

贷环境和资源配置显著影响银行业集中度和TFP的关系;刑晓东[4]表示金融发展对TFP增长的影响因地

区而异,但也存在一定的趋同性.魏蓉蓉[5]强调金融发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李占风

等[6]认为金融发展对特大型城市TFP影响有限,但对大中型城市有正向影响,其中大型城市依靠效率提升,
中型城市则受益于技术推动;黄大为[7]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优化金融配置显

著提升了本地TFP,但对邻地TFP的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
尽管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但其没有考虑环境与生态的因素.随着绿色可持续

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在评估经济增长质量中必须考虑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绿色发

展效率成为关键指标,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随之成为研究焦点.但是,目前对金融发展与绿色发

展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缺乏系统性.徐璋勇等[8]使用我国西部地区2006-2018年的省级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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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升绿色技术效率来实现;
周五七等[9]采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和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

效率,结果显示金融效率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增长,而金融深化的影响不显著.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1)

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研究不多且结论并不一致,同时缺乏从不同路径考察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

效率的影响.大部分研究没有将环境问题(如污染排放等)纳入到发展效率的评估框架中,导致无法客观地评

估二者间的关系.(2)对于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方向性的分析也相对不足,导致空间集散

格局无法完整地展现出来,从而影响到对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内在规律的准确把握.(3)黄河流域作为

一个整体区域,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在城市间显然会产生外溢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这一重要

问题的关注,因此无法为各城市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拓展至绿色发展效率领域,同时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模型与窗口DEA方法,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定量测算.
(2)利用标准差椭圆技术揭示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方向性,以直观展示其空间分布

特征及演变规律.(3)将金融发展细分为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可得性3个子系统,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

实证检验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其互动关系.通过以上研究,为有关部门优化金融

格局、实现金融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增长提供支持,为更好了解如何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

绿色转型,以及相关主题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与科学依据.

1 实证研究设计

1.1 绿色发展效率的指标构建

绿色发展效率应反映能源投入、经济产出、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其次,应该考虑经济增长、社会福利

改善和生态环境提升等方面,这样有利于揭示绿色发展效率内部机制的本质.因此本文参考岳立等[10]的研

究成果,建立了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为确保数据的可得性,并避免因数据遗

漏导致的测算偏差,本文选取黄河流域2006-2021年的城市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确定黄河流域78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①.

表1 绿色发展效率指标体系

Tab.1 Measurementindexsystemof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投入 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 亿元

劳动投入 城镇从业人数 万人

能源投入 全社会用电量 万t

土地投入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km2

产出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单位

产出 期望产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城市绿地面积 hm2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烟(粉)尘排放量 t

二氧化硫排放量 t

1.2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

1.2.1 考虑非期望的超效率EBM模型

已有研究在测度绿色发展效率时,通常将每个时间段相互独立,导致绿色发展效率不具有跨时间的可比

性,因此TONE等[11]提出了EBM模型为研究绿色发展效率提供了新的方法.该方法可以避免传统的单一

时间段差异,从而增强了决策单元的相对可比性,使得评估更加准确,但是随着多种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加入,
有效单元的数量不断增加,由于EBM模型的效率值仅限于1,无法完全准确地评估各单元的效率水平.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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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使用城市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中国专利局、国泰君安等众多数据库中的数据,以上部分数据公布截止时间为

2021年,故本文最终选取截止时间为2021年.



有效评估各个单元的效率,ANDERSON等[12]提出了一种新的超效率模型,该模型可以对多个决策单元展

开详细对比.故本文建立超效率EBM模型考虑效率值可比性,将黄河流域每个城市作为一个决策单元,建立

绿色发展效率投入和产出的最佳前沿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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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被计算的决策单元为DMU,在可变规模报酬下,式中:γ* 表示绿色发展效率的最佳效率;θ为径向

部分的规划参数;其中,w-
i 表示投入指标的权重系数,满足∑

m

i=1
w-

i =1;s-
i 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变量;Xik

和yrk 分别为k的第i类投入及k的第r类产出;εx 为关键参数,满足0到1的取值范围;s+
r 和sb-

p 分别为期

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w+
r 和wb-

p 分别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权重系数;εy 和εb 表示决定性

参数;n 为决策单元DMU的总数;φ为γ* 中的径向成分;bpj 和bpk 分别表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m 和s
分别表示为投入与产出的数量;j为决策单元DMU的数量;λj 为线性组合系数;q为非期望产出数量.
1.2.2 DEA窗口分析法

DEA窗口分析法类似于移动平均的概念,因此能够扩大被评估的决策单元数量,即:不同时期同一决策

单元;不同决策单元在同一时期.因此,采用DEA窗口分析法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以及

彼此间的差异.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总结[13-15],在应用DEA窗口分析法时,选择窗口宽度d=3可以在稳定因素和可信

度之间取得平衡.通过DEA窗口分析法,能够全面了解决策单元在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趋势,并进行准确的

评估与比较.
1.3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是一种通过可视化方式来揭示要素空间分布方向性特征的方法[16].通过分析标准差椭圆的

重心及其变化轨迹,可以确定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上的发展趋势.标准差椭圆的长轴表示金融发

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趋势方向,短轴代表其分布范围;方位角是长轴与正北方向顺时针方向的夹角,可
以反映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分布方向.此外,标准差椭圆的形状指数,即扁率,可以反映空间分布的圆

度.当其值越接近于1时,表明空间分布较为均匀,反之表明空间分布更加狭长.所涉参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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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y)代表要素重心的地理坐标,wi 为黄河流域城市i的空间权重,在本文中指代不同城市的对应要

素值,(xi,yi)代表黄河流域城市i质心点的地理坐标,σx,σy 表示椭圆x(长)、y(短)轴的标准差,为空间分

布格局的方向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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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变量和计量模型

1.4.1 模型设定

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经济或社会的客观联系,地区间的环境、经济、社会等指标在空间上也会相互

影响.在此背景下需考虑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通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
能够更准确地分析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具体模型设置如下:

lnGTFPit=β0+ρWlnGTFPit+β1lnFirit+β2Fieit+β3Figit+β4xit+
δ1WlnFirit+δ2WFieit+δ3WFigit+δ4Wxit+εit,

其中,εit=τWεit+μit,μit ~ (0,σ2
it).

式中:i表示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i=1,2,…,78),t代表相应年份,GTFP 为绿色发展效率,Fir表示

金融规模,Fie表示金融效率,Fig 表示金融可得性,W 为构建的空间地理权重矩阵,xit 为控制变量;εit 为随

机扰动项;ρ 和δ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系数,用于衡量变量间的影响程度及空间依赖

关系,τ 为空间误差项系数,用于反映随机误差扰动项中存在的关系.
1.4.2 变量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巴曙松等[17]的研究,在本文模型中,金融发展是核心解释变量,由3个代理变量进

行衡量,分别为金融规模(Fir)、金融效率(Fie)和金融可得性(Fia),以此探究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其
中,金融规模(Fir),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与GDP之比进行衡量;金融效率(Fia),采用金融机构存

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比表示;金融可得性(Fig)采用每百人金融网点数表征.
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环境污染和环境技术有着直接的影响,进而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

作用.为了衡量这一影响,本文采用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进行衡量[18].科技研发投入(Tech)被认为是

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动力来源,对当地生态环境也有着深刻影响,为了客观反映当地对技术研发的支持力

度,本文选取科学技术支出的对数作为衡量指标[19].产业结构(Ind),黄河流域的工业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

源,部分地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双高”特征.为衡量产业结构,本文采用城市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

衡量指标[19].绿色金融水平(Gfi),绿色金融带动绿色消费,通过末端绿色消费需求倒逼前端产业转型升级,
增强绿色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绿色发展效率效率,本文采用刘华珂等[20]的做法,从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
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权益等5个方面采用熵值法测度绿色金融水平.

样本数据.本文选取黄河流域2006-2021年的城市相关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最终确定黄河流域78个地

级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缺

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2 实证结果

2.1 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

考虑到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为更加直观地描述各城市的分布特征,本
文使用ArcGIS10.8中的自然断点法绘制黄河流域2006年和2021年金融可得性①与绿色发展效率值的空

间可视化分布图,并分为6个等级区域(图1).总体上看,黄河流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

的空间差异,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中游和下游城市,而上游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低.同
时,绿色发展效率相近的城市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形成了“大连片”与“小散落”的分布格局,且绿色发展效率

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及周边地区.相似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同样集中在

黄河下游地区.比较可知,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地区通常情况下也是金融发展相对高的地区,而绿色发展效率相

对较低的地区往往也是金融发展较低的地区,这初步说明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程度的空间联系.
观察图1还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周边地区的金融水平通常较低,比如处于黄河下游地

区的济南市、郑州市等,这意味着金融资源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形成了一定虹吸效应,吸引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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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资源汇聚.与金融发展不同,绿色发展效率则存在一定的扩散效应,如在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开封市、
郑州市等地,其周边地区如商丘市、新乡市等绿色发展效率并不是最低.

2.2 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标准差椭圆分析

为了描述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趋势方向,本文基于2006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金

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所得指标,并运用标准差椭圆工具进行定量识别.
如图2所示,2006年和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重心均明显向东南方向移动,

2006年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重心均在临汾市,2021年金融效率由临汾市移至长治市,说明黄河流域

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主要在中下游聚集.结合表2,研究期内各要素的旋转角度呈现变化,变化范围在

3°以内,为偏西北-偏东南的分布特征,表明黄河流域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布格局出现向黄河下

游集聚趋势.从长短半轴来看,绿色发展效率短半轴长度增加,长半轴缩减;金融效率短半轴缩减,长半轴缩

减;金融规模和金融可得性短半轴增加,长半轴增加,说明黄河流域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分布范围扩大,
各要素展布不均,方向性明显;从扁率来看,除金融规模扁率有所增加外,绿色发展效率、金融效率和金融可

得性的扁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金融规模发展的方向性减小,在黄河流域逐渐呈现均匀分布趋势,而
其他3要素的方向性增加,表现出空间集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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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6和2021年黄河流域金融发展和绿色发展效率标准差椭圆参数

Tab.2 Standarddeviationellipseparametersoffinancialdevelopmentandgreendevelopment

efficiencyintheYellowRiverBasin,2006and2021

类别 年份 旋转角度/(°) 长半轴 短半轴 扁率
重心坐标

经度 纬度

绿色发展效率 2006 98.83 683164.22 336257.50 0.51 111°17'3.12″E 36°25'5.05″N

2021 99.09 673437.80 346855.43 0.48 111°37'49.80″E 36°30'44.74″N

金融效率 2006 98.70 662468.50 351096.99 0.47 110°55'30.72″E 36°28'30.61″N

2021 99.17 631572.55 349939.03 0.45 111°21'35.29″E 36°22'7.61″N

金融规模 2006 98.11 670490.25 331881.01 0.51 110°28'23.16″E 36°34'51.42″N

2021 96.96 703768.15 333626.71 0.53 110°40'49.44″E 36°34'32.66″N

金融可得性 2006 92.26 600087.44 325523.69 0.46 112°28'45.12″E 36°5'2.00″N

2021 92.36 604544.07 330447.57 0.45 112°45'37.44″E 36°10'17.29″N

2.3 全局自相关检验

在考察黄河流域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需要进行探索性的空间数据分析

来评估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本文通过使用Stata软件对黄河流域城市在2006年至

2021年间的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相关结果见表3.根据表3数据,可知金融发

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在黄河流域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
表3 2006-2021年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全局自相关指数

Tab.3 Globalautocorrelationindexoffinancialdevelopmentand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

of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2006-2021

年份
金融规模

Moran'sI

金融效率

Moran'sI

金融可得性

Moran'sI

绿色发展效率

Moran'sI

2006 0.135** 0.267*** 0.178** 0.147**

2007 0.150** 0.289*** 0.165** 0.222***

2008 0.188*** 0.317*** 0.205*** 0.142**

2009 0.403*** 0.009 0.216*** 0.224***

2010 0.151** 0.375*** 0.241*** 0.244***

2011 0.223*** 0.288*** 0.274*** 0.080

2012 0.211*** 0.274*** 0.305*** 0.011

2013 0.146** 0.325*** 0.308*** 0.151**

年份
金融规模

Moran'sI

金融效率

Moran'sI

金融可得性

Moran'sI

绿色发展效率

Moran'sI

2014 0.085* 0.271*** 0.290*** 0.266***

2015 0.198*** 0.345*** 0.263*** 0.226***

2016 0.184*** 0.383*** 0.266*** 0.236***

2017 0.249*** 0.401*** 0.251*** 0.200***

2018 0.185*** 0.350*** 0.234*** 0.198***

2019 0.062 0.236*** 0.218*** 0.151**

2020 0.183*** 0.238*** 0.212*** 0.068

2021 0.132** 0.212*** 0.219*** 0.185**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下同.

2.4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4.1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参考ELHORST等[21]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分析框架来确定最优模型.并依次进行LM、LP、Wald
以及豪斯曼检验,最终确定使用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之后的分析,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表4的模型1、模型2、模型3与模型4分别是黄河流域城市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可得性以及三者

共同作用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金融规模显著为正,金融效率系数为负,但在统计值上不显

著,金融可得性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金融发展对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

言,金融规模对绿色发展效率起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效率对其影响不显著,金融可得性起显著的抑

制作用.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一是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大,金融机构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低碳环保行业,同
时在政府的引导与大力支持下,黄河流域城市愈发注重资源与污染问题,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很大提升,使得

81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年



金融规模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二是相较于沿海发达地区,黄河流域的发展仍然聚焦于能源消耗型产业,金
融基础设施不完善,融资成本相对较高,金融从业人员数量与质量等有别于沿海地区,金融机构出于逐利性

和风险性的考虑,不愿意将过多资金投入到黄河流域城市中去,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产业的优化升

级,使得金融效率和金融可得性对绿色发展效率显示出抑制作用.
表4 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Tab.4 SpatialDurbinmodelregressionresult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Fir 0.0247***(0.0061) 0.0311***(0.0062)

Fie -0.0141(0.0147) -0.0166(0.0148)

Fia -0.0069***(0.0024) -0.0106***(0.0025)

Fdi -0.0162(0.5123) -0.3163(0.5191) -0.1904(0.5222) 0.0631(0.5270)

Tech 0.00321(0.0047) 0.01149***(0.0043) 0.0215***(0.0051) 0.0150**(0.0053)

Ind -0.1384**(0.0585) -0.2158***(0.0562) -0.3257***(0.0608) -0.255***(0.0621)

Gfin 0.2970***(0.0747) 0.3383***(0.0791) 0.3927***(0.0747) 0.403***(0.0789)

N 1248 1248 1248 1248

R2 0.0579 0.0406 0.0617 0.085

  就各控制变量而言: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估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不显著;科技研发投入

(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通过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当地发展结构得以快速转变,积极推动了绿色发展

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Ind)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黄河流域当前的产业结构对于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发展不

利,这可能与黄河流域不断突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关,重化工企业的集聚和资源型企业导致该地区的污染排

放显著增加,成为本地区在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绿色金融指数(Gfi)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企业为获得资金并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的支持,随着制度遵循的增加,许多企业或生产线为获得资

金支持加快转型,这种机制催生了更多的环保型企业,并在经济社会体系中推动了绿色发展的快速提升.
2.4.2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上述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中,各估计系数仅仅能够反映解释变量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整体影响趋

势和显著性水平,但无法提供空间依赖性的详细信息.为了更加深入地探究黄河流域城市金融发展对绿色发

展效率的溢出效应,需要将金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其中直接效应体现了本地区金融

发展对本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而间接效应则反映了本地区金融发展对周边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总效应则是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综合作用.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根据表5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金融规模对本区域的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
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同时,金融规模对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并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在空间流动过程中呈现出异质性,单个地区在金融规模扩大过程中

很难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能力.然而,当金融资源在城市之间进行流动时,则可以得到更有效的

利用,推动资本的壮大,促进了绿色发展.因此本地区金融规模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

周边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金融效率对本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产生明显的

负向抑制作用,同时对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也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尽管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金
融效率的实现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环境,而良好金融环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金融效率.从以上角度看,黄
河流域的资本市场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发展较为缓慢,规模较小,融资能力有限,导致股票、债券保险金融衍

生品市场业务发展受到了限制,从而抑制了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最后,金融可得性对本

地区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邻近地区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金融平台的增加使交易市场更加快

捷,加速了信贷资源信息共享速度,使缺乏被投资机会的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加强,保障绿色投资的有序开

展,从而作用于绿色发展效率,但这一过程同样会产生虹吸效应,使邻近城市的资金流向本地区,产生不合理

的资源配置,抑制了邻近地区的金融化进程,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不利于生产设施的升级改造,最终抑制邻近

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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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模型的解释能力,
并确保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

性,本文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矩阵

检验方法:空间地理权重矩阵和

反距离矩阵,检验实证结果是否

稳健,从表6可以看出,与前文实

证结果相比,尽管解释变量的估

计系数大小发生了变化,但方向

性未变,其最终估计结果与原实

证结果基本一致,表明金融发展

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实证结果具有

一定稳健性.

表5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估计结果

Tab.5 Estimatesofdirect,indirectandtotaleffectsofthespatialDurbinmodel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Fir -0.0141**(-3.16) 0.0299***(5.31) 0.0157**(2.24)

Fie -0.0182*(-1.91) -0.0140(-1.01) -0.0321*(-1.86)

Fia 0.0112***(7.26) -0.0103***(-4.52) 0.0009(0.32)

Fdi -1.0422**(-3.15) 0.0787(0.16) -0.9635*(-1.89)

Tech 0.0099**(2.85) 0.0139**(2.83) 0.0238***(2.06)

Ind 0.0392(0.89) -0.2466***(-4.32) -0.2074***(-2.72)

Gfi 0.0680(1.47) 0.3795***(4.81) 0.4475***(4.94)

表6 基于空间地理权重矩阵与反距离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Tab.6 Robustnesstestbasedonspatialgeographicweightmatrixandinversedistancematrix

变量 空间地理权重矩阵 反距离矩阵

Fir 0.3558***(0.0768) 0.1223**(0.0501)

Fie -0.5275**(0.1798) -0.1683(0.1202)

Fia -0.0927**(0.0365) -0.0433**(0.0185)

变量 空间地理权重矩阵 反距离矩阵

控制变量 是 是

N 1248 1248

R2 0.0353 0.0213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黄河流域

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集聚态势,并
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度,黄河下游地区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相对较高,且方向特征均呈偏西北-偏东南的态

势.第二,从整体看,金融发展的3个维度中,金融规模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金融可得性对

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金融效率的作用始终不明显.第三,从空间溢出角度来看,对于本地区,各自变

量的直接效应和相对重要性保持稳定,没有明显变化.然而,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显著变化,金
融规模与金融效率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影响,而金融可得性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最后,对于周边

区域而言,金融规模和金融可得性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负向溢出效应.
3.2 建议

1)为了提高绿色发展效率,需要加快金融发展转型升级.金融机构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力量,所以应

该积极响应国家的绿色发展战略,通过设置合理且严格的信贷审批程序,来引导资金向环保型产业倾斜.同
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提高其服务范围和质量,以此更好地为绿色发展服务.此外,应限制那些对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破坏、能源消耗高、与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相斥企业的信贷资金提供,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

发展的方向迈进,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2)为防止金融风险并促进绿色发展,需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建立专业性的第三方绿色信

用评估机构,对企业和项目的环保信息进行审核,并强制性披露.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企业更加注重环保信息

的披露和管理,同时提高投资者对绿色项目的了解和信任度.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明确绿色项目的定义,加
强对绿色融资的审核,确保资金能够流入绿色环保领域,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通过明确标准和加强审核,确
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对达到标准的机构开通道、减手续,从而提高效率,最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为统筹区域金融发展并促进绿色发展效率增长,需要对不同地区实行差异化金融政策.由于地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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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导致金融资源在地区间分布不均衡.因此,为促进金

融发展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成立联合发展委员会.同时,
需要引导资金在区域间合理流动,统筹区域金融发展,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促进资源的

优化配置,推动绿色发展效率的全面推进.通过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效率的有机结合,为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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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urba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fromtheperspective
offinancialdevelopmentinYellowRiverBasin

LiXinyu,GuoGuangting,YangShaoyan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750021,China)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paneldataof78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from2006to2021tomeasurethegreen
developmentefficiencyofthe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byusingthesuper-efficiencyEBM modelandthewindowDEA
method,andatthesametimeconstructsthespatialDurbinmodeltoempiricallytesttheimpactofthefinancialdevelopmentof
the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onthe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Theresultsshowthat:(1)thereisasignificantposi-
tivespatialcorrelationbetweenurbanfinancialdevelopmentand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ntheYellowRiverBasin,and
thedirectionalcharacteristicsallshowanorthwesterly-south-easterlytrend.(2)Overall,amongthethreesubsystemsoffinan-
cialdevelopment,financialscalesignificantlycontributestotheimprovementof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andviceversa
forfinancialefficiencyandfinancialaccessibility.(3)Fromtheperspectiveofspatialspillovers,thecurrentfinancialscaleof
citiesintheYellowRiverBasinisnotconducivetotheenhancementof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ntheregion,butitcan

promotetheimprovementof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nneighboringregions;thefinancialefficiencyhasnegativeimpacton
the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ntheregion,andtheimpactontheneighboringregionsisnotobvious;andthefinancialavail-
abilityplaysasignificantpositiveroleinthegrowthof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inthelocalarea,butitsroleintheneigh-
boringregionsissignificantlynegative.andfinancialaccessibilityhasasignificantnegativeinhibitoryeffectonlocalgreendevel-
opmentefficiencygrowth,butasignificantnegativeinhibitoryeffectonneighboringareas.

Keywords:financialdevelopment;YellowRiverBasin;greendevelopmentefficiency;spatialDurbi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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