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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探讨了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

中国30个省市2011-202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绿色金融”与“共富”的评价指标,实证检验了绿色金

融促进“共富”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实现共同繁荣有明显的推动作用；(2)

绿色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展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尤其在东部及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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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is, using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green fin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green financ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The study found that:(1) Green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2) Green finance show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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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

区域统筹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1]。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不

仅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能

够有效解决发展失衡和不充分问题。因此,必须统筹效率和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绿色金融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手段,能够有效调动资金支持绿色行业,推动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双重驱动。绿色金融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

升级、改善生态环境,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从绿色金融的视角出发,融合绿色

金融和共同富裕,拓展了相关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剖析了其内在

的作用机制。其次,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了绿色金融与共

同富裕的评价指标,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未来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路。 

1 文献回顾 

在绿色金融与共同富裕关系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集中

在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绿色普惠金融等角度的协同作用。 

危俊(2023)通过绿色信贷模型证明其对农户增收和共同富

裕的重要作用[2],蒋佳玉(2024)指出,绿色金融不仅推动城乡协

调发展,还带动邻近地区的绿色产业和项目融资[3]。 

周润苇(2024)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绿色金融的空间溢出

效应[4],刘雪珂(2023)发现东部地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表

现突出,但区域协调性依然不均衡[5]。 

在绿色普惠金融方面,张瑞怀(2021)认为其促进共同富裕[6],

蒲甘霖(2022)指出其带动邻近地区共同富裕[7],蒋同应(2024)发

现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能有效推动共同富裕[8]。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金融的协同效应,缺乏绿色金融

与共同富裕之间定量关系的探讨和实证研究。本文将两者整合

统一框架,进行定量分析,探讨影响机制,为共同富裕提供理论

支持。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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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是促进资

源优化配置和区域共同富裕的重要工具。 

绿色信贷通过优惠利率等方式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支

持环保企业发展,并通过限制污染企业的信贷,促进其转型升

级。然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中,民营环保企业融资面临不平

等问题,限制了绿色创新企业的成长,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 

绿色证券通过严格的环保准入和信息披露,支持绿色企业

发展,同时限制污染企业融资,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

然而,过度依赖绿色证券可能导致市场虚拟化和金融风险,影响

经济稳定。 

绿色保险通过提供环境责任保障,降低环保项目投资风险,

激励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推动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并促进绿色技

术和可持续发展,为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保障。 

基于以上分析,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绿色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具有促进效应。 

2.2区域异质性 

经济发达地区具备成熟的金融市场和产业基础,能够充分

利用绿色金融推动技术升级和环境改善；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面

临金融资源、技术和产业配套不足,绿色金融作用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绿色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 

3 研究设计 

3.1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3.1.1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本文参考韩

亮亮等(2024),从发展侧、共享侧、可持续侧出发,采用熵值法

以及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9]。各项指标见图1。 

 

图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参考刘华柯(2021)

等研究成果,从七个维度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

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算[10]。各项指标见图2。 

 

图2  绿色金融指标体系 

控制变量：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还会受到

其他因素影响。基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杨仁发和李自

鑫,2023；)[11],为进一步探究绿色金融影响共同富裕的中介机

制,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展开分析。借鉴王仁曾等(2023)

的做法,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产业

结构升级,记为str[12],变量定义见表1。 

3.1.2数据处理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2011—2022年中国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和各省统计公报以及CSMAR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

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水平 CP 根据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而得

核心解释变量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Green 根据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测算而得

控制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 Gz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值/工业增加值

金融发展水平 Jr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

研发强度 Qd R&D经费内部支出/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化水平 Czh 城镇人口/总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 gdp 人均 GDP

交通设施水平 Jt 公路里程数取对数和货运总量取对数
 

根据表2,各省份共同富裕水平差异较大,标准差为7.6%；绿

色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更大,标准差为12.4%。除环境规制和研发

强度外,其他控制变量差异明显,表明省际存在异质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P 360 0.237 0.0760 0.116 0.504

Green 360 0.325 0.124 0.0900 0.632

Gz 360 0.0030 0.0030 0 0.0280

Jr 360 1.466 0.422 0.665 2.691

Qd 360 0.0180 0.0120 0.0040 0.0680

Czh 360 0.601 0.121 0.350 0.896

gdp 360 58675 30625 16024 189988

Jt 360 11.70 0.853 9.400 12.91
 



经济学研究前沿 
第 8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82-8295(O) / 2630-4759(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9 

Frontier of Economics Research 

3.2模型设定 

由豪斯曼检验结果可知,结果p值小于0.05应拒绝原假设,

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为检验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以及异质性,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ݐ݅ܲܥ = 0ܤ + ݁݁ݎܩ1ܤ ݐ݊݅ + ݅=0
݊ ܤ ݐ݆݅ܺ + ݅ߤ + ݐߣ + ݐ݅ߝ # 1  

其中,下标 ݅ 和 ݐ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 ݐ݅݅݊݅ܩ 表示第݅ 年 ݐ 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表示第期地区的绿色金ݐ݅݊݁݁ݎܩ

融发展水平。݆ܺ݅ݐ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ߤ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ݐߣ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ݐ݅ߝ 表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 

4.1基准回归 

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后,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效应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绿色金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共同富裕水

平提高0.2275个单位,验证了假设H1。此外,环境规制在控制其

他变量后也显示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2275,表明严格的环境

规制推动绿色金融和技术发展,促进环保产业增长,从而提升社

会福利。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关系可能成为推动共同富

裕的重要因素。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CP (2)CP (3)CP

Green
1.1364***

(14.038)

0.3422**

(2.531)

0.2275**

(2.405)

Gz
0.3048

(0.840)

Jr
0.02020*

(1.848)

Qd
2.2438**

(2.500)

Czh
0.3817***

(3.982)

gdp
0.0000***

(4.722)

Jt
-0.0461**

(-2.182)

常数项
-0.1322***

(-5.024)

0.1259***

(2.866)

0.3541

(1.620)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NO YES YES

组内R-squared 0.947 0.970 0.978

N 360 360 357

F 197.1 6.406 69.68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为t值,下表相同 

4.2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是

剔除2016年以前的数据；二是采用熵值法重新测算共同富裕水

平(CP1)；三是去除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并进行回归。表4结果表

明,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CP (2) CP1 (3) CP

Green
0.1938**

(2.981)

1.7359***

(16.605)

L.green
0.1912**

(2.098)

Gz
-0.3490

(-1.350)

0.2036

(0.603)

Jr
0.0421***

(4.273)

0.0275**

(2.553)

Qd
0.5213

(0.504)

1.9253**

(2.340)

Czh
0.3512**

(3.520)

0.3529***

(3.723)

gdp
0.00000***

(7.242)

0.0000***

(5.321)

Jt
-0.02084

(-1.473)

-0.0398*

(-1.907)

常数项
0.08411

(0.626)

-0.2863***

(-8.544)

0.3017

(1.401)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组内R-squared 0.993 0.950 0.980

N 177 330 327

 

4.3异质性分析 

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别,对绿色金融的“共

富”效果影响不同,因而有必要对这种作用的异质性进行深入

研究。 

根据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绿色金融的共同富裕效应存在

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较为成熟,能够有效促进绿色产

业和资源配置,推动共同富裕水平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因经济

基础薄弱、金融发展滞后,绿色金融效应不显著。东北地区虽然

经济较为落后,但绿色金融在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因此,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状况采取差异

化政策。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视角,利用2011-2022年中国

30省数据,研究了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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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其效应在不同地

区表现出明显差异,尤其在东部和东北地区更为显著。 

表5 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东北地区

Green
0.5436**

(2.379)

0.0695

(0.517)

0.1584

(1.079)

0.2228**

(6.625)

Gz
0.3984

(0.608)

-0.2542

(-0.547)

0.2746

(1.218)

-0.7919*

(-3.052)

Jr
0.03431

(1.480)

-0.00365

(-0.221)

0.0015

(0.207)

0.00700

(1.768)

Qd
1.4602

(1.485)

3.6555***

(4.404)

1.2122

(0.673)

0.1734

(0.719)

Czh
0.5225***

(3.924)

0.57300**

(3.027)

0.2961*

(2.117)

0.4454*

(4.061)

gdp
0.0000

(0.858)

0.000

(1.726)

0.000**

(2.439)

0.000

(2.162)

Jt
-0.1181***

(-5.245)

-0.01635

(-0.958)

0.0397

(1.120)

-0.0620

(-2.277)

常数项
0.9113***

(5.071)

0.01056

(0.058)

-0.5210

(-1.339)

0.51590

(1.456)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组内R-squared 0.978 0.989 0.954 0.993

N 120 72 129 36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5.1区域差异化绿色金融政策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及金融水平不同,应根据具体

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和传统重工业地区应加强

绿色金融支持,推动高质量发展；非资源型和金融发达地区应着

力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资源配置。 

5.2完善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与创新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覆盖

面,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推动绿色资源的公平配置,

为共同富裕提供金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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