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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文献综述

（一）绿色经济与“一带一路”

2012 年 6 月，“里约+20”峰会赋予绿色经济全新的意义，针对褐色经济并钩发展的核

心问题，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规范绿色经济的三重底线（环境、经济与社会）

效益并将相关资金流入视作绿色投资（诸大建，20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的同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愈发严重（Zhang 等，2017），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后，对中国绿色经济增长或绿色发展的研究成为焦点。首要问题是如何

度量与评价绿色经济（李江龙和徐斌，2018），虽然构建多维评分指标体系的方式可融合客

观数据与专家经验全面评价绿色经济实现正增长或负增长，但这种方法不仅无法准确识别正

负增长的程度而且复杂的指标选取也不利于对各指标做进一步数据处理以解决相关性或精

度粗糙等问题，这增加了评价绿色经济增长的难度与可信度（郭玲玲等，2016），鉴于此以

考虑非期望因素的全要素指标为主的效率度量成为评价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李江龙和

徐斌，2018；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王兵和刘光天，2015；杨文举，2011）。

借助效率测度工具，关于绿色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基于考虑区域异

质性的情况，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孙瑾等，2014）、控制经济集聚程度（林伯强和谭睿鹏，

2019）、合理利用资源禀赋（李江龙和徐斌，2018）、加速推动节能减排（王兵和刘光天，

2015）与有效部署环境规制（Lin 和 Zhou，2022）被证明有助于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随着

绿色发展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逐渐深入，对“一带一路”与绿色经济间联系的

讨论愈发热烈（Cuiyun 和 Chazhong，2020）。在肯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市绿色

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后（Liu 和 Xin，2019），研究范围逐渐从沿线省市扩展至沿线国家（Jiang

等，2021），研究的切入视角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增强沿线国家间经济、环境与社会发

展联系的两个主要方式，即 OFDI 流入（Peng 等，2022）或政策合作（Lin 和 Zhou，2022），

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可通过提升实体经济效益（Wang 等，2022）、推动金融发展（Yang

和 Ni，2022）或增加政府支出（Jin 等，2022）等方式显著助力沿线国家的绿色经济转型。

虽然现有研究剖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省市或沿线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但其

缺陷是分析过程中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个研究整体从而忽略了研究整体内部的政策

波动，由引言部分可知在 2017 年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投资策略与合作方针

上均产生了向绿色低碳领域倾斜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对绿色经济发展存在引导性，若不根



《统计研究》 刘锦涛等：绿色投资效率与绿色经济发展（附件） 2025 年 3 月

据该变化对研究区间进行有效划分则可能出现掩盖或夸大政策变动对绿色经济效益影响的

现象。

（二）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效率评价的准确性源于指标选取的全面性、模型构建的合理性与数据处理的有效性。

全面的指标选取并不代表尽可能多地选取不同变量，而是在符合理论机制的基础上确保变量

集多维地刻画需测度的效率（郭玲玲等，2016）。对于绿色经济效率而言，鲜有研究在选取

投入变量时做文章，通常选取固定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能源消耗总量来刻画资本投入、

劳动力投入与能源投入（王兵和刘光天，2015），产出变量则区分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

用以衡量经济体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其中期望产出的变量选择涉及绿色专利数量、人均

GDP 等而非期望产出的变量选择则聚焦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工业三废排放量等（李江龙和徐

斌，2018；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即使与测度创新效率、能源效率的指标体系有所区别，

现有研究仍是在常用的变量集中根据测度效率的需求增删变量个数或细化变量的数据选取

范围（Peng 等，2022；邵帅等，2022）。

合理的模型构建依赖于初步的指标体系，考虑到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需求，能够有效

处理非期望因素的至前沿最远距离模型（SBM 模型）被广泛应用，同时结合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ML 指数）探索绿色经济效率的动态变化（林伯强和谭睿鹏，

2019）。SBM 模型与 ML 指数是度量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动态效率的经典组合（Tone，2001；

Zofío，2006），根据进一步的度量需求会引入可处理指标中含负值数据的 MSBM 模型（Sharp

和 Liu，2007）或便于对有效集排序的超效率模型（Tone，2002），但这仍无法解决 SBM 模

型因采用强有效前沿上最远投影点而造成的测度结果相较于实际情况偏大的效率失真（Tone，

2008）或 ML 指数传递性差且 VRS 模型可能无可行解等问题（Pastor 和 Lovell，2005），尽

管可解决 ML 指数缺陷的全局 Malmquist-Luenberger 指数（GML 指数）已逐渐应用于实证研

究中（Jiang 等，2021；Pastor 和 Lovell，2005）但可处理 SBM 模型缺陷的至强有效前沿

最近距离模型（Min-DS 模型）因建模思路复杂、计算时间长等问题至今未被广泛应用于实

证研究中（Dong 等，2021），同时基于 SBM 模型建模的 Min-DS 模型存在因无法对有效集进

行排序而前沿构造不严谨的问题（Aparicio 等，2007）。

有效的数据处理则需视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而定，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 模型）存在

无法处理零值数据与负值数据的劣势，因此在测度效率前需对存在零值数据或负值数据的变

量进行处理（沈江建和龙文，2015；赵崤含等，2015），而因为 DEA 模型又存在无需处理数

量级的优势，多数研究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对变量的说明过于单一或模糊，简单的数据处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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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指标货币价值化与内部差异性的变量核算难以确保绿色经济效率度量的精度（马兰，

2021）。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系展开

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缺少对“一带一路”倡议作用区间内策略变动所造成的效益影响的研究，

同时绿色经济效率度量指标的选取与其他效率指标体系差别小、易混淆，模型选择影响了效

率测度的准确性，变量的数据处理单一且模糊，并未考虑变量内部的差异性和对各变量统一

货币价值化的意义。因此，优化指标体系、测度模型、数据处理的相关问题并考虑“一带一

路”实施区间内的策略变化对于精确刻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经济发展的演变动态

从而探究推动或抑制其发展的根本原因至关重要。

附表 1 测度绿色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标准差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测度绿色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及描述性统计

投入

固定资本存量 1.0226 4.6993 6.6500 2.2400

劳动投入的经济价值 0.6573 2.8266 4.6900 1.8000

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 1.0325 4.6973 6.6550 2.2470

期望产出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0.6648 4.9581 6.4500 3.8400

调整后的国民净收入 0.6629 4.8760 6.3900 3.7200

对外贸易净额 0.3589 3.5417 7.9982 2.1030

非期望产出

二氧化碳损害 0.7446 3.2334 5.0400 1.7500

颗粒物排放损害 0.6807 2.3179 4.3500 1.2500

自然资源损耗 1.9650 2.4459 5.1700 0.0001

测度绿色投资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及描述性统计

投入
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 0.3519 5.0513 7.1198 4.0025

劳务派遣投入的经济价值 0.3369 1.4320 2.0015 0.9984

期望产出
绿地项目申请数 0.3315 0.7231 1.1037 0.2208

绿色专利申请数 0.4013 0.6112 1.0025 0.1195

非期望产出
工业三废处理成本 0.5001 0.5334 1.0045 0.2568

项目未完工率 0.2139 0.7134 0.9061 0.534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ind 数据库、中国一带一路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附录 2 模型构建与求解

本文借鉴 Aparicio 等（2007），Bogetoft 和 Nielsen（2008），Oh 和 Lee（2010），柳卸

林和朱浪梅（2021）的研究构建用于测度GIE 与GED的 DEA 模型，所建 DEA 模型主要分为

https://www.shihang.org/ext/zh/home
https://www.wind.com.cn/mobile/EDB/zh.html
https://www.yidaiyil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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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4部分，一是构建至前沿最远距离（SBM）模型，测度所有决策单元（DMU）的静态效率

值，若 DMU 的静态效率值等于 1，则为高效 DMU，若 DMU 的静态效率值小于 1，则为低效 DMU；

二是构建至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MinDs）模型，修正低效 DMU 的静态效率值；三是构建超

效率模型，对高效DMU的静态效率值进行排序优化；四是构建全局Malmquist-Luenberg（GML）

指数模型，测度所有 DMU 的动态效率值，并对动态效率值进行分解与组合。

首先，使用 SBM 模型测度 n个 DMU 的静态效率值，如式（1）所示。每个 DMU 有m个投

入变量 ix 、p个期望产出变量 d
ry 、q个非期望产出变量 u

vy ，设定所有高效 DMU 的集合为 H ，

所有低效 DMU 的集合为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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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f 为第 k个 DMU 的静态效率值，若 1kf ，则令 k为 hk 且 hk H ；若 1kf ，则令 k

为 lk且 lk L 。 ikx 、 d
rky 、 u

vky 、 k 为第 k个 DMU 的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非期望产出

变量、既定权重， ikx 、 d
rky 、 u

vky 均 0≥ ， 0ix 、 0
d
ry 、 0

u
vy 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

非期望产出变量的初始值， 0ix 、 0
d
ry 、 0

u
vy 均 0≥ ，松弛变量 

is ， d
rs 、 u

vs
 分别表示投入过

剩、期望产出不足及非期望产出过多。

其次，使用 MinDs 模型修正 L 中所有低效 DMU 的静态效率值，如式（2）所示；使用超

效率模型对 H 中所有高效 DMU 的静态效率值进行排序优化，如式（3）所示。

（2）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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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非期望产出变量、既定权重， ilkx 、 d
rlky 、 u

vlky 均 0≥ ， 0ilx 、 0
d
rly 、 0

u
vly 分别为投入变量、

期望产出变量、非期望产出变量的初始值， 0ilx 、 0
d
rly 、 0

u
vly 均 0≥ ，M 是一个足够大的正

数， ia 、 rb 、 vc 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非期望产出变量的修正系数， lke 用于界

定 lk 与 lkd 的范围， lkd 为修正松弛变量。

（3）

其中， *
hkf 为第 hk 个 DMU 排序优化后的静态效率值， ihkx 、 d

rhky 、 u
vhky 、 hk 分别为第 hk 个

DMU 的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非期望产出变量、既定权重， ihkx 、 d
rhky 、 u

vhky 均 0≥ ， 0ihx 、

0
d
rhy 、 0

u
vhy 分别为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量、非期望产出变量的初始值， 0ihx 、 0

d
rhy 、 0

u
vhy 均

0≥ ， ihkx
i 、

d
rhky

r 、
u
vhky

v 分别为第 hk 个 DMU 的投入变量的减少量、期望产出变量的增加量、

非期望产出变量的减少量。

再次，使用 GML 指数模型向所有 DMU 调整后的静态效率值施加动态变化特征，得到从第

t期到第 1t 时期的动态效率值，如式（4）所示。

（4）

其中， *
kf 为第 k个 DMU 调整后的静态效率值， ( , 1)t t

kf 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到第 1t 期的动

态效率值， kG 为第 k个 DMU 所有各期生产前沿的集， * k

kf
G
表示第 k个 DMU 的相邻两期在计算

动态效率值时以 kG 为参照， tx 、 d
ty 、 u

ty 分别为第 k个 DMU 第 t期的投入变量、期望产出变

量、非期望产出变量， [1, ]g 为时间区间。

最后，将所有 DMU 的动态效率值分解为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纯技术变化、规模

技术变化，如式（5）所示。纯效率变化可反映 DMU 是否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规模效率

变化可反映 DMU 是否有效提升现有生产规模；纯技术变化可反映 DMU 是否改进技术水平；规

模技术变化可反映 DMU 现有生产规模能否提升技术水平。将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纯

技术变化、规模技术变化组合成生产效率变化、技术水平发展、生产规模效应，如式（6）

所示。生产效率变化可反映 DMU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效率的变化；技术水平发展可反映

DMU 在现有生产规模条件下技术水平的变化；生产规模效应可反映生产规模优化对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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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影响。

（5）

其中， * t
kf 、

1* t
kf 分别表示第 k个 DMU 的相邻两期在

计算动态效率值时以第 t期、第 1t 期的生产前沿为参照。  , 1t t
kPEC 表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

到第 1t 期的纯效率变化，若  , 1 1 t t
kPEC ，则现有技术利用率提高；若  , 1 1 t t

kPEC ，则现

有技术利用率下降；若  , 1 1 t t
kPEC ，则现有技术利用率不变。  , 1t t

kSEEC 表示第 k个 DMU 从

第 t期到第 1t 期的规模效率变化，若  , 1 1 t t
kSEEC ，则现有生产规模增加；若  , 1 1 t t

kSEEC ，

则现有生产规模减少；若  , 1 1 t t
kSEEC ，则现有生产规模不变。  , 1t t

kPTC 表示第 k个 DMU 从

第 t期到第 1t 期的纯技术变化，若  , 1 1 t t
kPTC ，则技术水平提高；若  , 1 1 t t

kPTC ，则技

术水平下降；若  , 1 1 t t
kPTC ，则技术水平不变。  , 1t t

kSETC 表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到第 1t

期的规模技术变化，若  , 1 1 t t
kSETC ，则现有生产规模推动技术水平提高；若  , 1 1 t t

kSETC ，

则现有生产规模阻碍技术水平提高；若  , 1 1t t
kSETC   ，则现有生产规模不影响技术水平提高。

（6）

其中，  , 1t t
kEE  表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到第 1t 期的效率变化，若  , 1 1t t

kEE   ，则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生产效率提高；若  , 1 1t t
kEE   ，则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效率下降；  , 1 1t t

kEE   ，

     

 
 

 
 

     

 
 

, 1 , 1 , 1

* *
1 1 1 1 1 1

* *
1 1 1

, 1 , 1 ,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

, ,

k

t t t t t t
k k k

d u d u
t t t t t tk 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 t t t t t
k k k

td u
t t tk k

t

d u
t t tk

t

t

t

EE PEC SEEC

x y y x y yf f

x y y x y yf f

TE PTC SETC

x y yf f

x y yf

  

     

  

  


  

  



 

   
    
      

 

 
G  

 
 
 

 
 

     

 
 

*

1*
1 1 1

* *
1 1 1

1* *

, 1 , 1 , 1

*
1 1 1

*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k

d u
t t t

t d u
t t t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 t t t t t
k k k

d u
t t tk

t d u
t t

t

k

t t

t

x y y

x y yf

x y y x y yf f

x y y x y yf f

SE SEEC SETC

x y yf f

x y yf


  

  







 

  

  

 
 
  
 
  
  

 

 
  
  

G

 
 

 
 

* *
1 1 1

1* *

, , , ,

, , , ,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x y y x y yf

x y y x y yf f
  



 
 
  

G

 
 
 
 

 
 

 
 

 
 

*
1 1 1

*

1* * *
1 1 1 1 1 1

1* * *
1 1 1

*
1

*

( ,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k

k

d u
t t tk

d u
t t tk

t td u d u d u
t t t t t t t t tk k k

t td u d u d u
t t t t t t t t tk k k

d u
t t tk

d u

t

t t tk
t

t

t

k

x y yf

x y yf

x y y x y y x y yf f

f

f

x y y x y y x y yf f f

x y yf

x y yf

G

G

G

G

 
 

 
 

 
 

 
 

 

*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
1 1 1 1 1 1

* *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

  

  


  


     

 





   
   
      
 
  
  

 

k

k

d u
t t tk

t d u
t t t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d u

t

t

t d u
t t t t t tk k

td u d u
t t t t t tk k

t
k

t

d u
t t

x y yf

x y yf

x y y x y yf f

x y y x y yf f

x y y x y yf f

x y yf

G

G  
       

1*

, 1 , 1 , 1 , 1

, ,

   

 
 
  
                 

d u
t t tk

t t t t t t t t
k k k k

x y yf

PEC SEEC PTC SETC



《统计研究》 刘锦涛等：绿色投资效率与绿色经济发展（附件） 2025 年 3 月

则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产效率不变。  , 1t t
kTE  表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到第 1t 期的技术水平

发展，若  , 1 1t t
kTE   ，则在现有生产规模条件下技术水平提高；若  , 1 1t t

kTE   ，则在现有生

产规模条件下技术水平下降；  , 1 1t t
kTE   ，则在现有生产规模条件下技术水平不变。  , 1t t

kSE

表示第 k个 DMU 从第 t期到第 1t 期的生产规模效应，若  , 1 1 t t
kSE ，则生产规模优化对生

产效率提高和技术水平提高存在正向影响；若  , 1 1 t t
kSE ，则生产规模优化对生产效率提高

和技术水平提高存在负向影响；  , 1 1 t t
kSE ，则生产规模优化对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水平提

高无影响。

附图 1 绿色经济发展与绿色投资效率的时变趋势

附表 2 稳健性检验
1

GED
_GED dis

GED GED GED GED

M（1） M（2） M（3） M（4） M（5） M（6）

“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_GIE dis 0.2003
**

（2.1340）

GIE
0.2158

**

（2.3066）

0.3315
***

（3.0119）

-0.0351

（-1.2024）

_IV GIE
0.2593

***

（2.9931）

0.2319
**

（2.3284）

GIE GIE
SOI 0.0781

*

1
完整实证结果可向通讯作者咨询获取，通讯作者邮箱：ljt950817@126.com。

mailto:ljt95081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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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49）

TWC
0.1063

*

（1.8337）

Kleibergen-Paa

p rk LM

1325.1190

[0.00]

1729.3047

[0.00]

Kleibergen-Paa

p rk Wald F

1462.3518

[0.00]

1613.4208

[0.00]

R
2

0.1352 0.1538 0.1427 0.1669 0.1570 0.1706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_GIE dis 0.3192
***

（3.2041）

GIE
0.3017

**

（2.9543）

0.4180
***

（3.3516）

-0.1123

（-1.4605）

_IV GIE
0.2874

**

（2.3010）

0.2900
**

（2.2973）

GIE GIE

SOI
0.1305

*

（1.9264）

TWC
0.1281

*

（1.8974）

Kleibergen-Paa

p rk LM

1536.4425

[0.00]

1700.2518

[0.00]

Kleibergen-Paa

p rk Wald F

1608.9243

[0.00]

1665.0995

[0.00]

R
2

0.2031 0.1847 0.2216 0.1990 0.1568 0.1602

剔除特定年份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12 612 556 612 612 612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是经过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t值，下同。

附表 3 绿色投资效率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叠加：滞后效应

GED

当期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滞后三期 滞后四期

（1） （2） （3） （4） （5）

“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0918

（1.5037）

0.2384
**

（2.1503）

0.2039
**

（2.0926）

0.1736
**

（1.9954）

0.1032

（1.4871）

R
2

0.0817 0.1537 0.1549 0.1387 0.0903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1138
*

0.2536
***

0.3051
***

0.2045
***

0.1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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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2） （3.0058） （3.1104） （2.8314） （2.4155）

R
2

0.1315 0.2014 0.2335 0.1997 0.173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612 612 612 612 612

注：本文选择讨论绿色投资效率对绿色经济发展在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三期与滞后四期的影响。

附表 4 绿色投资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差异、资源禀赋差异与绿色倾向差异

GED

产业结构差异 资源禀赋差异 绿色倾向差异

传统产业转型 新兴产业发展 资源禀赋较强 资源禀赋较弱 绿色倾向较强 绿色倾向较弱

（1） （2） （3） （4） （5） （6）

“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0895

*

（1.6938）

0.0436
*

（1.6910）

0.0377
*

（1.6451）

0.1433
**

（1.8452）

0.2340
***

（3.1110）

0.0057

（1.0089）

R
2

0.2310 0.1478 0.1537 0.1348 0.1693 0.0821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2069

***

（2.7334）

0.1232
***

（2.6513）

0.3294
***

（3.2257）

0.3305
***

（3.3517）

0.3024
***

（3.2061）

0.1308
**

（2.0031）

R
2

0.3360 0.2911 0.2715 0.1938 0.2413 0.174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420 192 360 252 156 456

附表 5 绿色投资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企业行为：绿色创新-公司治理-绿色营销

GED INO GED ESG GED GMI GED

（1） （2） （3） （4） （5） （6） （7）

“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2015

***

（2.5413）

0.0300
*

(1.8021)

0.0630
*

(1.9360)

0.0563
*

(1.8402)

INO
0.0993

**

(1.9837)

ESG
0.1089

**

(1.9956)

GMI
0.1003

**

(2.0019)

机制识别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R
2

0.2596 0.3019 0.3924 0.2814 0.2378 0.3403 0.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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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3408

***

（3.1520）

0.1316
***

(3.1150)

0.1673
***

(3.3043)

0.1509
***

(3.0025)

INO
0.1280

***

(2.7351)

ESG
0.2033

***

(3.4120)

GMI
0.1725

***

(2.8869)

机制识别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R
2

0.3015 0.3327 0.2891 0.3631 0.3472 0.3602 0.36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12 612 612 612 612 612 612

附表 6 绿色投资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政府管制：绿色补贴-污染税收-专利保护

GED GMS GED PGT GED PPL GED

（1） （2） （3） （4） （5） （6） （7）

“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1963

***

(2.3089)

0.1093
**

（1.9420）

0.1033
**

（1.9603）

0.1004
**

（1.7395）

GMS
0.1398

***

（2.8342）

PGT
0.0953

*

（1.7344）

PPL
0.0720

*

（1.8001）

机制识别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R
2

0.3157 0.3046 0.2991 0.3099 0.2783 0.2855 0.3007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期间

GIE
0.2953

***

(3.3148)

0.1766
***

（3.0014）

0.1237
**

（2.3209）

0.1833
***

（3.0033）

GMS
0.1141

**

（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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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T
0.1539

***

（2.8323）

PPL
0.1910

***

（3.2201）

机制识别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R
2

0.2589 0.2714 0.2333 0.2600 0.3104 0.2796 0.28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12 612 612 612 612 612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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