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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3—2022年全国30个(因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省级地区面板数据,构建新质生产力

体系,使用熵值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指标测度,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在
克服内生性的前提下,对样本进行异质性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能显著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相对较弱;产业结构

升级在新质生产力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缩

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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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要

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工

作。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很强的区域规划和

政策文件,如“十四五”规划中“四大板块+三大战

略”的区域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以推动建立

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这些政策和战略的

实施,有效控制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
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取得良好效

果[1]。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

了巨大成就,但区域间发展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区域内部的差异上,基于

此已有研究站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探索如何进一

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2-3]。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区域协调发展密不可分。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被首次提出,其内涵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型

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

合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

标志。目前新质生产力处于探索与发展时期,其主

要的研究集中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4-5]和实现

路径与机制[6],周冰莹和童素娟[7]探索了新质生产

力对科技金融的作用过程中发现了产业结构升级

的作用机制;林有德和邓东青[8]发现新质生产力对

于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有多重实施路径。目前已

有学者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构建了相应的指标

体系进行新质生产力的测度[9-10],常俊松等[11]聚焦

京津冀地区测度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

一定的地区行业特色,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借鉴。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

动力。新质生产力带动了技术革命性突破,而技术

进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12]。新

质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知识属性,可依托于知识的

高复制性和多样性,打破要素的空间黏性桎梏和要

素组合的同质化陷阱,加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12]。
新质生产力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整体上为区域

协调发展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另外,新质生产力通

过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才培养与引进等

多层面驱动,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动能,从而

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但在关于新质生产

力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现有文献中,大多直接研

究新质生产力在理论上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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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有研究从实证出发验证新质生产力与区

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因此通过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

赋能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对于实现区域均

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鉴于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在分析新

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发展的路径机制的基础上,运
用熵值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并检验新质

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和路径。本文可能

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基础

回归和内生性检验等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和区域

协调发展因果关系,补充实证分析研究;第二,基于

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

作用机制,探索产业结构升级对于新质生产力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直接效应

新质生产力主要涵盖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等方面,三者均可以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实质

性影响[14]。具体来看,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

劳动力资源配置来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新
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促进劳动

者充分就业,为落后地区提供人才支撑;另一方面,
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是均衡配置资源的重要途径,新
质生产力通过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使得落后地

区得以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本。总之,新质生产

力使得区域间劳动者结构改变,加速区域人力资本

积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改善劳动对象结构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科技创

新,这不仅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也为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新的技术和方法。通过引入战略性新兴产

业如新能源、新材料和先进制造等,落后地区可以

摆脱传统低效能、高消耗的生产模式,向更高端、更
具竞争力的产业方向发展。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清
洁能源等,可以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通

过发展生态产业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同时提

升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

发展[15]。
最后,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劳动资料发展水平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人工

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应用。这些技

术能够提高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例如,通过智

能交通系统优化交通流量,或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

维护需求,从而提高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

量。而基础设施可以显著提高落后地区的市场通

达性,使其与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

仅有助于本地市场的扩展,还能吸引外部投资和资

源,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

假设。
H1:新质生产力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2 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间接效应

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
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推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互

补和协同发展[16]。具体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为

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吸引优质资源流

入,提高这些地区的经济实力;同时,发达地区可以

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出,带动周边地区共同发

展,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17]。产业结构升级成为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以上分析,提
出以下假设。
H2: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构建

2.1.1 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为了研究新质生产力对

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设定基准回归模型:
redit =α1+α2nqpit+α3Controlit+

λi+ηt+εit (1)
式中:redit 为i省在t时期的区域经济差距;nqpit
为i省 份 在t时 期 的 区 域 新 质 生 产 力 指 数;
Controlit 为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的

集合;λi 为个体固定效应;η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α1 为常数项;α2、α3 分别为各变量

待估计系数。
2.1.2 中介效应模型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为

Medit =β1+β2nqpit+β3Controlit+
λi+ηt+εit (2)

式中:Medit 为中介变量;β、γ为待估参数。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差距(RED)
选取2013—2022年各省级的地区生产总值和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2013年为基年计算实际地区

生产总值,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并对其取自然对

数。生成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lnrpcgdp),
用于表征经济增长规模,作为检验区域经济增长和

经济关联的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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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使用离差法计算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18],计算公式为

y_d1it = lnrpcgdpit-lnrpcgdp_mt (3)

y_d2it = lnrpcgdpit-lnrpcgdp_mt

1
2
(lnrpcgdpit+lnrpcgdp_mt)

(4)

式中:y_d1it 为区域经济绝对差距,即i省t年实际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自然对数与当年全国平均地区

人均生产总值自然对数之间的差距的绝对值;

y_d1it 与原经济增长指标单位相同,数值大小可直

接比较且含义明确;y_d2it为区域经济相对差距,消
除了量纲限制,可以不受时间、物价指数、衡量指标

的限制进行比较。
2.2.2 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NQP)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

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
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

升为核心标志。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从劳动者、劳
动对象、劳动资料三方面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

系[19],如表1所示。其中,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

熵值法求出[20]。

表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劳动者

劳动者素质

劳动生产率

劳动者意识

人均受教育平均年限 正向

教育支出/财政总支出 正向

在校学生数/总人口数 正向

人均GDP/元 正向

在岗职工工资/元 正向

每百人新创企业数 正向

新兴产业员工总数 正向

第三产从业人员占比 正向

劳动对象

新质产业

生态环境

人工智能企业数 正向

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数 正向

环境保护支出/财政总支出 正向

森林覆盖率 正向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 正向

二氧化硫排放/GDP 负向

劳动资料

物质生产

资料

无形生产

资料

GDP/新能源发电量 正向

能源消耗量占GDP比例 负向

新材料企业数 正向

公路里程 正向

铁路里程 正向

人均互联网接入端口数 正向

光缆线路长度 正向

人均专利数量 正向

R&D经费/GDP 正向

企业数字化水平 正向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正向

2.2.3 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

选取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

代理变量,考察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21]。计算

公式为

产业结构升级=第一产业占GDP比例×1+
第二产业占GDP比例×2+
第三产业占GDP比例×3 (5)

2.2.4 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在模型中加入如下控制变

量:①政府干预程度,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

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表示;②税负水平,用税收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③对外开放程度,用货

物进出口金额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来表示;④城市

化水平,用城镇人口与年末常住人口比值来表示;
⑤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

产总值比值来表示;⑥基础设施水平,用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额并取对数表示[22]。
2.3 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覆盖2013—2022年30个省份(因
数据缺失,未包含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相关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

鉴》、各地区统计年鉴、EPS全求统计 数据分析平台

(EPS数据库),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在对不同

地区及其相应年份的比较分析中,通过最大值、最小

值和标准差等统计指标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差距与新

质生产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反映

了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还揭示了新质生

产力在不同地区的分布特点。税负水平的标准差最

小,说明各地区在税收政策方面的差异较小,税收负

担相对较为均衡。金融发展程度的标准差最大,表明

各地区在金融发展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区域经济

差距
300 0.31450.00080.28430.85510.2041

新质生产力 300 0.18110.05220.16280.63400.0822
政府干预

力度
300 0.26010.10660.23100.75340.1099

税负水平 300 0.08010.03540.07300.19970.0294
对外开放

程度
300 0.25410.00760.14191.34180.2618

城市化水平 300 0.61390.37890.59860.89580.1000
金融发展

程度
300 3.53431.91193.31957.60951.0871

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额
300 10.68499.646410.712811.45910.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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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新质生产力

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

列(1)只含核心解释变量,不加入控制变量,并固定

个体和时间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控

制变量并且固定个体和时间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区域

经济差距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有助于区域协调发

展。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系数为-0.2799,说明新质生产力提升一个单位,
区域经济差距缩小0.2799个单位。这表明新质生

产力能够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进一步验证了H1。
3.2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遗漏变量、样本选择偏误、内生性问题

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产生影响,尝试从剔除

部分特殊样本及控制内生性两个方面对模型展开

进一步分析。
3.2.1 剔除特殊样本

根据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速度,政策优势以及区

位特点,选择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

及广东等较其他省区具有明显优势的样本,已达到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

新质生产力
-0.1550* -0.2799***
(0.088) (0.090)

常数项
0.3243*** 0.5686***
(0.013) (0.199)

政府干预程度
0.4390**
(0.180)

税负水平
-0.7580
(0.584)

对外开放程度
0.0530
(0.057)

城市化水平
-0.5180**
(0.239)

金融发展程度
-0.0030
(0.022)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0.0010
(0.01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084 0.160
观测值 300 30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避免模型结果受到极端值影响的目的,对数据重新

展开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列(1)所示。
3.2.2 滞后一期

为避免模型因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产生内

生性问题,选取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

量展开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结

果显示,LM统计量的P 小于0.1且通过 Wald检

验,这表明工具变量选取较为合理。核心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的系数估计值为-0.3888,通过1%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在引入工具变量后,新质生

产力仍可显著缩小区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基准回归结果可靠。
3.3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效应,参考江艇[23]的两步

法,基于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

表5所示。列(1)是基准回归结果,新质生产力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缩小区域

表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

新质生产力
-0.4856*** -0.3888***
(0.149) (0.103)

控制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269 0.148
观测值 250 270

Kleibergen-Paaprk
LMstatistic统计量

187.072

Kleibergen-Paaprk
WaldFstatistic统计量

795.262

{16.38}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内为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5 中介机制检验

变量
(1) (2)

区域经济差距 产业结构升级

新质生产力
-0.2799*** 0.0921*
(0.090) (0.053)

常数项
0.5686*** 2.1737***
(0.199) (0.155)

控制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R2 0.160 0.846
观测值 300 30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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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距;列(2)是中介效应第二步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

0.0921,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

级可以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产业附加值和

竞争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而验证了H2。
3.4 异质性检验

由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无论是新质

生产力水平还是区域经济差距,在区域分布上都存

在着明显的异质性特点。借鉴已有研究,将全国划

分为东中西区域,深入探讨区域异质性[24]。通过回

归结果(表6)可知,新质生产力缩小区域经济差距

只有在东部地区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

对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并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可

能是因为: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强,教育和科

技资源丰富,金融体系成熟,加之政府推动的多项

改革和开放政策先行先试,为创新和技术发展提供

良好环境,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快速成长和集

聚;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受限于交通、资
金、技术和市场等条件,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

相对落后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区域经

济差距较为明显,高速发展也导致区域内部发展的

不平衡;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较于东部地区协调,
区域经济差距较小。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

调发展的影响机制,并验证其有效性。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首先,新质生产力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差

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实证结果显示,新质生

产力对区域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

表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

新质生产力
-0.2793** 0.3694 -0.2647
(0.107) (0.370) (0.372)

常数项
0.5707 -0.4787 1.2356***
(0.344) (0.590) (0.24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2 0.360 0.659 0.580
观测值 110 80 110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

标准误。

提升新质生产力能够有效缩小不同地区间的经济

差距,从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体数据分析表

明,新质生产力提升一个单位,区域经济差距缩小

0.2799个单位,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次,产业

结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

路径。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新质生产力不仅对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还通过驱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间接在区域协调发展中发力。
这进一步验证新质生产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

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

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作

用相对较弱。
4.2 建议

第一,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区域均衡发展。加大

对落后地区的创新、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支持力度,
推动这些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提升,缩小区域间的发

展差距。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教育投入,改善发展环境,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潜

力,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第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培育引进高素质人

才。通过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推动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
升整体经济竞争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此外,注重

培育和引进高素质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

的人才支撑。
第三,针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点,制定差

异化政策。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其发

展的政策措施。对于东部地区,继续发挥其创新和

技术优势,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水平,进一步缩小区

域经济差距。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

金投入,鼓励东部地区继续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带动全国经济的整体提升。对于中西部地区,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改善发展环境,提
升新质生产力的潜力,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

距。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促进中西部地区的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增强其经济竞争力。
第四,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

大力推动环保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应用,降低生产过

程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促进经济、社会和环

境的协调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

和法规、支持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动循环经济

和低碳经济的发展。通过推动绿色发展,既能保护

473

  科技和产业                                     第25卷 第12期 



环境,又能提升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五,优化制度环境,激发市场活力。良好的

制度环境是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通

过制度创新,优化市场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

支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市场监管机制、提升政府服

务水平、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利用。通过优化制

度环境,能够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综

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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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and
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

WANGYusen1,WUZiyuan2
(1.SchoolofEconomics,Hebei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Shijiazhuang050061,China;
2.InstituteofEconomics,HebeiUniversityofEconomicsandBusiness,Shijiazhuang050061,China)

Abstract:Basedonpaneldatafrom30provinces(duetothelackofdata,thestatisticaldatamentionedheredonotincludetheTibetRegion,
theHongKong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andTaiwanProvince)inChinafrom2013to2022,a
newqualityproductivitysystemwasconstructedandatwo-wayfixed-effectsmodelwasusedtoexaminetheimpac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
on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aswellastotestthemediatingroleof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Theresultsshowthatnewquality
productivitysignificantlypromotes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withnoticeableregionalheterogeneity.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
playsamediatingroleintheprocessofnewqualityproductivityaffecting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Basedonthis,correspondingpolicy
recommendationsareproposed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newqualityproductivity,reduceregionaleconomicdisparities,andachieve
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
Keywords: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industrialstructure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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