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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环境、资源和生态等一系列问题，追求绿色高质量的发展成为理论

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热点。传统的绿色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影响因素，而对知识产权与

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较少涉及。本文以计量经济模型，搜集上海市 2008—2020 年的数据，就上海

市知识产权与绿色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对绿色经济发展却有一定阻碍作用。综合两者的作用，发现在绿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知识产权对其

贡献率在前两年处于上升阶段，但后期基本维持在 55%~60%，并不断波动。知识产权对教育水平的影

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绿色经济发展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处于不断上升的较高水平。

关键词：上海；知识产权；绿色经济；动态关系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009-8623.22022.03.003

知识产权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
——以上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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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生态、资源

等问题愈加严峻，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生

物多样性减少、区域雾霾天气频繁发生、生态环境

脆弱等问题尤为突出。面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

积极寻求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路径，将生态环境文明

建设与环境保护摆在突出位置。2021 年 1 月 30 日，

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总书记重点强调

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这个重要问题，

强调要围绕创新能力的增强、生态环境的改善、共

享发展的促进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加全面地

完善制度体系。习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和更有效率的文

明发展道路。面对生态化转型诉求的日益高涨，国

家应该打破工业革命建立的旧工业秩序，寻求经济

与环境的和谐统一。而技术进步是寻求解决经济和

环境问题长久之计的关键。这种技术进步应该是以

改善生态和环境为动机的技术进步，即绿色创新，

进而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

首次明确提出绿色经济的是英国环境经济学家

Pearce，他认为绿色经济是基于社会和生态条件建立

的自然和人类均可以承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 [1]。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也对绿色经济进行了定义，认为绿色

经济是能提高人类福祉和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环境

风险的经济发展模式 [2]。虽然绿色经济的概念描述各

有差异，但是具体目标和原则基本一致，即绿色经

济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为主要目标，原则

是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率。由于各国追求经

济发展的目标不一，以经济增长抵消环境与社会损

失的弱绿色经济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流。但是随着

环境的持续恶化，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弱绿色经济

不再适应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目标，世界各国迫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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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以生态和环境保护为核心的强绿色经济。

目前对绿色经济的研究可以分为绿色经济的

概念、绿色经济有关的政策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

因素等方面 [3]。在绿色经济概念上，不同的学者具

体描述不一，但基本都认为绿色经济是在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下节约资源、提高人类福祉的经济发展模

式。绿色经济经历了单一生态目标阶段、经济生态

双目标阶段和复合系统阶段 [4]。由于政策的最终目

的是促进绿色经济的提升，与绿色经济有关的政策

主要集中于效率导向的绿色经济政策、规模导向的

绿色经济政策和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政策。由此可

见，现有的关于绿色经济的定性研究主要集中于概

念、框架和政策等问题，定量研究主要是哪些因素

对绿色经济有影响，并未涉及知识产权如何影响绿

色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以上海市 2010—

2020 年之间的知识产权和绿色经济数据为基础，

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知识产权对绿色经济的

动态影响。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动态分

析了绿色知识产权、基础要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

系，为制定绿色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提供依据；为了

更直观地反映绿色知识产权和基础要素对经济发展

的影响程度，本文制作了可视化图表，为政策制定

提供直观依据。

1　文献综述

1.1　绿色经济的概念

绿色经济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绿色技术

的发展、人们对绿色经济认识的加深，绿色经济在

不同的时期或者阶段有不同的内涵。2010 年绿色

经济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点问题，当时绿色经

济的概念还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并没有清楚的边

界。绿色经济概念的不断变化，造成对绿色经济测

度困难，对实证研究的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为

此，根据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和发展趋

势，将绿色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单一的生态目标阶段。此阶段对绿

色经济处于结果式定义阶段，只是从环境经济的角

度讨论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思想并未

出现根本性转变。在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生态

环境仍被视为外部因素，并未被与经济视为一个整

体。第二阶段是经济与生态的双目标阶段。此阶段

的重要特点是开始注重从经济活动的初始阶段调整

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作

为整体对待。这一阶段人们开始反思现有的经济模

式和发展方式，世界各国开始将经济增长集中在新

能源、生态治理等方面，并出现了绿色经济相关的

产业。第三阶段是结合了经济、生态和社会的三重

目标阶段。此阶段绿色经济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扩展，

将社会作为第三重目标引入，强调绿色经济降低环

境风险、促进社会公平和带来人类幸福感的作用。

1.2　绿色经济的文献综述

关于绿色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效

率评价、产业发展与绿色经济之间的关系及绿色经

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

关于绿色经济效率评价研究，林伯强等 [5] 通

过超效率 DEA 模型，分析了中国地级市的绿色经

济效率，发现经济聚集在对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作

用上体现为先抑后扬，绿色经济发展应该考虑当地

经济和基础设施，降低过度集聚的负面影响。钱争

鸣等 [6] 采用非径向的 SBM 模型计算中国各省区的

绿色经济效率，发现绿色经济效率要比传统的经济

效率水平低，绿色经济效率与人均 GDP 呈现倒 U

型关系。李江龙等 [7] 在构建绿色经济增长的评价

指标时，运用非径向距离函数的方法，利用地级市

数据分析资源丰裕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由

于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资源丰裕会限制该地绿色

经济增长。王冉等 [8] 在绿色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

基础之上，运用超效率 DEA 计算我国的区域经济

效率，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东中西部的绿色经

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特征。周杰文等 [9] 构造

了环境污染指数，引入超效率 DEA 模型，分别计

算不同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发现控制对外开放、

城市化和政府规制之后，研发经费对绿色经济效率

有抑制作用，研发人员提升了绿色经济效率。孟望

生等 [10]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测量了中国省份的绿

色经济增长，研究了自然资源禀赋对创新的不同方

式的影响，发现资源禀赋对创新有挤出效应，对技

术引进有增进效应。Wang M 等 [11] 认为绿色经济发

展模式必将取代传统经济模式，构建区域绿色经济

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测量了山东的绿色经济发展情

况，同时说明了这些指标如何影响区域绿色经济的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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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He L Y 等 [12] 对 150 家可再生能源上市公司

进行分析，在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构建

了阈值效应模型，发现非线性关系存在于可再生能

源投资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Vukovic N[13] 利用模

糊数学选取评价绿色创新的指标，评估和预测区域

绿色经济的动态。

在绿色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上，佟贺丰等 [14] 以

农林、可再生能源及核能为对象，通过仿真分析，

研究绿色经济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结

论为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加强部门协调，整体制定规

划。孙瑾等 [15] 通过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对绿色增长有

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东部地区的正效应最明显，对

外开放对绿色增长有负向作用，尤其是中部地区，

中国要避免污染产业的进一步转移。谢婷婷等 [16] 通

过方向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 指数分析绿色信贷对

绿色经济的影响，发现绿色信贷对绿色经济增长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技术进步的影

响实现。刘耀彬等 [17] 通过系统广义矩的方法研究文

化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中国 30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发现文化产业集

聚先抑制后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是 U 型的曲

线关系。侯纯光等 [18] 结合数理统计和地理空间学研

究了中国科技创新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发现科技创

新通过资源利用、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绿

色经济的发展。曹靖等 [19]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绿

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大湾区创新投入得到显

著提升，但是绿色经济效率状况不一，绿色经济的

主要影响因素转向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的提升

对绿色经济效率提升贡献不断上升。Maziriri E T 等 [20]

使用非概率样本，分析绿色创业教育、对财政资源

的需求、绿色女性企业家网络项目和新绿色政策的

实施如何影响女性企业家的绿色创新行为。

在绿色经济与环境管理研究上，王兵等 [21] 通

过修正后的罗素模型，研究节能减排对中国绿色

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

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其中东部地区效果

更好，并建议可以尝试实行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

策。武建新等 [22] 通过随机前沿分析，研究产业结

构和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合理

化的产业结构能够很好地促进绿色经济增长，环

境规制可以通过资源配置间接地促进绿色经济发

展。郝国彩等 [23] 使用超效率 SBM 模型，对长江经

济带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

效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

平之间有 U 型关系，资源禀赋能很好地促进绿色

经济的发展。廖文龙等 [24] 基于碳排放交易试点工

作，采用中国省域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的效应，发

现碳排放试点可以有效激励创新，产出更多的绿色

专利，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实现绿色经济效率提升。

李毅等 [25] 将绿色发展作为目标函数，将环境规制

作为重要因素，利用 273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

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呈 U 型

关系，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通过治污和生

产技术的进步来实现。

总体上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研究集中在内

涵、效率评价以及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对作为科技

创新显著标志的知识产权如何影响绿色经济的发展

并没有涉及。而且根据已有文献，科技对经济的发

展是具有滞后性的，也是动态的。因此，如何确定

知识产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是急需解决

的问题，也是未来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

2　变量选择和模型构建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内生的，经济增长的

重要力量是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经

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也是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的有效途径。资本积累主要是指物质资本和人力

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基础作用，而技术

和知识的积累在其中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后，

Romer [26] 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增长的引擎，技术能将

投入转化为产出，而创新可以很好地改进生产技术，

获得更多的产出，带来更多的效益，进而促进经济

增长。

知识产权作为创新产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与

创新、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在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世

界经济增长中得到很好的验证。因此，本文以上海

地区的绿色经济为因变量，以上海的专利授权量代

表科技创新水平。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人

才，人才素质最显著的指标是人才的受教育程度，

因此受教育程度可以代表促进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最

重要的因素。以教育水平作为科技以外的投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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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 lnGGDPt 表示第 t 年的绿色 GDP 的自

然对数值，lnPatentt 表示上海第 t 年的专利授权量，

lnEduct 表示第 t 年的教育水平①的自然对数。

本文选取 2008—2020 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上海

市统计局，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 Eviews7.2。

3　实证分析

3.1　序列平稳性检验

由于上海地区的绿色经济、基础设施、研发支

出、技术市场成交额和受教育程度均为时间序列数

据，变量数值会随着时间的波动而波动，因此在建

模之前有必要对变量进行检验，检测变量是否平稳，

经过采用 Dickey-Fuller 的 ADF 检验方法检测，得

出表 1。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

使用 EG 两步法来检验协整关系，首先以 lnGGDP

为因变量、 lnPatent 和 lnEduc 为自变量进行 OLS

回归，探索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其次，对方程的

随机误差项 e 进行 ADF 单位根检验，当 e 的原始

数据平稳的时候，可以认为变量之间有长期稳定

的关系，反之，则不存在。根据分析结果，变量

之间关系模型如下：lnGGDP=3.86-0.057lnPatent-

1.12lnEduc。接着对上述回归分析之后的误差项进

行单位根检验，发现误差项的 ADF 值是 -5.39，

而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2.72。因此，可以认

为回归方程的误差项平稳，说明主变量 lnGGDP、

lnPatent 和 lnEduc 有协整关系。

从上述协整关系看，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存在

于上海市的绿色经济增长、专利授权量和教育水平

之间，并且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数，即现阶段的

专利授权量和教育水平从长期看与绿色经济发展水

平负相关。其中，教育水平对绿色经济的系数绝对

值较大，为 1.12。如果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

专利授权量和教育水平作为自变量，可以发现专利

授权量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发展水平（P<0.01），教

育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P 值

为 0.12。因此，可以得出结果，科技创新水平对经

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绿色经济发展

却有一定阻碍作用。

3.3　动态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科技创新水平与绿色经济之

间的动态关系，利用 Eviews 软件，构建绿色经济

增长与自身以及科技创新水平及滞后项之间的关系

模型，最终得到回归模型：

lnGGDP=13.4-0.97lnGDP(-1)-1.48lnGDP(-2)-

0.115lnPatent(-1)-0.1lnPatent(-2)-3.24lnEduc(-1)-0.92 

lnEduc(-2)

从绿色经济的短期变动上看，除了自身影响

外，科技创新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绿色经济增长的滞

后期都有影响，相比而言专利授权量对绿色经济发

展滞后一期和二期都存在比较稳定的显著影响，而

教育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变化较大。

3.4　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了解内生变量对其他变量和自身后续发

1 2t  tlnGGDP lnPatent lnEduc   e= ∂  +∂ +

表 1　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

检验值
检验类

（c,t,k）
10%

临界值
结论

lnGGDP -2.19 (c,t,2) -2.71 非平稳

lnPatent -2.5 (c,t,2) -2.72 非平稳

lnEduc -1.56 (c,t,2) -2.71 非平稳

DlnGGDP  -4.51 (c,t,2) -2.73 平稳

DlnPatent -2.67 (c,t,2) -2.74 非平稳

DlnEduc -4.79 (c,t,2) -2.72 平稳

综合上表可知，在显著水平为 10% 时，各个

时间序列变量的差分基本是平稳的，虽然 lnPatent

是非平稳的，但 lnPatent 的一阶差分 ADF 检验值

是 2.67，10% 临界值是 -2.74，处于平稳序列。

3.2　协整检验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对于一些数据来说，数据

本身可能是非平稳的数据，但是数据的某种线性组

合却是平稳的，而且这种平稳具有一定的长期稳定

性，这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称为协整关系。

对各序列单位根的检验说明，lnGGDP、lnPatent 和

lnEduc 基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三者之间有可能

存在协整关系。

·科技与经济·

①　教育水平采用的是上海每一年所有类型学校数与人口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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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响，需要计算脉冲响应函数，进而得出影响

程度。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

的反应。具体地说，指的是当随机误差加上一个标

准差的冲击之后对内生变量的影响。图 1 中，横轴

表示滞后期间，纵轴表示变量变化对相应变量的冲

击的反应；实线表示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变量对

另外一个变量的脉冲响应，虚线表示相应脉冲响应

图像两侧加上或者减去两倍的置信带。

根据图 1 第一行，可以看出对绿色经济影响最

大的是知识产权，绿色经济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

息的冲击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对知识产权的一个标

准差信息有较强的反应，增加了 0.05，但是影响的

时间持续不长，到第三期基本就回到原来的水平，

基本呈现 2 年一个周期的特点。教育水平在 10 年

内对绿色经济的发展没有突出贡献，处于比较平稳

的状态。从下面两行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和教育

水平对知识产权一个标准差信息冲击的反应，都处

于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三个因素对教育水平一个标

准差信息冲击的反应均不强烈，可以认为教育水平

在短期内是不显著的因素。但是教育水平对绿色经

济的一个标准差信息反应较强烈，在前 6 年处于不

图 1  变量脉冲响应图

断上升的态势。

3.5　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了解每个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利

用方差分解分析，按照内生变量变动的成因分解，

更直观地分析变量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图 2 中

可以看出，在以 10 年为一个周期时，对绿色经济发

展前 2 年重要的因素是绿色经济自身，后 8 年最重

要的因素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对绿色经济增长变

动的贡献率前 2 年处于上升阶段 , 后面基本维持在

55%~60%，并不断波动。知识产权对自身的影响前2年

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后续稳定在 35% 左右，知识

产权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处于较高的水平，而绿色经

济发展对教育水平的影响处于不断上升的较高水平。

 ◇朱东云，朱海伦：知识产权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以上海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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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

题，早期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基本集中关注资本和劳

动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科技和知识产

权的发展，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得到体现，作用也进

入学者的视野，他们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促进经济增

长的机制，并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随着环境

的恶化和人们对美好生活需求的上升，关注经济增

长必须要向绿色视角转换，但是知识产权到底如何

影响绿色经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由实证结果推知，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

经济的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不一致。单纯追求

单一经济维度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上海市政

府对绿色环保支出的投入，从而影响区域整体绿色

绩效，影响绿色 GDP 的提升。因此，上海市政府

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政策对环境

图 2  变量的方差分解分析图

注：绿色 GDP 是绿色经济的衡量指标，横轴下面都是指标名称，因此采用 LNGGDP。而图中的绿色经济代表的是一个构念，

所以正图中采用绿色经济。

施加的影响，在政策客体中实施一定的规制政策和

引导机制，促使经济发展的主体主动地承担环境保

护责任，促进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统一。

总体来看，知识产权对纯经济增长有促进作

用，对绿色经济增长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阻碍

作用长期看也会抵消知识产权对纯经济增长的促进

作用。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中共中央对生态环境

文明的重视程度增加，地方各级政府的环保支出逐

步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是从单纯的环

境角度出发做出的努力。结合本研究的结论可以发

现，随着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的经济

发展模式和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都不符合现阶段新发

展理念的要求。因此，各级政府要转变知识产权的

保护模式，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运用等水

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结合

经济和环保的维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知识产权政策，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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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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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driving force to lea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main basis for realizing the changes of quality, efficiency and power.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petition will gradually shift from labor-intensiv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technology-intensive high-tech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from 2010 to 2019, this paper uses Super-SBM-O-V and 
Super-BCC-O-V models to measure R&D efficiency, and then carries out the dimensionless processing of R&D 
intensity and R&D efficiency through the centralized method, and takes the mean value a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value of R&D capabilit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rising steadil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R&D capacit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quali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s industry to step into the middle 
and high-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China not only 
need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improve R&D efficiency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needs 
to continue to expand the proportion of new product exports.

Keywords: high tech industry; R&D capability; high quality export; coupling co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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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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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tens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cology problems. The pursuit of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green econom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economy, but les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een econom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econometric model, this paper collects the data of Shanghai from 2008 to 
2020,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reen economy in Shanghai, and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has a certain hindr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green economic growth is on the rise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nd remains at 55%-60% and fluctuates constantly. 
The impac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education level is at a low level, while the impact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on education level is at a rising high level.

Keywords: Shanghai; intellectual property; green economy; dynamic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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