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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企距离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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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资金约束问题， 如何通过金融发展解决企业绿色

创新中面临的瓶颈， 促进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引发各方关注。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３ 年 Ａ 股上市公司样

本数据、 银监会公布的银行网点数据以及绿色专利申请数据， 分析银企距离对其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研

究表明：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机制分析表明， 上述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金融可

得性的提升和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的优化两种渠道实现。 与此同时， 绿色创新促进效应能够有效提升企业

ＴＦＰ 与 ＥＳＧ 评级水平。 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金融支持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对于如何通过金融发展解决企

业绿色创新激励不足， 促进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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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明确提出： “大
力发展绿色经济， 坚决遏制高能耗、 高排放项目

盲目发展， 推动绿色转型， 实现积极发展”。 作为

经济活动的核心参加者， 企业同样是自然资源的

消耗者和污染减排的主体［１］。 在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

来的高速发展历程中，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但是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造成了

能源消耗过大、 环境污染严重和污染排放较多的

问题。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制造业企业的污染减

排刻不容缓。 在 “双碳” 目标提出的背景下， 对

制造业企业而言， 降低污染排放， 实现绿色发展

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实现离不开低碳

技术的发展。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源动力， 绿色创

新能够通过差异化产品供给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解决环境治理中正外部性无法得到补偿的问题，
最终实现企业物质财富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

赢发展［２］。 在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对其经

济与环境绩效的双重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较传统的创新行为， 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高的

不确定性和沉没成本， 同时高周期和高复杂度并

存的绿色低碳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金

融发展是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从事绿色生产的重

要推手。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下， 银行在企业

融资过程中始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也是企业绿

色创新行为的主要融资渠道。 对于企业绿色创新

行为来说， 上述活动的开展， 可能会使得企业面

临着更大的经营压力与资金压力； 另外， 绿色创

新需要更大的正外部性补偿， 而补偿不足又会导

致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开展动力不足。 同时， 虽然

传统融资支持能够解决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

约束， 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地理距离的阻隔，
会导致金融机构信贷发放不足， 并且会导致企业

未来绿色研发活动面临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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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衡问题。

２００７ 年以来， 银监会发布了 《中国银监会办

公厅关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有

关事项的通知》， 放松了商业银行在县域内网点扩

张的限制。 截至目前， 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覆

盖城乡、 服务多元的网点布局体系。 作为影响信

贷交易的重要因素， 银行的空间布局深刻影响着

企业的融资效率。 距离银行网点较近的企业， 凭

借其地理优势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 对于企业绿

色创新活动来说，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有效提升

企业融资便利性， 提升融资效率， 缓解信息不对

称对企业信贷可得性产生的制约。 同时， 随着资

本市场对 ＥＳＧ（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的要求不

断增强， 银行 ＥＳＧ 管理被纳入商业银行的顶层设

计， 以金融力量推动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成为近

年来银行发展的重要内容， 众多商业银行致力于

拓展多层次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不断扩大投向绿

色产业的贷款余额， 同时提升对绿色项目与绿色

创新活动开展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 上述背景下，
银企地理距离的缩短， 是否能够通过金融可得性

提升补偿绿色创新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问题， 提

升企业金融可得性水平和绿色创新绩效？ 银行是

否能够充分发挥信贷监督机制， 倒逼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透明度增加？ 银企距离的缩短是否能够促

进正外部性补偿问题的解决， 实现企业经济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上述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从银行信贷体系具有的信息功能、 外部

监督功能与信贷供给功能入手， 进一步丰富了金

融可得性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 正外部性理论，
进行了理论创新； 本文拓展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投

资行为影响实现机制， 指出银企距离缩短既能够

有效解决金融可得性； 又会显著增强银行 “软信

息” 获取能力， 并倒逼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提升，
实现了机制创新； 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行空间布

局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 指出了银企距

离的缩短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实现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与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 拓

展了影响效果。 本文将金融供给的地理因素引入

到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分析框架中， 在绿色发展

理念不断推进的背景下， 为企业绿色创新的发展

目标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１　 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１. １　 文献综述

１. １. １　 银企距离与实体效应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一组文献， 关注了银

行空间布局对实体企业投融资行为以及环境效应

的影响。 （１） 从金融可得性影响来看， 张超林和

杨竹清 （２０２３） ［３］认为， 企业周边银行网点数量增

加会提升银行业竞争程度， 进而会通过信贷竞争

效应提升企业银行信贷可得性水平； 胡璇和陆铭

俊 （２０２１） ［４］ 认为，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解决企

业创新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有助于企业

创新水平的提升； 宋昌耀等 （２０２１） ［５］ 认为， 地理

距离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 地理距离越近银

行对企业的贷款规模越大。 Ｚｏｕ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２２） ［６］

认为， 银行分支机构与企业的地理距离增加会显著

降低贷款可获得性， 同时增加信息获取成本， 降低

银行机构能够获得的软信息水平； （２） 从环境效

应来看， 俞毛毛和马妍妍 （２０２４） ［７］ 认为， 银企距

离的缩短会通过外部信息监督作用的发挥， 促进企

业降低污染排放， 同时上述机制主要通过前端污染

治理投资而非后端治理来实现。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３） ［８］

运用 ２００９ 年银行放松管制政策出台作为外生冲击，
分析得出银行网点扩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化学需

氧量（ＣＯＤ）排放强度； Ｔａｎ 等 （２０２４） ［９］ 指出， 银

行网点集聚能够提升企业绿色社会责任履行水平，
同时上述机制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和绿色投资

意愿提升来实现； （３） 同样有研究关注了银行网

点布局对企业投融资效率的影响。 要素配置效率方

面， 曹慧平和丁怡帆 （２０２４） ［１０］认为， 商业银行网

点扩张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要素的投资效率， 主要

通过信贷可得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实现上述效应。
行业资源配置方面， 章尹赛楠和李青原 （２０２４） ［１１］

认为， 银行竞争能够显著提升非国有企业固定资

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增加， 改善 “城市－行业” 层

面的资源错配。 吴虹仪 （２０２４） ［１２］ 认为， 工业企

业邻近范围内银行网点的增加对企业 ＴＦＰ 影响呈

现出 “倒 Ｕ 型” 特征。 信贷质量方面， 银企距离

的缩短能够通过信息甄别机制将低质量、 高风险

客户淘汰出市场， 降低整个市场的违约风险， 同

时能够显著提升信贷质量［１３］。
１. １. ２　 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另一组文献， 关注了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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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１） 研究绿色

金融相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效应。 部分

研究将绿色金融纳入了可持续增长理论框架中，
研究发现绿色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支持经济

高质量发展［１４，１５］。 也有研究表明， 发行绿色债券

会使企业融资成本受到影响， 同时， 企业环境表

现会受到更大的社会监督， 两方面合力作用会使

得企业研发支出意愿增强， 从而绿色创新表现提

升［１６］。 孙莹和孟瑶 （２０２１） ［１７］分析指出， 绿色金

融试验区政策能够对区域内重污染企业提供绿色

激励， 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２） 关注金融发

展新业态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顾海峰和

高水文 （２０２２） ［１８］ 认为， 与其他创新行为类似的

是，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与企业自身风险承担存在

相关性， 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降

低和风险承担能力的提升两种机制， 对企业绿色

创新产生促进作用； （３） 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谭常春等 （２０２２） ［１９］ 认为，
金融科技能够更好地甄别绿色研发项目的质量，
通过大数据、 区块链等技术有效赋能绿色信贷对

绿色创新活动的支持， 能够有效降低信贷配给，
同时又会提升绿色信贷的贷后监督作用， 进而提

升绿色投资效率和绿色信贷的配置效率。
１. １. ３　 文献评述

现有文献从银行空间布局视角分析了银行空

间布局对企业投融资行为、 债务违约风险以及环

境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认为银企距离缩短既能

够通过金融可得性促进企业投资行为， 提升要素

配置效率， 又会通过外部监督效应和信贷约束方

式促进企业污染减排， 其中 “软信息” 搜集能力

的提升会增强信贷发放效率， 降低债务违约风险

的发生； 另外也关注了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创新

行为之间存在的关联性， 指出了绿色金融、 数字

金融工具以及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有效解决绿色

金融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同时会通过信息

机制更好地激励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解决信贷支

持绿色创新面临的贷后监督问题。 然而鲜有文献

从银企地理邻近性视角， 分析金融发展是否能够

有效解决企业绿色创新面临的各类问题。 本文在

已有的研究基础上， 探讨了银企距离对企业绿色

创新的影响。

１. ２　 假说提出及理论分析

１. ２. １　 银企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货币非中性理论认为， 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

本引起的市场失灵导致了区域间金融系统的信贷

分配效率存在显著差异［２０］。 由于金融资本在地理

空间上并不是完全流动的， 银企之间的地理距离

会影响企业信贷资金的可得性［２１］。 从融资角度分

析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

究的热点。 对于距离银行网点较近的企业来说，
由于银企关系较为密切， 银行能够有效对企业经

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可以通过约束企业自由现

金流的代理成本等发挥 “大贷款人监督” 的作用，
倒逼企业加大在环境治理、 绿色低碳技术方面的

投入［２２，２３］。 相较传统的创新活动， 绿色低碳技术

创新对企业资金的要求更高， 因此融资水平给企

业绿色创新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银企距离的缩短，
会显著缓解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政策下， 企业研

发转型面临的资金约束与信贷成本， 进而促进更

多企业通过生产经营转型和碳减排研发绩效的提

升。 同时， 越来越多的银行将绿色因素纳入自身

信贷评估过程之中， 对于清洁生产企业以及企业

绿色项目融资行为， 提供更低的信贷利率和信贷

额度。 银企距离的缩短， 还会更好地发挥银行对

企业绿色行为的监督作用， 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

型升级， 银行为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提供更多绿色

激励。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有效提升企业绿

色创新绩效。
１. ２. ２　 融资约束影响机制

由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不确定性较高， 且资

金需求量大， 企业自身资金约束状况同样影响企

业绿色创新表现。 金融可得性理论认为， 企业面

临融资约束的原因之一便是空间距离的影响。 地

理距离的临近能够显著降低银企双方通勤成本与

信息搜索难度。 同时， 银企距离的缩短显著降低

了由于信息搜索和通勤行为带来的搜索成本增加，
进而降低企业面临的利率水平， 通过融资约束的

缓解促进企业经营［２４］。 此外， 地理距离的缩短又

会通过银企关联的途径， 影响企业融资能力和投

资行为。 与传统创新行为相比， 绿色创新面临着

更大的融资约束和业绩压力。 银企距离的缩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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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可贷资金增加， 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和绿

色创新效率， 银行通过更为有效的贷前审批和贷

后监管，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 银企距离的缩短， 能够通过融资约束

的缓解效应， 促进企业金融可得性提升， 进而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１. ２. ３　 信息披露质量影响机制

信息搜集理论认为， 金融地理距离增加会提

升金融机构信息搜索成本， 付出额外的精力和费

用， 该类成本容易转移至借款人身上［２５］。 同时，
金融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借贷双方存在的信息

不对称状况， 进而更好地实现资金匹配， 并降低

逆向选择造成的金融风险增加。 信息机制下银企

距离的缩短既会通过逆向选择的抑制作用， 保证

更多高质量客户留在信贷市场之中， 淘汰落后产

能并通过监督作用提升整体市场的信贷质量， 又

会通过对企业道德风险的抑制作用， 避免企业信

贷投放至低效率、 高排放等领域之中。 存在管理

层短视特征的企业， 盈余操纵动机下会降低企业

自身研发活动开展水平， 信息不对称会加剧上述

问题。 同时，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存在一定的正外

部性特征， 若正外部性无法得到合理补偿， 将对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９］。 信息

披露过低导致的融资约束与监督乏力， 以及信息

披露过高诱发的收益损失均不利于外部融资对企

业绿色创新的有效平滑［２６］。 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

著增强银行获得的 “软信息” 水平， 银行会更大

程度地掌握企业环境信息， 并且通过绿色项目库

的建设与信息共享， 为绿色创新企业发放更多信

贷支持， 通过提供更低利率的贷款， 给予企业绿

色创新正外部性一定的补偿。 此时企业有更强的

意愿进行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 为获得更为低成

本的绿色贷款支持， 优化自身信息披露水平， 促

进自身绿色创新行为。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３：
假说 ３： 银企距离的缩短， 能够通过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的提升，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２　 实证研究设计

２.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２. １. １　 主要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 ３ 个部分： （１） 中国商

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 该数据通过对银监会网站

披露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成立时间、 许可证信息、
发证日期等信息进行整理后获得； （２） 企业绿色

创新数据，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库获得后与

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匹配； （３） ＷＩＮＤ 数据库， 通过

该数据库获得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指标和公司治理

信息。 通过上述三库数据匹配合并后， 作为本文

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
２. １. ２　 主要变量构造方式

（１） 绿色创新变量

本文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检索页面中获得上市公

司专利申请情况， 使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
２０１０ 年推出的 “国际专利绿色分类清单” 中的 ＩＰＣ
分类号， 进行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的识别。 从具体识

别方法来看， 本文参照李青原和肖泽华 （２０２０） ［１］

对于绿色专利的界定方法， 将 “替代能源生产”、
“废弃物管理”、 “能源节约” ３ 类专利作为绿色专

利的涵盖分类， 并根据分类号筛选得出不同上市公

司每年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 作为本文分析的核心

解释变量。 根据专利类型分别进行企业专利申请数

量的统计， 即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对数值（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对数值（ｌｎｇｒｎｐａｔ１）、 绿色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对数值（ｌｎｇｒｎｐａｔ２）。
（２） 银企距离变量

本文参照许和连和金友森 （２０２０） ［２７］ 的分析

方法， ①根据企业名称及地址信息生成地址变量，
对信息缺失的进行剔除处理； ②利用高德地图和

Ｘｇｅｏｃｏｄｉｇ 软件将地址转化为企业所在地经纬度信

息， 并且将银监会披露的银行网点设立地址同样

转化为银行经纬度信息； ③通过样本所在城市与

银行网点所在城市进行精确匹配， 计算得出企业

与所在城市中每一个网点距离； ④计算出银企平

均距离并取对数处理后， 作为本文分析的主要解

释变量。
（３） 主要机制变量

本文主要机制变量包括： 信息披露质量（ｋｖｉｎ⁃
ｄｅｖ）， 参照金祥义和戴金平 （２０１９） ［２８］ 构造信息

披露水平指标， 该指标越小， 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越高； 融资约束指标（ ｋｚ）借鉴 Ｋａｐｌａｎ 和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１９９７） ［２９］进行企业融资约束指标构建， 该指标越

大，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 过度负债指标

（ｏｄｅｂｔ）通过计算全行业目标负债率水平， 进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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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企业年度实际负债率与目标负债率差额， 作

为负债效率的衡量方式， 若指标大于 ０ 则说明企

业存在过度负债， 若小于 ０ 则说明企业负债不足。
（４） 控制变量及其他变量

本文主要控制变量包括： 货币资金（ ｌｎｃａｓｈ，
年末货币资金数量对数值）、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通过

总资产对数值得出）、 托宾 Ｑ（ ｔｏｂｉｎｑ， 通过企业市

场价值和有形资产现行价值比值获得）、 杠杆率

水平（ ｌｅｖ， 通过企业年末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得

出）、 营业收入增长率（ ｉｎｃｇｒｏｗｔｈ， 通过企业当年

营业收入相较去年增长比例计算得出）、 流动比

率（ｃｒ， 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比值）、 总资产收益

率（ ｒｏａ， 通过年末净利润和总资产比值得出）、 资

本劳动比（ｌｎＫＬ， 通过企业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和年

末员工人数比值取对数获得）、 员工数量（ ｌｎｅｍｐ⁃
ｎｕｍ， 企业年末员工人数对数值）、 人均 ＧＤＰ（ ｌｎ⁃
ｐｇｄｐ， 所在省（区、 市）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 产业

结构（ ｔｈｒｐｒｏ， 样本所在省（区、 市）中年度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本文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 （２０１２） ［３０］ 分别通

过 ＯＰ 方法和 ＬＰ 方法计算得出企业 ＴＦＰ 水平对数

值（ ｔｆｐ＿ｏｐ 与 ｔｆｐ＿ｌｐ）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方

式， 并运用华证上市公司 ＥＳＧ 评级指数（ｂｄｇｒａｄｅ１）

作为企业环境治理水平的衡量方式。
２. ２　 实证分析模型

２. ２. １　 银企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

为验证假设 １， 本文引入企业当年绿色专利

（包括专利总数、 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３ 种）
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企业所在城市银行网

点与企业自身平均距离作为解释变量， 分析银企

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影响。 回归方程为：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ｉｔ ＝β０＋β１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ｉ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 ｉｔ （１）

式 （１） 的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中， 均加入了

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中， 若 β１ 显著小

于 ０， 则说明银企平均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提升

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假设 １ 成立。
２. ２. ２　 机制检验部分

为验证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本文分别运用 ｋｚ 指
数以及企业过度负债指标， 通过调节效应模型进

行融资约束机制检验； 并通过构造企业信息披露

质量指标（ｋｖｉｎｄｅｘ）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３　 实证分析结果
３. １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

个数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２５％
分位值

中位值
７５％

分位值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２８２６３ ０. ３６２ ０. ７７２ ０. ０００ ３. ６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ｇｒｎｓｉｇｎ ２８２６３ ０. ２３７ ０. ４２６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２８２６３ ３. ４５４ ０. ８０２ ２. ２８７ ８. ３８５ ３. ００９ ３. ３２８ ３. ６６７

ｌｎｍｅｄｄｉｓｔ ２８２６３ ３. ２０１ ０. ９０６ １. ８２１ ８. ３９３ ２. ６５９ ３. ０３６ ３. ５４４

ｓｉｚｅ ２８２６３ ２２. ２４６ １. ２８２ １９. ８２８ ２６. ０４８ ２１. ３２４ ２２. ０６４ ２２. ９８８

ｌｎｃａｓｈ ２８２６３ ２０. ２９２ １. ３４５ １７. １１８ ２３. ９８５ １９. ３９３ ２０. １９４ ２１. ０９０

ｌｅｖ ２８２６３ ０. ４２２ ０. ２０１ ０. ０５２ ０. ８８３ ０. ２６２ ０. ４１６ ０. ５７１

ｔｏｂｉｎｑ ２８２６３ ２. ２９３ １. ５４３ ０. ８９１ ９. ８９６ １. ３４８ １. ７９０ ２. ６３８

ｉｎｃｇｒｏｗｔｈ ２８２６３ ０. １６６ ０. ４１３ －０. ５１０ ２. ７０８ －０. ０２９ ０. １０２ ０. ２５６

ｃｒ ２８２６３ ２. ４１１ ２. ４２１ ０. ３０２ １６. ３３０ １. １３１ １. ６３７ ２. ６９０

ｒｏａ ２８２６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３ －０. ２４５ ０. １９３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６ ０. ０６６

ｌｎＫＬ ２８２６３ １３. ８７９ ０. ８７８ １１. ６６５ １６. ２４４ １３. ３２２ １３. ８５５ １４. ４２２

ｌｎｅｍｐｎｕｍ ２８２６３ ７. ７３７ １. ２４６ ４. ８１２ １１. ２０２ ６. ８７５ ７. ６５５ ８. ５０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２８２６３ １１. ２１６ ０. ４８０ ９. ６８２ １２. １５６ １０. ８６９ １１. ２３７ １１. ５３２

ｔｈｒｐｒｏ ２８２６３ １. ６２２ １. １０６ ０. ５３０ ５. ２８０ １. ０４０ １. ２８０ １. ４３０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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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主回归分析

本文引入企业当期绿色专利申请总量， 以及

绿色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量， 取对数

后作为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分析指标， 通过面板

固定效应模型， 分析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绿色创

新行为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

（１） （２） （３）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１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２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３９∗∗∗

（－２. ９８０）
－０. ０２７∗∗

（－２. ３４９）
－０. ０２４∗∗

（－２. ３８９）

ｓｉｚｅ
－０. １０３∗

（－１. ７６０）
－０. ０５４

（－０. ８２６）
－０. ０４１

（－０. ６８０）

ｌｎｃａｓｈ ０. ０６５∗∗∗

（５. ０５５）
０. ０５６∗∗∗

（５. １６１）
０. ０３０∗∗∗

（３. ２７９）

ｌｅｖ ０. ６９３∗∗∗

（４. ９１２）
０. ５２２∗∗∗

（３. ４２０）
０. ３９７∗∗∗

（２. ９２３）

ｔｏｂｉｎｑ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１）
０. ００９∗

（１. ８３９）
－０. ００４

（－１. ０５６）

ｉｎｃｇｒｏｗｔｈ
－０. ０４５∗∗∗

（－４. １４９）
－０. ０４１∗∗∗

（－４. ４７０）
－０. ０２４∗∗∗

（－２. ８０５）

ｃｒ
０. ００４

（１. １７２）
０. ００６∗

（１. ９５１）
０. ００１

（０. ３９６）

ｒｏａ ０. ２７８∗∗

（２. ４０９）
０. １５９

（１. ５８０）
０. １４０∗

（１. ６９６）

ｌｎＫＬ ０. １８２∗∗∗

（３. １２２）
０. １３８∗∗

（２. ０７７）
０. １０３∗

（１. ７４８）

ｌｎｅｍｐｎｕｍ ０. １８０∗∗∗

（３. ２３５）
０. １４０∗∗

（２. ２２７）
０. ０９７∗

（１. ７３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０８７∗∗∗

（２. ８５４）
０. ０７１∗∗∗

（２. ８５６）
０. ０６２∗∗∗

（２. ８１４）

ｔｈｒｐｒｏ
－０. ０２９∗∗

（－２. １７７）
－０. ０１２

（－１. ０１８）
－０. ０２７∗∗∗

（－２. ９１４）

＿ｃｏｎｓ
－３. ６８５∗∗∗

（－６. ９９６）
－３. ６０７∗∗∗

（－７. ３２１）
－２. ４０１∗∗∗

（－６. ２２２）

Ｎ ２８２６２ ２８２６２ ２８２６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ｒ２＿ａ ０. １１２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８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列 （１）

因变量为企业当期绿色专利申请总数对数值， 列 （２） 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总数对数

值， 列 （３） 为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总数对数值。 本文进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

误处理。

从表 ２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列 （１） 中， 银企

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当年绿色专利申请水

平； 列 （２）、 （３） 中， 通过不同专利类别分类回

归能够看出， 银企距离缩短对于绿色发明专利和

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均具有促进作用。 上述分析

说明假设 １ 成立， 即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促

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３. ３　 银企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机制分析

３. ３. １　 融资机制分析

银企距离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的机制之一是

融资机制， 又分为总量层面约束和融资效率指标。
银企距离能够解决企业创新行为面临的资金约束，
使得企业具有更为充足的资金进行研发活动； 另

外， 银企距离的缩短既可能造成企业过度负债的

产生， 又可能通过负债效率的提升， 促进企业将

更多信贷资金用于研发投资中。 本文引入 ｋｚ 指数

从总量上反映企业融资约束能力， 同时引入过度

负债指标（ｏｄｅｂｔ）作为融资效率指标， 进行异质性

分析，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融资约束及过度负债机制检验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１）
（２）

ｏｄｅｂｔ＞０
（３）

ｏｄｅｂｔ＜０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５３∗∗∗

（－４. ２１５）
－０. ０７０∗∗∗

（－４. ５２８）
－０. ０２３

（－１. １８３）

ｋｚ
－０. ０３０∗∗

（－２. ４０５）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ｋｚ ０. ０１０∗∗∗

（３. ２５１）

ｏｄｅｂｔ
－０. ８４６∗∗

（－２. ０８９）
－０. ７３５∗

（－１. ７３６）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ｏｄｅｂｔ ０. ２２０∗∗

（２. １０９）
０. １８６

（１. ３０８）

＿ｃｏｎｓ
－３. ６２０∗∗∗

（－６. ７０５）
－３. ６５２∗∗∗

（－５. ４３３）
－２. ９９７∗∗∗

（－４. ３８８）

Ｎ ２７５６７ １３０６９ １３９８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ｒ２＿ａ ０. １１２ ０. １１８ ０. １０１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列 （２）

为过度负债样本， 列 （３） 为负债不足样本， 列 （２）、 （３） 通过分组回归进行分析。

本文进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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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 ２０２４

■■■■■■■■■■■■■■■■■■■■■■■■■■■■■■■■■■■■■■■■■■■■■■
从表 ３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列 （１） 中， 对于

融资约束较大的样本， ｋｚ 取值较大， 此时银企距

离的缩短能够更为显著地提升， 说明银企距离的

缩短对于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来说， 能够更大程

度地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列 （２） 中， 过

度负债较高的样本中，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更大

程度地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此时银企距离的

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信贷效率， 防止过度负债

造成信贷效率低下问题； 列 （３） 中， 对于负债不

足样本来说， 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分析验证了假设 ２ 成立， 即

银企距离的缩短， 能够通过资金层面融资约束的

缓解和负债效率的提升， 促进企业绿色投资行为。
同时， 上述分析也验证了张云等 （２０２２） ［３１］ 对融

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关联的相关研究。
３. ３. ２　 信息披露质量中介机制分析

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 同样面临着信息

不对称问题。 银企距离的缩短， 能够通过地理距

离的缩短， 为企业提供更多信贷资金支持， 增加

企业金融可获得性； 同时也会通过信息距离的缩

短， 降低信息不对称对企业研发行为造成的制约。
本文引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ｋｖｉｎｄｅｘ）， 进行信息

披露质量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信息披露质量中介效应分析

（１） （２） （３）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ｋｖｉｎｄｅｘ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３９∗∗∗

（－２. ９８０）
０. ００１∗

（１. ８４７）
－０. ０３８∗∗∗

（－２. ９６０）

ｋｖｉｎｄｅｘ
－０. ０６２∗

（－１. ７４９）

＿ｃｏｎｓ
－３. ６８５∗∗∗

（－６. ９９６）
－０. ９５７∗∗∗

（－１４. ５３８）
－３. ６４８∗∗∗

（－６. ９０８）

Ｎ ２８２６２ ２８０８９ ２８０８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ｒ２＿ａ ０. １１２ ０. ２８０ ０. １１２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本文进

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从表 ４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列（１）中， 银企距

离的缩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列

（２）中，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信息

披露质量； 列（３）中， 银企距离的缩短， 又能够通

过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效应， 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上述分析说明假设 ３ 成立， 即银企距离的缩短能

够通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优化作用， 促进企业

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上述分析同样证明， 信息披

露能够有效解决绿色创新过程中的投资者监督与

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２６］， 同时证明了银企距离缩

短通过外部监督机制， 促进企业信息披露优化的

作用。
３. ４　 稳健性检验

３. ４. １　 替换解释变量为一定半径内银行网点数量

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

银企距离的缩短， 能够通过银行网点扩张实

现。 本文通过企业一定半径内银行网点数量， 作

为 “银企距离” 的替代指标， 分析银企距离缩短

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企业一定半径范围内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 同样

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水平①。
３. ４. ２　 运用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可能与样本企业所处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支持等因素存在相关性， 内生性

主要来源于样本选择偏误， 本文借鉴许和连和金友

森 （２０２０） ［２７］的分析方法， 引入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３ 年

企业所在城市中的单位面积商业银行网点数量与样

本年份乘积（ｂａｎｋｄｅｎｓ９０１ 与 ｂａｎｋｄｅｎｓ０３１）， 作为样

本年度银企平均距离 （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的工具变量。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样本所在城市银行网点密度与

样本所在城市金融发展基础有关， 同样会影响未

来城市之中的银行网点扩张速度； 另外， １９９０ 年

和 ２００３ 年样本所在城市的金融发展状况， 与样本

年度企业绿色投资行为相关度较弱， 上述分析能

够说明， 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与核心解释变量之

间存在相关性， 同时工具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即企

业绿色创新绩效水平相关性较弱， 工具变量选择

合理。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回归结果的列 （１）、 （２） 中， 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样本所在城市银行网点密度的增加， 均与

样本年度的银企距离负相关， 说明本文工具变量

选择满足相关性假设条件； 列 （３）、 （４） 中， 从

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能够看出， 银

企距离的缩短， 同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专利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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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工具变量分析结果

（１） （２） （３）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ｂａｎｋｄｅｎｓ９０１ －０. ００３∗∗∗ （－２８. ７７３）

ｂａｎｋｄｅｎｓ０３１ －０. ００１∗∗∗ （－３１. ３２１）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１２１∗∗∗ （－６. １８６）

＿ｃｏｎｓ ４. ７９７∗∗∗ （８. ０４４） ３. ５４９∗∗∗ （５. ９７７） －３. ２４３∗∗∗ （－１４. １２５）

Ｎ ２７８３０ ２７８３０ ２７８３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检验指标

Ｗａｌｄ Ｆ： １５０８. ６２
Ｓａｒｇａｎ： ２. ７９６

（Ｐ－ｖａｌｕｅ＝ ０. １７５４）

ｒ２＿ａ ０. １４８ ０. １５２ ０. １０５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工具变量为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３ 年样本所在城市单位面积的银行网点数量与年度乘积， 列 （１）、 （２） 为 ＩＶ－

２ＳＬＳ 一阶段分析结果， 列 （３） 为 ＩＶ－２ＳＬＳ 二阶段回归结果。 本文进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申请数量， 前文分析结论保持稳健。 同时， ＩＶ－
２ＳＬＳ 回归中 Ｗａｌｄ－Ｆ 值显著异于 ０，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值与 ０ 差异并不显著， 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通过

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和排他性检验。
３. ４. ３　 回归异方差修正

进一步地， 本文分别通过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的运用以及加权最小二乘法的应用， 进行稳健性

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回归结果中银

企距离系数仍然保持显著为正， 说明前文分析结

论稳健。

表 ６　 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以及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１）
异方差稳健

标准误

（２）
加权最小

二乘法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３９∗∗∗

（－７. ８６９）
－０. ０３９∗∗∗

（－２５８. ２７２）

＿ｃｏｎｓ
－３. ６８５∗∗∗

（－１８. ０５０）
－３. ６３９∗∗∗

（－６１４. ３９２）

Ｎ ２８２６２ ２８２６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ｒ２＿ａ ０. １１２ ０. ２５５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本文进

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３. ５　 异质性分析

本文分别考虑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 重污染

行业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不同规模企业分组

样本， 银企距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可能存在的

影响差异。 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从表 ７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对于非国企来说，

银企距离缩短具有更强的政策效应， 能够更好地

解决企业创新投资面临的资金约束。 对于重污染

行业来说， 由于自身受到 “限贷” 政策影响， 银企

距离缩短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

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更

好地支持企业创新行为开展与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对于规模较小样本来说，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更

好地解决规模较小企业面临的抵押资产不足和信

贷可得性不足问题， 促进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４　 银企距离、 企业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来实现， 同时绿色创新能力也会促进企业

ＥＳＧ 评级提升。 本文分别采用 ＯＰ 法和 ＬＰ 法进行

企业 ＴＦＰ 计算， 并运用华证 ＥＳＧ 评级指标作为上

市公司环境责任履行的分析指标， 通过调节效应

模型分析银企距离缩短是否能够通过绿色创新激

励效应， 提升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 回归结

果如表 ８ 所示。
从表 ８ 回归结果能够看出： 列 （１） 中， 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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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类别及性质企业异质性分析

Ｐａｎｅｌ－Ａ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１） （２） （３） （４）

国企 非国企 重污染行业 非重污染行业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２０∗∗ （－２. ２０７） －０. ０４９∗∗∗ （－６. ７７７） －０. ００８ （－１. ２７０） －０. ０２１∗∗ （－２. ５７３）

＿ｃｏｎｓ －４. ９５７∗∗∗ （－１６. ５９７） －３. ０２３∗∗∗ （－１１. ９９２） －２. ８２１∗∗∗ （－１０. ６１１） －２. ７２８∗∗∗ （－１０. ８４８）

Ｎ １０４９４ １７５３８ ８３９２ １９８７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Ｙ

组间差异检验
Ｃｈｉ２（１）＝ ８. ６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３３
Ｃｈｉ２（１）＝ ７. ８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１

ｒ２＿ａ ０. １５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１９ ０. ０５２

Ｐａｎｅｌ－Ｂ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５） （６） （７） （８）

高新技术企业 非高新技术企业 规模较小样本 规模较大样本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１００∗∗∗ （－７. １００） －０. ００９ （－１. ４９８） －０. ０４８∗∗∗ （－６. ９２７） －０. ０２３∗ （－１. ８９２）

＿ｃｏｎｓ －３. ５８９∗∗∗ （－９. ６８２） －４. １５６∗∗∗ （－１８. ４９５） －２. ５１２∗∗∗ （－７. ４６１） －７. ５７２∗∗∗ （－１７. ４７６）

Ｎ １１８６１ １３０５８ ９３５３ ９４１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Ｙ

组间差异检验
Ｃｈｉ２（１）＝ ２６. ５６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００
Ｃｈｉ２（１）＝ ４. ０１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４５２

ｒ２＿ａ ０. １３９ ０. １２５ ０. ０７１ ０. １４０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组间差异检验通过似不相关回归后提取解释变量系数进行 ｔ 检验得出。 本文进行公司层面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处理。

表 ８　 银企距离、 企业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１） （２） （３）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ｌｐ ｂｄｇｒａｄｅ１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０. ０３３∗

（１. ８０２）
０. ０４７∗∗

（２. ０６０）
－０. １１８∗∗

（－１. ９６６）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３

（０. １９１）
０. ０１６

（１. ５５１）
０. ０１４

（０. ４６７）

ｌｎｇｒｎｐａｔ×
ｌｎｍｅａｎｄｉｓｔ

－０. ００９∗

（－１. ７０８）
－０. ０１２∗

（－１. ８０２）
０. ０５３∗∗∗

（３. １７５）

＿ｃｏｎｓ
０. ９３１

（１. １０３）
２. ３５３∗∗∗

（５. ９２２）
－３. ５９２∗∗∗

（－２. ６３０）

Ｎ ２７９９６ ２７９９６ ２７７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Ｙ Ｙ Ｙ

Ｙｅａｒ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 Ｙ Ｙ

ｒ２＿ａ ０. ８８８ ０. ９２０ ０. ４９７

注： 括号中为 ｔ 统计量， ∗表示 ｐ＜０. １， ∗∗表示 ｐ＜０. ０５， ∗∗∗表示 ｐ＜０. ０１。 本文进

行公司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

距离和绿色创新交乘项系数为负， 而绿色创新系

数为正， 说明银企距离缩短能够通过绿色创新行

为促进企业 ＴＦＰ 提升； 列 （２） 中， 当将 ＴＦＰ 计算

由 ＯＰ 法更换为 ＬＰ 法后， 结论保持稳健； 列 （３）
中， 当将因变量替换为企业 ＥＳＧ 评级指标后， 绿

色创新行为能够显著提升自身 ＥＳＧ 评级， 而银企

距离缩短能够通过对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强化上

述影响， 上述分析结论也与周键和刘阳 （２０２１） ［３２］

分析结论一致。
５　 结论与政策建议

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关乎着经济社会绿色发展

目标的实现， 然而现实中企业绿色创新存在着高

风险与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的特征， 同时可能会面

临融资约束的制约和正外部性存在下创新激励不

足的问题。 普惠金融的支持能否有效解决企业绿

色创新过程中的信贷可得性与资金供求双方信息

不对称， 更好地支持企业绿色创新行为， 是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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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重点。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２～２０２３ 年 Ａ 股上市公

司样本， 运用银监会公布的银行网点数据与上市

公司信息进行坐标数据提取， 计算得出企业与所

在城市银行网点平均距离， 进而分析银企距离缩

短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分析表明： （１）
银企距离的缩短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水平。 同时， 替换因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检验方法

之后， 回归结果保持稳健； （２） 机制分析来看，
银企距离的缩短会通过金融可得性的增加缓解企

业融资约束， 同时解决企业绿色投资行为面临的

信息不对称状况， 提升企业自身信息披露质量，
进而对绿色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３） 异质性

分析表明， 对于非国有企业、 非重污染企业、 高

新技术企业以及规模较小样本来说， 银企距离缩

短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４） 从银企

距离、 企业绿色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三者的分析结

果来看， 银企距离缩短带来的企业绿色创新促进

效应， 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自身 ＴＦＰ 增长率以及企

业 ＥＳＧ 责任履行能力， 促进企业长期高质量绿色

发展。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１） 大力优化普惠

金融发展过程。 传统普惠金融发展多依赖于网点

扩张， 但在目前 ＡＩ 浪潮引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背景

下， 银行网点不断撤并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

通过银企距离缩短解决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同时， 应

大力实现地理距离与信息距离的同步缩短； （２）
充分利用银行网点对于信贷企业 “软信息” 的搜

集能力， 通过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

推广， 建立绿色项目库和项目信息平台， 进而通

过银行信息甄别能力的提升， 倒逼企业提升自身

信息披露水平， 最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

展； （３） 加大对非国有企业普惠金融支持力度，
促进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为中小企业提

供更多定制化绿色信贷产品， 并通过绿色金融与

普惠金融协同作用的发挥， 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升

级； （４） 通过财政政策和普惠金融政策的协同作

用， 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 以及经济效

应和环境效益的同步实现。 既要避免传统环境规

制政策对企业经营可能造成的成本压力， 也要充

分发挥企业绿色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高

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有效提升企业 ＴＦＰ 与 ＥＳＧ
履行质量。

注释：
①由于版面限制， 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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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效应研究： 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Ｊ］ ．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２２， （１２）： １７３～１８４．

［１６］ 王营， 冯佳浩． 绿色债券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研究 ［ Ｊ］ ． 金融

研究， ２０２２， （６）： １７１～１８８．

［１７］ 孙莹， 孟瑶． 绿色金融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Ｊ］ ．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２１， （１１）： １２６～１３８．

［１８］ 顾海峰， 高水文．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

究 ［Ｊ］ ． 统计与信息论坛， ２０２２， （１１）： ７７～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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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７０）
Ａｕｇ. ２０２４

■■■■■■■■■■■■■■■■■■■■■■■■■■■■■■■■■■■■■■■■■■■■■■
［１９］ 谭常春， 王卓， 周鹏． 金融科技 “赋能” 与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Ｊ］． 财经研究， ２０２３， （１）： ３４～

４８， ７８．

［２０］ Ｃｒｏｃｃｏ Ｍ， Ｓａｎｔｏｓ Ｆ， Ａｍａｒａｌ Ｐ Ｖ．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ｉ⁃

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 Ｊ］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０， ５ （２）： １８１～２０３．

［２１］ Ｂｒｅｖｏｏｒｔ Ｋ Ｐ， Ｈａｎｎａｎ Ｔ 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Ｄａｔ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 ２００６， ３８ （８）： １９９１～２０１２．

［２２］ 沈红波， 张广婷， 阎竣． 银行贷款监督、 政府干预与自由

现金流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 Ｊ］ ． 中国工

业经济， ２０１３， （５）： ９６～１０８．

［２３］ 王馨， 王营． 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 ［ Ｊ］ ． 管理

世界， ２０２１， （６）： １７３～１８８， １１．

［２４］ Ｂｅｌｌｕｃｃｉ Ａ， Ｂｏｒｉｓｏｖ Ａ Ｖ， Ｚａｚｚａｒｏ Ａ． Ｄｏ Ｂａｎｋｓ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３， ３７ （１１）：

４１８３～４１９７．

［２５］ Ｋｎｙａｚｅｖａ Ａ， Ｋｎｙａｚｅｖａ Ｄ． Ｄｏ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Ｂａｎｋ'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３６ （４），

１１９４～１２０９．

［２６］ 王旭， 杨有德， 王兰． 权变型信息披露： 外部融资对企业绿色

创新平滑失效的新解释 ［Ｊ］． 管理评论， ２０２２， （８）： １２３～１３３．

［２７］ 许和连， 金友森， 王海成． 银企距离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 ［Ｊ］．

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７４～１９０．

［２８］ 金祥义， 戴金平． 有效信息披露与企业出口表现 ［ Ｊ］ ． 世

界经济， ２０１９， （５）： ９９～１２２．

［２９］ Ｋａｐｌａｎ Ｓ Ｎ，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 Ｌ． Ｄ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１１２ （１）： １６９～２１５．

［３０］ 鲁晓东， 连玉君．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２， （２）： ５４１～５５８．

［３１］ 张云， 杨凌霄， 张紫婷， 等． 股权质押、 融资约束与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 ［Ｊ］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５）： １７５～１８７， １９２．

［３２］ 周键， 刘阳． 制度嵌入、 绿色技术创新与创业企业碳减排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２１， （６）： ９０～１０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ｌ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Ｒ＆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ｉａｏ Ｃｕｉｆｅｎ１ 　 Ｙｕ Ｍａｏｍａｏ２

（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ｉｒｍｓ'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ｉｍｐｅｄ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ｉｒｍ'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Ａ－ｓｈ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ｐａｔｅ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ｌ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ｒｔｅｒ “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 ｌ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ｂｏｖｅ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ｏｏｓｔ ｆｉｒｍｓ' ＴＦＰ ａｎｄ ＥＳＧ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ｎ ｈｏｗ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ｍｏ⁃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ｏｒｒｏｗｅｒ － ｌｅｎｄ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ｉｒｍｓ' ｇｒｅｅｎ Ｒ＆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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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２１； Ｌ２５

（责任编辑： 杨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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