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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
效率的影响研究
!

吴传清
!

黄
!

磊

摘
!

要!基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

省市'

%6

个城市
/""$7/"!$

年面板数据$采用生

态
2Z4

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对其演化趋势作收敛性检验(采用面

板
NF:+B

模型探究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

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态势$且内部差异显著$但收敛趋势明显(承接产业

转移并未损害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效率$但对中游地区生态效率负向作用显著(

国内产业转移为产业转移的主体$主导着产业转移的生态效应(国际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

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具有不利影响$#污染天堂%假说得到证实&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移$提升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必须重点推行

#绿色
2̀L

%政绩考核体系'建设#产业转移绿色承接示范区%'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产业转移(生态效率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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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

言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覆盖皖鄂湘赣川渝滇黔
0

省
!

市&+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区域资源禀赋条件'生态环境容量和主体功

能定位$引导产业有序向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将长江经济带建

设成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带'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走廊&+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立足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因地制宜承接下游地区产业转移$

严格禁止污染型产业'企业转移&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作为当前我国承接国际'国内产

业转移的主战场$其绿色生态效率水平怎样2 未来变动趋势如何2 产业转移对其生态效

率产生了何种影响2 应从哪些方面发力促进其产业绿色承接并提升生态效率2 本文侧重

探讨上述四大问题&

学术界关于产业转移问题研究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产业转移动因研究$认为产

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比较优势的梯度推进$区域间劳动力'资本'技术'环境等生产

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变动是导致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
)李琴'朱农$

/"!$

!

615$0

(滕堂伟等$

/"!&

!

8/588

*

(二是产业转移模式和特征研究$由于转移产业大都为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

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业区位变动的劳动力成本与运输成本弹性较大$产业转移路径

偏向雁阵梯度转移模式
)唐根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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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树伟'肖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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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

(三是产业转移的

经济效应研究$侧重研究对承接地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与经济总量的影响$但受制于转移

产业的低附加值属性$产业转移的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
)崔建鑫'赵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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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研究$侧重验证国际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假说和

探究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及环境规制间的相互关系
)

S@?+).F)^ N9

C

EFA

$

/""%

!

//65/1$

(张彩云'郭艳青$

/"!1

!

8&5!"%

(汤维祺等$

/"!&

!

1%50"

*

&关于生态效率研究则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一是生态效率测度方法研

究$包括生态足迹模型'

2Z4

模型及主成分分析模型等$其中以
2Z4

模型为主流测度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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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王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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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同层面)地区'产业和企业*的生态效率测度$侧重对不同区

域间生态效率的比较分析与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非期望产出与投入较多的产业生态效率测度
)

KFF*

@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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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义'张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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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生态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城镇化'技术创新'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

32Q

等因素对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
)李国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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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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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学术界关于产业转移经济效应与环境负向产出的研究成果较多$关于产业转移的生态产

出与生态效率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侧重于省域单元的产业转移环境效应研究$而关

于城市单元的产业转移环境效应研究成果凸显不足&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一是

基于生态效率视角$研究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产业承接地区产出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应$而不局限于

单一的环境负向产出$以期全面反映产业转移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二是基于城市维度$考虑长江经

济带内部市域单元发展的特殊性$以更为精准的研究单元测度地区生态效率$测度结果可靠度和针对性

较高&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第二部分测度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第三部分分析长江经济带

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演进趋势(第四部分探讨承接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影

响(第五部分提炼主要研究结论及相应政策启示&

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测度

)一*测度方法

基于产出和投入的多元性$采用
2Z4

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

2Z4

模型无需

设定具体评价模型$不受指标量纲影响$评价结果较为科学客观可靠&目前
2Z4

模型存在多种不同形

式$笔者选用
K=9A)@.

等最早提出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

KYT

*的经典
2Z4

模型---

KKY

模型&

生态效率测度的难点如何处理非期望产出$笔者参考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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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罗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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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环境污染为开展经济活动所支付的代价$将环境负向产出作为投入

项置于
2Z4

模型求解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生态效率&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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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即为
KKY

模型总体效率值
NZ

$介于
"

和
!

之间$

+

W

为线性组合决策单元)简称
HSX

*中

HSX

W

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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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分别为
HSX

W

的
=

维一般要素投入向量'

<

维非期望产出向量'

5

维期望产出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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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分别为
=

维行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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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分别为
HSX

G

投入'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松弛向量(

$

为非阿基米德无穷

小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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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X

G

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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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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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HSX

G

为弱生态
2Z4

有效(当
&

0

!

$表示
HSX

G

为非生态
2Z4

有效&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说明

!#

投入指标选取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选取劳动)

S

*'资本)

_

*'土地)

b

*和技术)

N

*四大类一般要素投入&代理变

量分别为城市年末从业人员总数'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财政科技支出&全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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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存量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于永续盘存法推导$折旧率取
8#&f

)张军等$

/""$

!

615$$

*

&基

于长江经济带的流域经济带属性$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两个维度表征环境非期望产出$分别采用城市工业

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衡量$将其视为投入要素置于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

产出指标选取

从产出的多元性出发并参考#十八大%#五位一体%总布局$选取政治)

L

*'经济)

`

*'文化)

K

*'社会

)

T

*和环境)

Z

*等五大类产出&代理变量分别为地方财政预一般预算内收入'地区生产总值
2̀L

'地区

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表示&环境产出主要反映非期望产出的生态消耗程度$属

于经济产出的生态成本$已作投入因素处理&

6#

指标数据来源

笔者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6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测度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生态效率&所选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7/"!1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

省

市
/""17/"!1

年统计年鉴$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补齐&所有涉及市场价值指标均为采用各城市所在省

市以
/""$

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实际值&

)三*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测度结果与分析

分析表
!

和图
!

可知!

图
%

!

$""M

'

$"%M

年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

注!根据
4A(̀QT!"#6#!

软件处理结果编制&

)

!

*

/""$7/"!$

年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绿色发展整体态势较好$生态

效率由
/""$

年
"#%%"

波动上升至
/"!$

年
"#86"

$中上游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与加快自身发展步伐过

程中基本遵循绿色发展主线$未对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破坏效应&但是生态效率的增长态势

并不稳定$在波动中不断上升$中上游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单一追求经济增长与致力实现绿色协调发

展的两种发展导向$总体以绿色发展占据优势地位&

)

/

*区际生态效率差异显著$上游地区历年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游地区$紧邻长三角的安徽'江西'

湖北等省份城市生态效率有恶化趋势$生态环境压力较大&

/""$

年有
61

个城市实现生态
2Z4

有效$

大部分城市位于临近长三角的安徽和远离长三角的四川'云南和贵州$至
/"!$

年达到生态效率
2Z4

有效城市增至
$0

个$此时大部分生态发展
2Z4

有效城市位于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上游地区

大部分城市位于生态效率高水平集聚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游地区&中游地区的生态效率高水平城市

分布发生了较大转移$由
/""$

年的安徽省转移至
/"!$

年的湖南省$湖北省和江西省则基本保持不变&

)

6

*中上游地区生态绿色发展的危机抵抗能力较弱$对传统产业存在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在
/""%

年世界经济危机前后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出现明显下降&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中上游地区$面临经济

不景气时$生态旅游产业遭受冲击较大$而新兴产业尚未具备牢固产业根基$基于保增长目的$大量资源

集聚到传统污染型过剩产能行业威胁地区生态绿色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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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MU$"%M

年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

!

!

" #$$% #$$& #$$' #$$( #$$) #$$* #$+$ #$++ #$+# #$+, #$+%

安徽
"#868 "#%// "#801 "#%8/ "#%$8 "#%%& "#%6% "#08! "#%$% "#%!% "#%//

江西
"#01% "#86& "#%!0 "#%18 "#%6& "#%%0 "#8$! "#8$$ "#8$/ "#8!& "#86&

湖北
"#%6! "#%86 "#%%! "#%&$ "#%16 "#%&/ "#%16 "#%6" "#%&6 "#%&& "#%86

湖南
"#%%0 "#88" "#8!! "#8"& "#8"" "#8!8 "#8/" "#86! "#8&0 "#8%6 "#88"

中游
"#%&" "#8"/ "#8"/ "#%%/ "#%&" "#%%8 "#%%6 "#%&1 "#8"" "#%%8 "#8"/

重庆
"#061 !#""" "#&%! "#16$ "#$8% "#&8% "#80/ !#""" !#""" "#0&6 !#"""

四川
"#%88 "#80/ "#8/1 "#86$ "#86/ "#8!0 "#8$$ "#81/ "#8$% "#80& "#80/

贵州
"#8"" "#8%! "#8$% "#%8/ "#%%8 "#86% "#8%! "#888 "#8%& "#8%" "#8%!

云南
"#8%6 "#8%% "#808 "#80% "#8/6 "#8&/ "#801 "#%11 "#818 "#80! "#8%%

上游
"#8!$ "#80% "#86/ "#8/6 "#8"& "#8/6 "#810 "#86$ "#810 "#8&% "#80%

中上游
"#%%" "#86" "#8!6 "#%80 "#%00 "#8"! "#8!" "#%8" "#8/! "#8!0 "#86"

!!

注!根据
2Z4L/#!

软件处理结果编制&中上游地区划分依据+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游地

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2

表示地区$

N

表示时间&各省市生态效率为其所辖城市生态效率

的几何平均值&

三'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收敛性检验

上文生态效率的测度结果表征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各地区生态绿色发展差异显著$上游地区明显

高于中游地区&这种差异是否会长期持续并恶化扩大$抑或会随着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而逐渐缩小2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演化趋向值得关注&本文从
,

收敛'绝对
(

收敛和条件
(

收敛三个层

次全面分析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敛散特征)见图
/

与表
/

*&分析图
/

与表
/

可知!

图
$

!

$""MU$"%M

年长江经济带中上游生态效率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注!根据
@X(@E/"!"

软件处理结果编制&

,

收敛检验主要通过比较历年各城市生态效率值的标准差
,

及变异系数
IA

大小反映&

)

!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各地区生态效率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的生态效

率收入转移效应$通过标准差即可反映出生态效率的
,

收敛性&中上游整体'中游地区及上游地区生态

效率标准差变化趋势大体相同$大体均以
/""1

年和
/""%

年为分界线$

/""$7/""1

年标准差呈显著缩

小态势$

/""17/""%

年呈快速上升态势$

/""%7/"!$

年则又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总体以下降趋势为

主$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存在
,

收敛&

)

/

*各地区生态效率绝对
(

收敛模型参数
(

均在
!f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

生态效率存在绝对
(

收敛趋势&绿色发展走在前列的城市会产生对其他城市的#示范效应%$传统产业

较为依赖的城市则会形成对高生态效率城市的#追赶效应%$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各城市生态效率最

终会趋向于相同水平&

)

6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整体'中游地区及上游地区同样存在条件
(

收敛$各地区条件
(

收敛模型参

数
(

均在
!f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各城市最终会找到适合自身绿色发展模式$

达到相对平衡的生态发展状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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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绝对
(

收敛速度显著低于条件
(

收敛$呈现出先快速实现绝对

(

收敛而后逐步达到条件
(

收敛的收敛路径$对高生态效率城市绿色发展经验的模仿追赶过程要快于对

适宜均衡生态发展路径的探索过程&

表
$

!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
"

收敛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系数 中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绝对
(

收敛

)

3(>E

->

O

3(>E

-"

*"

>

M

!N

(

3(>E

-"

N$

-

!

7"#""&/&$

%%%

)

7$#"$8$!&

*

7"#"!""&$

%%%

)

7$#6&$0%8

*

7"#""!!/8

)

7!#"0$&%&

*

(

7"#"8/!!&

%%%

)

7!/#6%1$&

*

7"#"8%16/

%%%

)

7!"#"&0$0

*

7"#"%0%/0

%%%

)

7!/#&"8!/

*

+

"#"/1$"66$% "#"$//!/&86 "#"/!"18$8%

检验结果 收敛 收敛 收敛

检验类型 系数 中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条件
(

收敛

3(>E

-

$

4

O

3(>E

-

$

4

O

!

M

!N

(

3(>E

-

$

4

O

!

N$

-4

!

7"#"0$%$$

%%%

)

7!1#1"8"0

*

7"#"8$&&&

%%%

)

7!6#$&8%$

*

7"#"$!10!

%%%

)

70#"/6$60

*

(

7"#08!!%!

%%%

)

7/6#$8&18

*

7"#08%$8!

%%%

)

7!%#81886

*

7"#0&&1&%

%%%

)

7!6#/68$&

*

+

"#"!1&&/%0$ "#"!&"!8/!/ "#"!$1$%&$1

检验结果 收敛 收敛 收敛

!!

注!根据
Z?+@,.8#"

软件处理结果编制&括号内为对应变量系数
B

值$

+

为收敛速度$

%%%表示对应变量系数通过
!f

显著性水平检验&

四'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选择和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生态效率的取值限定在
"

和
!

之间$选用受限面板
NF:+B

模型基于极大似然法实

证分析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作用&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4

M

I

-

$若
,

-4

(

N$

-4

4

I

-

,

-4

(

N$

-4

$若
I

-

4

,

-4

(

N$

-4

45

I

-

5

I

-

$若
,

-4

(

N$

-4

15

I

-

)

*

-

)

/

*

!!

式中$

I

-

'

5

I

-

分别为被解释变量对应不同决策单元取值下限和上限$

.-4

为被解释变量取值向量$

,

-4

为解释变量取值向量$

$

-4

为不同决策单元回归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向量$

$

-4

-

V

)

"

$

,

/

*&在本文面板

NF:+B

回归模型中$

I

-

'

5

I

-

取值分别为
"

和
!

$

-

M

!

$

/

$9$

%

$

4

M

/""$

$

/""1

$9$

/"!$

&

)二*变量'指标与数据说明

!#

核心变量

为全面厘清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影响$笔者将核心变量细分为国内产业转

移)

)

('

.

*'国际产业转移)

)W

'

.

*和总体产业转移)

'4'

.

*&代理变量分别为利用境内省外投资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境内省外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和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比重&

/#

控制变量

除产业转移外$还有其他影响地区生态发展的重要因素&笔者参照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选取环境

规制)

&(A-

*'技术创新)

4&I"

*'产业结构)

-(7$

*'产权结构)

<

1#

<

*'规模结构)

5I+3

*和能源结构)

&(&1

*等六

个控制变量&代理变量分别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
2̀L

比重'

Y^2

经费内部支出占
2̀L

比重'

工业增加值占
2̀L

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中型工

业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煤炭能源消耗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6#

数据来源

囿于指标数据获取的有限性$研究对象基本单元调整为省级行政单元&解释变量所有指标基础数

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17/"!1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17/"!1

*'

/""17/"!1

年长江经济

.

/%

.



吴传清 等!承接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带中上游地区
%

省市统计年鉴'

/""$7/"!$

年
%

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
%

省市商务厅和

招商局官网&采用
%

省市所辖城市生态效率几何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值&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考虑到三类核心变量的高度相关性$为避免回归模型产生多重共线性$分别将三大核心变量单独与

其他控制变量一同进行回归分析$以查明产业转移对地区生态效率产生何种影响$哪种产业转移在对地

区生态环境的影响中起着主导作用$#污染天堂%抑或#污染光环%是否真实存在&运用
Z?+@,.8#"

软件

对产业转移的生态效率影响面板
NF:+B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6

&分析表
6

可知!

表
L

!

产业转移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影响实证分析结果

-

!

!

中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上游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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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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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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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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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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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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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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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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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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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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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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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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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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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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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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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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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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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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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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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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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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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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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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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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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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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

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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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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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1

*

I

!#/!$

%%%

)

0#60/

*

!#$"&

%%%

)

%#%/"

*

!#//!

%%%

)

0#/0%

*

!#6%&

%%%

)

!"#0/!

*

!#$/"

%%%

)

!"#868

*

!#6%8

%%%

)

!"#%6!

*

"#/""

)

"#61%

*

!#&%/

%%%

)

!#&%/

*

"#6&0

)

"#&8"

*

!!

注!根据
Z?+@,.8#"

软件处理结果编制&括号内为
B

值$

%

'

%%

'

%%%分别表示对应变量系数通过
!"f

'

1f

'

!f

显著性水平检验&

\

表

示变量$

2

表示地区&

)

!

*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效率具有正向提升作用$但对中游地区和

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影响差异显著$对上游地区产生了极强的促进作用$而对中游地区则起到负向抑制作

用$整体以上游地区居于主导地位$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并未使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环境恶

化&上游地区发挥自身要素成本优势'政策叠加优势和区位战略优势$积极承接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生态服务业$兼具较高经济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与战略导向效应&中游地区存

在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产业根基深厚$成为长三角地区资源加工与劳动密集型污染型制造业

转移的核心区
)豆建民'沈艳冰$

/"!$

!

8&5!"/

*

&

)

/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效率产生较大的负向作用$并且对中游地

区和上游地区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基本一致$#污染天堂%假说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得以证实&由

于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加快发展步伐$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甚至成

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应付式闯关%的政策工具
)韩永辉等$

/"!&

!

$"518

*

$国外污染型制造业涌入长江经济

带中上游地区$给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造成巨大的生态负担$制约了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

提升&

)

6

*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生态效应相同$总体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具有正

向促进作用$但受制于中游地区国内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负向抑制作用$综合促进作用被大幅削

弱&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正向环境效应主要来自于上游地区的支撑作用$上游地区是保障整个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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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稳定器&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承接的产

业转移主体$国内产业转移在总体产业转移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影响中起决定性作用$主

导总体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

)

$

*六类控制变量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影响各异&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

区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尚未有效促使经济发展路径从传统粗放型模式向生态高效型转变&

技术创新对中上游地区特别是中游地区生态效率具有负向影响$尚未有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降

低传统产业转移的污染排放&产业结构同样对中上游地区特别是中游地区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抑制作

用$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重型化趋向&产权结构对中上游地

区特别是中游地区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但对上游地区在面临国内产业转移时则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规模结构对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并无显著影响$企业规模大小并非影响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的有效因

子&能源结构对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煤炭等化石能源消耗加大了中上游地区

的生态压力&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内差异显著$

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地区&第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收敛趋势明显$各地区生

态效率差异会逐渐减少$绝对收敛至相同水平$而后沿着各自的生态发展路径$实现动态相对平衡&但

生态效率差异较大的中游地区收敛速度要快于差异较小的上游地区&第三$产业转移并未降低长江经

济带中上游地区整体生态效率$但对中上游各地区生态效率影响差异显著$对上游地区具有显著的促进

作用$对中游地区则产生明显的阻碍作用&第四$国内产业转移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的主体$主导着总体产业转移对生态效率的综合影响&但国际产业转移会引致污染型产业转移$#污染

天堂%假说在中上游地区基本成立&第五$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环境规制较弱'技

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重型化'产权结构不清晰'能源结构不合理等弊端$直接影响到生态效率提升&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在长江经济

带中上游地区落地实施$强力推进产业转移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并推广#绿色
2̀L

%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引导中上游地区地方政府主动引进承接绿色低碳型产业&第二$依托安徽皖江城市带'江西赣南'湖北

荆州'湖南湘南'重庆沿江'四川广安等六大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积极开展#产业转移绿色承接

示范区%建设$科学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生态环保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绿色承接产业转移提供样板经验&第三$加快建立健

全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下游地区对中上游地区的税收补偿机制和绿色生态产业补偿

机制$提升中上游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促进中上游地区产业结构低碳化'绿色化'高

端化&第四$强化对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外商投资的监督监管$提高国际产业转移的环境准入门槛$

筛选承接国际绿色高技术产业$严格防治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第五$发挥政策的组合拳效

应$单一产业转移政策难以有效保障中上游地区产业转移的绿色承接$必须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环境政

策'创新政策和能源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产业转移的绿色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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